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乡情读后感(优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故乡情读后感篇一

我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它们伸
展着四季常绿的枝条,一片片狭长的叶子在雨雾中欢笑着。.

端午节过后,杨梅树上挂满了杨梅.

杨梅圆圆的，和桂圆一样大小，遍身生着小刺。等杨梅渐渐
长熟，刺也渐渐软了、平了，摘一个放进嘴里,舌尖触到杨梅
那平滑的刺，使人感到细腻而且柔软。

杨梅先是淡红的，随后变成深红，最后几乎变成黑的了。它
不是真得变黑。因为太红了，所以像黑的。你轻轻咬开它，
就可以看见那新鲜红嫩的果肉，嘴唇上舌头上同时染满了鲜
红的汁水。没有熟透的杨梅又酸又甜，熟透了就甜津津的，
叫人越吃越爱吃。

我小时候,有一次吃杨梅,吃的太多,发觉牙齿又酸又软,连豆
腐也咬不动了。我才知道杨梅虽然熟透了,酸味还是有的。因
为它太甜,吃起来就不觉得酸了，吃饱了杨梅再吃别的东西,
才感觉到牙齿被它酸倒了。



故乡情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寒假中，我看了很多本书。但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还是《故乡》。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后面的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重压之下，变得衰老、拘谨与可悲。

真正的金子。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感到幸福。

故乡情读后感篇三

乡愁埋藏在岁月的日子里。这么多年，无论走得多远，飞得
多高，都总想着回去故乡。

那儿很美，如梦一般。

鲁迅先生的故乡是极冷的，总有北风凛冽地刮着;而我那儿是
不惧寒风的，深冬时，故乡总有青秀的山四面罩着，像一个
婴儿躺在摇篮里，那样暖和;那儿的天也不是苍黄的，而是碧
蓝的如一块玉，水也终年绿着;那儿也不是荒村，稻麦在田里
垂着，青灰色的瓦上也闪烁着明亮的光。

那是什么时候的故乡呢好像忘却了，只记得那时每个人的脸
上都挂着笑，一片欢笑里，露水滴到台阶上“叮咚”作响。

如今再回到故乡，我却再也看不见露水了，更多的是飞扬的
尘土。青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倒下的树木。没有人再种



庄稼，自然就没有了那些金黄的稻麦——还有谁能照顾他们
呢故乡的人似乎也都不笑了，黄昏时分，我只能听见他们劳
累了一天后的叹息。

我疾步行走，在钢筋水泥中寻找，却再没找到那些青灰瓦的
房子。行走在那些肮脏的水泥房间，让我痛苦不堪。

凛冽的风，苍黄的天，荒凉的村……我的故乡和鲁迅先生的
故乡，竟也是一样的。

几年前，爷爷奶奶都是健在的。奶奶甚至还独自一人，专程
来虎门照顾了我三年。爷爷一辈子没离过故乡，便也不再离
开了，执意守着那栋老房子，但终也是行得路。可这次回去，
爷爷却坐在了轮椅上，由奶奶推着，行得慢极了。

忽又记起父亲说的：

“你爷爷奶奶也都将是不久于人世的了。如果他们死了，我
也就没有必要再回去了。”

鲁迅先生回故乡，不也是为了接他的母亲吗除了他的母亲，
他在故乡还有什么能够留恋的呢

原先，我们都是如此。当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再值得我们牵挂
的时候，我们的完美和憧憬，也就随之破灭了。我不禁为故
乡流下了两行热泪。

可我还会回去，哪怕只抱着一丝丝期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
“期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毕竟，那是我以往
美丽的故乡。

故乡情读后感篇四



个人认为，《祝福》是鲁迅写得最好的小说。他用“我”的
眼光，把祥林嫂这个人物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把世态的苍凉，
封建社会的黑暗暴露无遗。无论是从选事，还是从写作方法
上来看，《祝福》都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在我看《祝福》以前，我一直以为，鲁迅只是一个思想前卫，
语言犀利的作家。他的出名只是因为他的杂文和他的思想，
但是在看了《祝福》后，我对他的看法改观，觉得他是一个
凭着真本事而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祝福》一开始用一种
很悲凉的手法渲染气氛，写那满天飘舞的雪花，让人们满目
疮痍，感到荒凉和痛苦。然后鲁迅慢慢地用祥林嫂的死引出
她的一生的悲剧。鲁迅的叙述很自然，把祥林嫂由逃走——
打工——被绑走——再嫁——失夫失儿子——再打工——遭
唾弃这些遭遇很完整地表达出来，没有丝毫的拘束。鲁迅没
有在文中对祥林嫂表示同情，但是却能在叙述中紧紧地抓住
读者的心，使大家同情祥林嫂，这表现他的深刻的文学造诣，
我想这种文章写作方法是我们最难学习但是又是最需要学习
的。

我觉得文章最精彩之处是文章的题目“祝福”，文章为什么
不叫“祥林嫂之死”呢？文章写的是悲剧，但是却用了一个
很有希望的题目，这正是鲁迅最高明的地方，简单的“祝
福”两个字，把悲愤和希望都表现出来，引人深省。

文章是表现生活的。而鲁迅的《祝福》是揭示生活，把当时
的社会的黑暗愚昧展示给读者。祥林嫂第二个丈夫死了后，
她回到鲁家打工，主人并没有关心她，而是在意她的表现比
不上以前了，而且还认为她是个克星，在祭祀的时候不让她
碰供品。祥林嫂用自己一年的工资去捐了条门槛，但是却仍
然没有法子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而她自己也过不了自己一
关，迅速衰老，自己首先在精神上把自己杀死了。祥林嫂死
在大年夜，但是却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待，只是说她死的不是
时候。我看完这篇文章时，觉得很压抑，好像要把那愚昧的
社会推翻才能松一口气似的，我想，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



吧。鲁迅用笔和黑暗作斗争，用文章来解放人们的思想，鲁
迅堪称中国精神领域界的教父。鲁迅在文章中设计了一个麻
木的祥林嫂，当她在面对别人的嬉笑时，眼睛呆呆地望着前
方。我想，这也表达了鲁迅那当他面对愚弱的国人时，“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吧。

屈原曾经反复这样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我想鲁迅在这文章中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无奈。这
种无奈是矛盾的，深深的折磨着他的灵魂，对于这样的灵魂，
我是同情他的。

故乡情读后感篇五

到这篇文章已经感受到读后感的笔记与运笔书写的认真程度
会影响思路，这也就是说读书写字是两个基本点，书中的意
境与自己的价值观是两个基本点，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思想。

文中第一段对故乡和家乡的区分给了我这样笨嘴拙舌的人一
个新的说辞，我的确遇到别人问我老家是哪的，脑子里词汇
少，而且也不想费口舌就直接说住址，有时候会看看对方是
哪的人好，确定一下范围，但是最终还是不想多费口舌。

对芥菜的描写引经据典价值多样，但似乎故乡的人不太加以
利用，只是采取食用。

黄花麦果和紫云英都与祭祀有关，黄花麦果，可做成糕点，
小孩们特别喜欢。在北京的家乡也有售卖，但没有作者故乡
儿时的味道了。

现在城区里的野菜都长在公园里吧，可以在生长的季节里采
点做包子馅烙个糊饼之类的。



故乡情读后感篇六

读了《故乡》这本书，我有许多感触。

小说描写了作者鲁迅儿时在故乡的生活和现在真实的故乡对
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旧时代的
黑暗社会与痛苦抒发了作者渴望新生活的强烈欲望。

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学医，认为救死扶伤还不如成为作家让
这些麻木不仁的百姓重新燃起斗志打败侵略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闰土，少年的闰土还是一个勤劳善良
胆大活泼的小少年，可是就是因为社会的压迫使他变成一个
迷信麻木的人。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而又繁荣昌盛的年代感到幸福。

鲁迅先生在小说最后写道：“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
无的。正如这地上的路：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形成了路。”这句话表达了只有美好愿望而不去努力的
实现梦想这还是不会成功的。只有踏上这一条路，勇敢的去
实践去追求你想要的这才是真理。

故乡情读后感篇七

归乡了，又回到了故乡。

“到乡翻似烂柯人”

朋友们都被时间隐去了，被仆人取代了，那儿时纯真的友谊，
再难寻觅。

色早已被人忘却……不变的只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和那璀璨



的群星。

“月是故乡明”

前，徘徊着，彷徨着，迷茫着……

用例了。

路，要靠自己走，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

以前的人没有路，靠自己走出一条条路；

现在的人有路，便不费心思去找路了；

作为我们，更应在这个世界中走出自己的路。在旧社会的黑
暗之后，走出自己的奕奕光辉。

故乡情读后感篇八

在这个寒假中，我看了很多本书。但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还是《故乡》。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后面的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两个故乡，一个是过去的
故乡，一个是现在的故乡。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现在
的故乡主要描写了成年闰土的变化，这肘的闰土己经不是小
时候的圆润、可爱与活力，而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变得衰
老、拘谨与可悲。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



衣足食却寸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
辛但充满快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
鲁迅的童年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
闰土还可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
鲁迅只能看到那“四角的天空”。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
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感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