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小石潭记读后感(优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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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潭记》的作者是柳宗元。他是我国中唐时代有名的散
文家和诗人，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二十一
岁中进士，先后任监察御史里行（为见习官）、礼部员外郎、
邵州刺史、柳州刺史等职。他和同时代的韩愈、及宋代的欧
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被后人合
称为“唐宋八大家”，都是写散文的能手。

这篇《小石潭记》，是一篇优秀的散文，是他所作“永州八
记”中的一篇。永州，即今湖南零陵县，地处湖南的边境，
和广东相近，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荒僻的地方。

他到永州，是因与王叔文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集团的株
连关系，被贬谪到永州的，时达十年之久，当了个无足轻重
的佐贰官——司马之职。他到了永州，一方面由于在政治上
是一个获罪被谪的人，要防止政敌们的侦察和陷害；一方面
又受这一带的从未开发的自然景物的招引，就寄情山水，漫
游境内，到处搜奇觅胜，写了不少的记游之作，先后经他发
现和整理的胜景有很多篇章，这篇就是其中的一篇。

本篇主要描写的是一个被名为“小石潭”的小潭。在小潭周
围的奇异清丽，具有充满生机的景色，使他有种追求旷达静
默的心境。他写的“永州八记”乃是一组有连续性的描写山
水的散文，因而开头一句就是联系上一篇从《钴钅母潭西小
丘记》写起的。作者在这里首先点明了小石潭的方位（在小



丘的西边）和距离（离小丘约120步）以及环境的秀丽，当他
听到叮当如佩环交响的鸣声之后，被眼前的景物所吸引，等
到俯见小潭时，又为那清凉的潭水而感到惊奇：小石潭虽然
小，但它幽深清悄，水清见底，惹人喜爱极了。

作者在写了小石潭的水之后，又写了构成这水潭的基础——
石。石是这个潭的一个特色，也是它得名的由来。正是由于
这石，才使潭水清澈可爱。他通过挖掘潭中石之美，展露了
个人的才德，手法微妙。潭中还有游鱼，约有百来条，看去
好像是在空中游动，有时呆定不动，有时忽游远处，游态奇
妙，似与游人在逗乐。游人，若远望潭水的来源，却只见从
西南方曲折流来，时隐时现，也不知发源在何处。作者把这
近景与远景交相配合，更增加了景色迷人的幽静胜境。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透过潭中的水、石、鱼等近景与远景的
描写，可看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他观察景物的细致深入
之处。他善于融情于景，托物言志，用比拟的修辞手法，予
以动态化，有血肉、有灵魂、有个性，不仅肖其形，而且传
其神。全文不到二百字，却把这个小石潭的静奇幽深的自然
景色真实地描绘出来了，引起了后人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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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潭记(苏教版八年级教案设计)

课    题：小石潭记（柳宗元）

教学目标：1、体会课文对优美景物的描写和美好的情致。

2、学习几个文言实词和虚词。

学习重点：目标2

学习方法：讲读、合作交流



课时计划：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阅读序幕

唐代名家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很高，特别是他的山水游记，由
于文字洁净有力，精美异常，加上柳宗元长期在政治上受迫
害，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用简洁清隽的语言，刻画荒远地
区秀丽奇异的自然风景，叹息它的被埋没，寄托自己愤懑不
平的苦闷心情，因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历来为广大读者
传诵。让我们走进“小石潭”，与柳宗元同游，看看那里的
风光，体会作者的情趣。

二、阅读主场

（一）教师范读课文，规范学生诵读中的字音和停顿。

（二）合作学习

1、学习小组通过工具书和参考书，疏通字词句的含义，了解
课文大意。

2、请一个学生做课文讲解（课前准备），其他学生勾画仍不
懂的`字词句或对讲解提出质疑，请讲解的同学或其他同学解
答。教师视情况适当点拨。

3、教师对重点词句进行提示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名词作状语，向西）

水尤清冽（特别）

潭中鱼可百许头（大约）（多）



影布石上（映）

明灭可见（或隐或现）

凄神寒骨（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感到凄凉）（使……
感到寒冷）

以其景过清（因为）

不可久居（停留）

全石以为底（以……为）

斗折蛇行（名词作状语，向北斗星那样，像蛇爬行那样）

其岸势犬牙差互（名词作状语，像狗的牙齿那样）

4、学生重新阅读课文，整理自己对景物描写的感受，与同学、
老师交流自己最喜欢的景物描写的语句。

教师示范：

“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淑而远逝，往来翕忽，
似与游者相乐。”

（红艳艳的日光蓝莹莹的潭水，直照到白莹莹的石底，多么
富于色彩！这色彩，又是用来烘托游鱼以见潭水之“清”的。
水透明而鱼不透明，当日光下彻时，自然“影布石
上”。“怡然不动；淑而远逝，往来翕忽”的是水里的鱼，
又是潭底的鱼影。加上“似与游者相乐”一句，人鱼并写，
情味无穷。）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
可知其源。”



（从潭上望去，有的地方溪光闪耀，有的地方为石岩所蔽，
不见溪光。写远景半藏半露，饶有画意。而这又是写望中景
物，重点在“望”字上。望潭源而“不可知其源”，又富有
诗意。）

（三）学生自行朗诵课文。

三、阅读尾声

（一）师生合作研究“探究练习二、三”

（二）解决学生预习中提出的问题。

（三）课堂背诵课文。

（四）布置作业。

向家长朗诵课文，并把课文的大意讲给家长听。作者写山石、
潭水、游鱼、岸势、树蔓都经过仔细的观察，准确地抓住了
事物的特征，用最凝炼的语句描摹出来。这样优美的山水，
在作者笔下却是“悄怆幽邃”，“不可久居”，这是为什么
呢？以“与柳宗元对话”为题，就这个问题写一段文字。

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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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州的一个地方，埋没着一个小潭，在小潭的一个地方，
埋没着一个他。

政治上的失利，柳宗元被贬谪至湖南永州，他心中苦闷，而
探山访水，以游排愁，以笔解愁。他无意踏入竹林，竹叶婆
娑，竹林缝隙间隐隐传来潭水泠泠声，他微微兴奋，莞尔一
笑，砍下竹子开道通向一处幽静的小潭，他缓步移至潭边，



见潭水清澈见底，奇石各异，四周绿树青葱，藤蔓随风蹁跹，
游鱼戏水，似与游者相乐。然而却寂静无声，凄神寒骨。他
静静坐在潭上，目光深邃，望着眼前寂静，衣襟被冷风吹起，
心生阵阵寒意。潭似一面镜，倒映着凄凉的他。

他何曾不若这小潭，年少成才，年仅二十添一便进士及第，
亲朋好友以他为乐，他名声大振，从此步步高升，而站得越
高，看的越多，政治的腐败慢慢被揭开，最终暴露在柳宗元
眼里，他想改革，他要改革，他不堪这腐朽的官场，投奔了
王叔文，他们最终得了顺宗的赏识，他与王叔文一起改革，
此时，他看似前途无量，已立足在官场顶端，却被现实狠狠
打下高台，新帝即位，他被一贬再贬，离北方愈发远，他不
甘，他苦闷，他的名字还未刻入历史丰碑，他一身才华未来
得及使用，他所在的朝代还未让他尽心效力，便一落千丈，
同小潭般被竹林掩住，只有泠泠水声在挣扎着，望吸引旁人
注意。旁人来过也罢，或许赞赏它，或许对它一笑了之，终
是黯然离它而去，无人为他再开辟一条大道。

同是天涯沦落人苏轼被贬，但他随遇而安，辛弃疾被贬，他
选择舍剑从文，而柳宗元被贬，是集苦闷于一身，无论是孤
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是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
而去。他沉重的心情跃然纸上，他没有苏轼被贬后依然悠闲
自得，他没有辛弃疾被官场抛弃后依然斗志昂扬，他唯有一
腔委屈沉闷，对于官场，他无奈，不甘，却只能硬生生咽下
肚中。小石潭，大概是他的照应，他望景生情，借景抒情，
从一开始以见到石潭而惊喜，再联想自己而黯然神伤。

他望着这石潭，寒风刮过，潭水激石，奏一曲婉婉悲歌，他
闭目，四周寂静愈发使气氛悲凉，他齐眉微皱，缓缓起身，
道：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转身离去，留下《小石潭记》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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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写景中传达出自己贬居生活中孤寂凄凉的心境。全文
寂寞清幽，郁郁落落，形似写景，实则写心。作者通过写小
石潭人迹罕至，凄清幽静的环境，意在表现出自己孤寂清凉
的思想感情。

文中作者表现出了对光明的世界的渴望，对美好的生活充满
激-情，充满向往，也体现了作者对旧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的
极端仇恨，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

同他相比，我们的生活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
活在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中，我们拥有美好，幸福，快乐的
生活。我们不必每天生活在孤寂痛苦之中。

如今，封建社会的统治已经烟消云散，黑暗的社会已成历史，
安定的社会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在这个好的环境下，发奋
学习，立志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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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潭以其奇异之美吸引了被贬的永州司马，让他有了很多
的留恋，却又以其凄清幽邃让他有了强大的凉意，最终匆匆
绕开，带着一份心悸的唏嘘。

掩卷而思，柳居士似迎面走来，带着刚刚因政治打击而受伤
的心灵走来，难掩痛苦和焦虑。他的心在滴血，一种深秋般
的凉意袭卷着他的身心；是一种已深植于骨髓的文化精神让
他找到了仍然洒脱挺立走来的自愈药方：那就是去和慈祥的
自然老人说说话，从自然的清丽、独立、峻朗之中感寻找生
命的坚挺动力。于是他开始了他的寻访自然之行，也是医愈
伤痕之旅了！

这时他与小石潭邂逅了，几乎要擦肩而过，是小石潭清脆的



声响让他找到了青春般的活力。他急切地“伐竹取道”而来，
在欣赏了一段时间小石潭的美和趣后，其彻骨的凉意也完成
了从他的皮肤到骨质之间的渗入行程。他这时打了一个激棱，
这太熟悉的凉意又勾起了他小心翼翼掩藏了的受伤心灵的温
度，那是他不愿意也不甘心再去抖落的那份生命的苦楚。所
以，不要责怪我们的文人内心的脆弱。他想象着这样的政治
灾难只是一次短暂的人生磨难，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希望的。
他认为这只是一次接错了线头的短路，国主马上就会重新接
通冒过火的神经，来掠去他身上的凉风凄雨，洒一片阳光过
来。所以，他要保护好心的热度，等这一片阳光来时好快节
奏地去适应，能第一时间去治世救民！至于到了写《江雪》
时，人生的打击已接踵而至，他周围的环境已是冷至深天、
冰及厚地的严冬。这时，他对阳光的期望已彻底放弃，他要
完成的是一次令人心痛的愤世疾俗的抗争了！

所以，《小石潭记》中“凄神入骨、悄怆幽邃”的不胜凉意，
正显示着一颗还是热的、充满期望和希冀的赤子的心，请不
要随便用一些“无奈”“脆弱”类似的词语，量低了这位有
志仕者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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