
2023年清塘荷韵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清塘荷韵读后感篇一

经常读教育教学论文、哲学等理性文章象是在寻找人生之路，
寻找自然界的奥秘。感觉生活在社会和自然界，找不到路在
何方？看看仙人和大师都怎么说。渐渐的感觉眼前有一点点
蒙蒙亮。但百家之说各有各的观点。反过来又给弄糊涂了。
例如佛学讲的是彼岸的观点，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来
世成佛，其实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佛。道家讲的是人与自然
的关系，提倡无为，也就是顺应自然而为，不要逆道而为。
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非常赞赏道家的
观点。在思考问题和做事时，常用之。儒家讲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即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等等，
这门学派的根在周礼。是我国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
利益的基石，所以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

这个暑假偶尔想换换口味，看看散文，在脑海中快速搜寻着，
忽然想到生于江苏海安，长在扬州的朱自清。我详细阅读了
他的散文集《荷塘月色》，读后回味无穷，象赏花，又象沐
浴在春风里。从思想上看，朱自清追求“真”给人一种身临
其境之感。从形式上看有“美”之感。他笔法细腻，语言清
丽。大体可分为三类：

1、自然类有《春》、《荷塘月色》、《春晖的一月》。

2、个人和家庭生活类有《背影》、《航船中的文明》等。

3、以写社会生活评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有《白种人―上



帝的娇子》、《执政府大屠杀记》等。

读这些文章就感觉我又回到那左牵黄右擎苍，气吞万里如虎
的青少年时代，人老心不老，就读散文好！不信你读试试！
大家果然茗不虚传，他那种观察的独到，描写的准确细致，
入木三分。让人如临其境。

清塘荷韵读后感篇二

文章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书，这篇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月色的美丽可以令人暂时忘记忧愁，
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我生
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中，更应该要去努力学习、工
作，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更多

清塘荷韵读后感篇三

读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仿佛也漫步在那月圆之夜的清华
园。他笔下的荷塘是美丽的，是宁静的。

在作者笔下，一切都是静的。“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
上”，“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
差斑驳的黑影”，“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
的，是渴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作者以动
衬静，寂静的荷叶荷花与蝉鸣蛙噪相结合。在这安静的夜里，
这能依稀的听见几声蝉鸣于蛙声，在想那作者一人踱步塘边，
即便是那样的静寂，在作者眼中也仍是一片的喧嚣，热闹。
因为作者“什么也没有”，唯有的只是那复杂的情感和那时
喧时静的心。



慢慢踱出那寂静冷清的荷塘，映入眼帘的便是作业的一种复
杂心情。联系到作业的生活境况，那一幕幕的种种便浮现眼
前。而这一切便都在这荷塘月色。

作者描写了荷塘的月夜美景，含蓄的抒发了作业的不满现实，
渴望一种属于自己的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思想
感情，为后人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
进的足迹，在寄托了作者对荷塘月色的喜爱同时也寄托了作
者一种向往于未来的政治思想。

清塘荷韵读后感篇四

《荷塘月色》这篇散文，是由我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
民主战士朱自清在1927年7月，北京清华园所写，写了荷塘月
色美丽的景象。

《荷塘月色》主要写了作者心里颇不平静，在夜里悄悄地出
来散心，顺着小路走，日日经过的荷塘边，去看那月下的荷
塘，再看看塘上的月色。月色清淡，黑白相间的光和影犹如
和谐的旋律，荷香缕缕，水乳交融，但是“热闹是它们的，
我什么都没有。”优美的月下荷塘披上朦胧的轻纱，清幽淡
雅、安谧柔和、朦胧和谐，荷塘与月色融为了一体。

《荷塘月色》作者用细致的工笔和绝妙的比喻，对荷叶的形
神、荷花的资质进行一番令人神往的描绘，荷花、荷叶的优
美形象似已展现眼前，如此细腻入微的感受真是令人如痴如
醉！但作者还是无法摆脱那一缕愁绪，哀愁与喜悦相互交织，
给我有身临其境之感。

《荷塘月色》的淡淡荷香，幽幽月色，让我想起了在最近，
我去了西湖，在白堤上缓缓行走，山、水、树环绕在我的身
边，犹如一幅画。我好像在和大自然愉快地交谈，静静地感
受它无穷的魅力。我不是第一次来西湖，那还是被它的美深
深地震撼住了：老树的叶子几乎都掉光了，只有几片叶子在



与寒风勉强地抗争着，在树枝上微微地颤动着，好像随时都
会掉下来，也让我十分惋惜，错过了一道美景。西湖的湖水
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十分美丽。湖的另一边，荷叶早
已枯萎，和蓝色的天空，绿色的湖水在一起，成了一道别样
的风景线。远处，几只小鸭子在湖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给
寒冷的冬天带来了一片生机。抬头一看，雷峰塔耸立在山上，
塔身若隐若现，碧绿的树丛掩映着它，只有塔尖露了出来。
从旁边望月波亭：亭子一半建在水上，和水和二为一；扭头
一看，白堤映入眼帘，犹如一条长龙；桥洞映在湖面上，倒
影与真身融合在一起，犹如一面大镜子，映出了西湖的美景；
就像徐文长所说“锦带桥，桥洞圆，圆似镜，镜照万国九
州”。

《荷塘月色》这篇散文如同工笔画，景物描绘精雕细刻，细
腻传神，是一篇令人陶醉其中的佳作。

清塘荷韵读后感篇五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长期以来脍炙人口，是中国
现代散文的一篇佳作。不仅如此，它的情感自然流露，艺术
手法匠心独运，使它成为炉火纯清、浑然天成的艺术瑰宝。

文章一开头就将我载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几天心里頗
不平静”，他想借游荷塘排解苦闷，于是他从一开始就以独
处的心境创造出孤寂的氛围，流露出些许淡淡的悲哀。

从《荷塘月色》中，我感受到了作者那内心的不平静与彷徨，
我的心情也随之而波动起来。作者在先述说了自己的不宁心
境后，描写了一个宁静的且与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
让我独自一人在夜深下独享月色下的荷塘美景。一个人，静
静地看，悄悄地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朱
自清深情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这是独处的妙处，我受用
这里的无边的荷香月色了!"



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
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夜色
的美景可以让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
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作
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和憎恨。作者在这样的厌恶的环境下，
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做斗争，令我万
分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