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自清读后感(精选10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自清读后感篇一

《歌声》吟咏的正是朱自清的这种心灵的历程，写听歌的感
受。"好嘹亮的歌声！"起章就是对他所听到的歌声的赞叹，
沉浸在黑暗空虚中的他，仿佛通过歌声接近了光明，使他纷
扰、烦忧的内心得到"古井般的平静",使他在周围的冰冷中感
觉到"缕缕微温",这时，肮脏的'世界，他和人的一切世俗关
系，就完全忘却了；于是，他卸去沉重的负担，心灵轻飘飘
地随歌声起伏，而沉浸于其中。这首诗写得并无深意，却脱
俗、空灵、清新，表现了当时的心境情绪。

隔了两年，朱自清又写了同题散文，仍写听歌的感受，可以
作为这首诗的诠疏。散文《歌声》记他在中西音乐歌舞大会
听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令他神迷心醉。他的心灵随歌
声展开翅膀，在春晨细雨中轻快地翱翔，在花园锦绣般的花
丛里遨游，在东风中让田野上茂盛的草木、田禾和着泥土的
甜香沁人心扉。最后一段写道："看啊，那都是歌声中所有的，
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
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
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好一幅真、善、美的图画！歌声把人带进纯洁、明净的境界，
这里五彩斑斓，香花芳草，田园欣欣向荣，宇宙充满生命的
活力，于是，诗人的心灵浸沉于其中。它不是写实的现实主
义素描。也不是激烈的浪漫主义抒情，只是写出他从高尚的
艺术中获得的欣悦和宁静，表现他对与假、恶、丑的现实相



对照的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是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爱
好和皈依艺术宫殿的共同心态吧。

朱自清读后感篇二

正如书上所说“《朱自清散文集》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拂过
我们灵魂深处；又如一股沙漠中的清泉，给文字注入了新生，
为读者打造了朴素流畅、清新自然的美。其各个时期的经典
散文，使读者从不同角度发现生活中的美，体味世界平凡中
的美丽。”平凡的事物常常使人们忽略，但他们却有着不为
人知的强大力量。这力量源自平凡，却足以令任何不平凡的
事物汗颜！

让平凡拥有“美丽”，这就是朱自清先生的写作宗旨。他以
其独特的方式写出了一篇篇著作，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
幅幅意境优美的图画，令人回味无穷！

一篇《荷塘月色》令多少人沉醉其中。一词一句透出恬美意
境，特殊写法营造出别样氛围，满足感溢满心房。此感正如
卷首语“岁月匆匆，有谁真正留意过爱的背影，有谁没遇到
过人生的冬季，又有谁的心不曾孤独的飘零，走进这本书，
然我们聆听那桨声灯影里秦淮河上的歌声，驻足观赏荷塘月
色的美景，伴随着美妙的文字，去迎接美丽的生命之春。”
所给我的启发：谁没有过低潮时期、困难阶段呢？谁又曾一
直是一帆风顺呢？人生不如意事十之，这是人之常情。我认
为，到那时，只有书中美妙的文字才能给予人的心灵最大的
慰藉这是什么也无法取代的`。正如吃饱饭的满足感无法取代
读完一本好书的满足感一样。（亦或有人认为吃饭乃人生第
一大事，其作用是书所无法取代的。

朱自清先生很念旧情，他在妻子死去三年后仍然想着她、念
着她，并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将内心压抑了三年的
情感以倾心交谈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追悼亡妻。从日常琐事
中体现一个爱子敬夫的贤妻良母形象。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妻



子多年操持家务却无怨无悔的感激与愧疚，语言真挚感人，
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往往会将一些东西忽略，但只要用心观察及体会，努力
发现他们的美好，就会感到很满足，不至于到老来一事无成！

朱自清读后感篇三

傍晚，我斜靠着窗台，在日暮的余光里读着朱自清爷爷的散文
《匆匆》。我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几遍了，妈妈也给我读过一
次，可我却是在这夜幕将临的时刻，感觉到了时间轻轻巧巧、
从容不惊地迈着小步。前望漫漫，回首才是匆匆。

现在，我只能珍惜每一分钟。我可不想“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

现在，我只看到枯黄的树枝了。我想时间还是会回来的吧，
不过，她不能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要成长。

我真不敢想，如果转眼我的爸爸妈妈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我又会是怎样？我有点害怕但我更渴望长大。如果爸爸妈妈
有一天回忆变得“匆匆”了，那么，我希望里面没有忧伤和
病痛，没有离愁和遗憾。

现在，我想太多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
有再青的时候；......”

时间呢？到底能不能回来？我们暂且不管她罢，我只想追上
她的脚步，不在漫漫里迷茫，也不在匆匆里徘徊。

朱自清读后感篇四

朱自清先生不愧为写情的高手，一篇《背影》不知令天下多
少父子柔肠百结，令多少读者掩卷沉思。这篇《冬天》，作



者撷取生活中的三个片断，不仅写了他惯常写的父爱，而且
将之扩展到友爱、情爱。既揭示了亲情的美好，又昭示着友
情的绵长。

文章开门见山，点明题目“冬天”，先描写父子四人围坐
在“洋炉子”旁边吃水煮豆腐的情景。那高高竖起的“洋炉
子”，熏得乌黑乌黑的“小洋锅”，以及“嫩而滑”“热腾
腾”的豆腐，一个个物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凸现出冬天
的寒冷和父爱的温馨。第二段写作者和两个朋友月夜泛舟西
湖的情景，皎洁的月光，“软软的水波”，淡淡的山影，浅
浅的微笑，这一切，虽时隔十多年，只因友情的`珍贵，作者
记忆犹新。第三段，写寂寞山城中妻儿天真的微笑，作者一
生漂泊，居无定所，但即使客居他乡，生活在寂寞的山城，
有了妻儿天真的微笑，冬天也“老是春天”，寂寞只属于屋
外空旷的山城，而不属于屋内情意绵绵的家。最后总括全文，
点明即使是冬天，“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全文
就像一部无声电影，质朴、自然，一个个特写镜头，都流露
出深厚的思想感情——亲情、友情和爱情。

巧妙地运用对比映衬的手法是本文的特色，文章中冬天的寒
冷与内心的温暖形成鲜明的对比，营造出“冬天里的春天”
的气氛。比如第二幅画面，月夜泛舟西湖。时令是冬天，时
间是晚上九点多钟，当时的环境是，“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
只划子”，“山下偶尔有两星灯光”（可见人们大多入睡
了），且“有点风”。而我们三人感觉像是春天：“暖风吹
得游人醉”，“我渐渐地快睡着了”；“s君口占两句诗，”我
们都在“微笑”。淡淡的笑，驱散了冬天的寒意，浓浓的友
情，化解了冬天的严寒。

另外，文章的语言质朴饱蘸着情意，比如写父亲夹豆腐的情
景。他“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
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一“仰”
一“觑”一“伸”一“夹”一“放”，诠释了无言的父爱，
饱含着作者的感激之情。



文章以“冬天”为题，串起三个感人心怀的片断，表达亲情
友情的珍贵。情真意切，回味隽永。

朱自清读后感篇五

我读到《绿》的时候，我又一次沉醉于朱自清的笔下了。

这篇文章融情于景，作者用全身心来体味着梅雨潭的绿。全
文仅四段，结构则较为紧凑。作者十分注意对词语的提炼、
妙用，从而极具亲和力，紧抓读者的心。此外，文章的修辞
与抒情运用也恰到好处。这便是它使我沉醉的原因了。

文章起笔突兀，自然点题，这般开头，使读者留有悬念，同
时，作者说这是“第二次”来此地，才“惊诧”，是我猜想
可能作者第一次云游此地时，可能因季节、气候、心情以及
背景而无缘于此景。

第二段，作者妙用动词，行文流畅，质朴，向读者交代游踪，
同时为下文对梅雨潭的精妙描写酝酿、积累情绪、做铺垫。
其中，“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字用得尤为精
妙，因黑白分明，这“镶”字便浮现于作者的脑畔中了。还
有，“这个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其中“踞”字运用得
极为生动、传神，顿生雄壮之感。还有，“绿意”隐隐露出
盎然，颇具感染力。

第三段，作者放下了包袱，荡开一笔，便可安心于梅雨潭中
了。第一句，“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
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通过“招引” “追捉”两词呼应，
极有意境美。来到潭前，作者的心与潭水融为一体，抒发着
自己对潭水的热爱，他想用身体与潭水接触，因为他太爱这
个绿了。抒情时，作者说出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再配
上助词，就相当富有诗意。作者用少-妇的裙幅，少女的心，
鸡蛋清的软以及温润的碧玉来从静态、动态、亮度、质地及
色彩多角度来比喻潭水，接着又用对比的手法，表明潭绿在



他心目中的地位，其中还运用了反问句加强语气。段尾，作
者表达出他美好心愿的同时，用细腻贴切的语言感染着读者。

最后一段，首尾呼应，意味深长。

朱自清读后感篇六

读朱自清的《春》，不知道为什么，一句话反复出现在心里：
这是希望的春，这是我们的春，这是我们的希望的春。它不
再隐藏在那形形色色的美景深处，从草尖、花蕊、柔风、雨
丝中，浮现出来，以深呼吸的状态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朱自
清的《春》，应该是人的春，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美好的希
望播种和耕耘的春。处处美景，只是做着人的陪衬，变成希
望萌发的催化剂。

开篇的那句呐喊，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这种盼望是什么？
是身上多些淡淡暖意，抑或是色彩斑斓的视觉享受？如果关
注一下“脚步“，会发现它和文章最后一段的关联。”领着
我们上前去“，春走前面，我们紧随其后，激情满怀地走，
力度十足，奔向的一定是充满快乐的地方，那就是希望的招
引。春天来了，因为希望来了。

春草之所以美，是因为我们无拘无束的放松姿态。漫长冬日
的拘谨，一下子找到了最佳释放方式，那种快乐是尽情的。
但这里极有分寸，“两“”几“在提醒我们，放松而没有放
纵。再照应第七段的内容，便发现草地上欢快的我们，是为
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更重要还是”各做各
的一份事去“。那份内的事，才是希望。

春花的美，艳丽而芬芳，令人陶醉。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那
个“闭了眼“。多么富有神韵的词啊，色彩之艳留成余韵，
清香之意犹在鼻端，让思绪玩一回浪漫：那硕果累累的希望，
登场了。”已经“，谁说希望还很渺茫？”满是“，谁说希
望不令人神往？我固执地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神来之笔，



朱自清的花才脱了俗气，呈现出与他人笔下的花不一样的风
姿。

春风里，读读“新翻“的气息，这样的泥土上，走着多少辛
勤的脚印。有多少脚印，就会有多少希望。春雨中，读读”
默默工作“的身影，每一缕雨丝，都浸透了为希望劳作的努
力。这两处，从播种的清香风，到耕耘的淡淡雨，紧扣着我
们的希望历程，走出愈来愈浓的春意。

春天的人——我们，在3——6段的写景中，都不缺少精彩的
身影。但作者感觉太淡，还不够强烈，于是，第七段便出现
了最响亮的文字。如果仔细品读，你会发现这段的语言风格
和上文有很大差异，氛围活跃了，节奏加快了，发音响亮的
词语也多了。文字中，洋溢着高亢的精神、激情的生命。当
读出“有的是希望“时，你有什么感觉？我那时，感觉到每
一根神经，都激烈地振动着，每一个细胞都像浸透水的黄豆
种子，萌发！

朱自清读后感篇七

《绿》是朱自清先生在《温州的踪迹》这篇文章中的一章。
朱自清先生在写景类散文上的特长，发挥的淋漓尽致。

文章开头便写到"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
绿了。"开头开门见山，我们可能觉得有些突兀，但是它说明
了文章的描写对象，还起到点题的作用。由此可见，"开门见
山"这种写法是十分实用的，也可以看到朱自清先生的老练。

但作者并没有急着去写绿，而是选择坐在亭边作为切入口，
慢慢接近"绿"。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去描写似乎与主题"绿"
无关的景物，其实暗藏玄机，我又从另一方面了解到了朱自
清先生的老道。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这段话："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



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
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
人想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
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

能把景写得如此优美，而且不失逼真的现代作家中，恐怕只
有朱先生一人了吧？

绿朱自清读后感 篇20

朱自清读后感篇八

《春》带给我们的，是生命感的惊蛰，心灵最柔软处的一次
醍醐灌顶的惊蛰。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在鱼儿似的跃跃欲试
地跳出水面，她们顺理了春的足迹，唤醒着我们沉寂的感觉，
走出灰暗的绝望之域，带着微笑向那个可以纵情欢歌的希望
天堂进发。这，是我今天又一次读《春》最强烈的感觉，是
过去没有的。

不止一处，我读到别人眼中的《春》，被“结构美”“语言
美”“情感美”的赏析同化了。也不止一次，从这样的角度，
带着孩子们走在《春》里，让他们读一读，赏一赏，悟一悟。
未褪尽稚气的声音，增添了课堂的春意，于是我便顺理成章
地得意于教学的“成功”。但是，我从没有感动过，也没有
让孩子感动过。很简单，那是朱自清自己的《春》，是一篇
文章叫《春》。

现在，读《春》，不知道为什么，一句话反复出现在心里：
这是希望的春，这是我们的春，这是我们的希望的春。它不
再隐藏在那形形色色的美景深处，从草尖、花蕊、柔风、雨
丝中，浮现出来，以深呼吸的状态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朱自
清的《春》，应该是人的春，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美好的希
望播种和耕耘的春。处处美景，只是做着人的陪衬，变成希



望萌发的催化剂。

开篇的那句呐喊，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这种盼望是什么？
是身上多些淡淡暖意，抑或是色彩斑斓的视觉享受？如果关
注一下“脚步“，会发现它和文章最后一段的关联。”领着
我们上前去“，春走前面，我们紧随其后，激情满怀地走，
力度十足，奔向的一定是充满快乐的地方，那就是希望的招
引。春天来了，因为希望来了。

春草之所以美，是因为我们无拘无束的放松姿态。漫长冬日
的拘谨，一下子找到了最佳释放方式，那种快乐是尽情的。
但这里极有分寸，“两“”几“在提醒我们，放松而没有放
纵。再照应第七段的内容，便发现草地上欢快的我们，是为
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更重要还是”各做各
的一份事去“。那份内的事，才是希望。

春花的美，艳丽而芬芳，令人陶醉。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那
个“闭了眼“。多么富有神韵的词啊，色彩之艳留成余韵，
清香之意犹在鼻端，让思绪玩一回浪漫：那硕果累累的希望，
登场了。”已经“，谁说希望还很渺茫？”满是“，谁说希
望不令人神往？我固执地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神来之笔，
朱自清的花才脱了俗气，呈现出与他人笔下的花不一样的风
姿。

春风里，读读“新翻“的气息，这样的泥土上，走着多少辛
勤的脚印。有多少脚印，就会有多少希望。春雨中，读读”
默默工作“的身影，每一缕雨丝，都浸透了为希望劳作的努
力。这两处，从播种的清香风，到耕耘的淡淡雨，紧扣着我
们的希望历程，走出愈来愈浓的春意。

春天的人——我们，在3——6段的写景中，都不缺少精彩的
身影。但作者感觉太淡，还不够强烈，于是，第七段便出现
了最响亮的文字。如果仔细品读，你会发现这段的语言风格
和上文有很大差异，氛围活跃了，节奏加快了，发音响亮的



词语也多了。文字中，洋溢着高亢的精神、激情的生命。当
读出“有的是希望“时，你有什么感觉？我那时，感觉到每
一根神经，都激烈地振动着，每一个细胞都像浸透水的黄豆
种子，萌发！

再看高潮处：刚落地的娃娃，瞧瞧他幼嫩的脸颊和纯清的眼
睛，是我们的希望在长着。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看看她欢乐
的笑容和轻盈的舞姿，我们的希望多么美好。健壮的青年啊，
挥动着强劲有力的腿脚，是召唤着我们向光明的希望前进。
这样的层次，需要柔柔地读，欢快地走，高昂地读，从呢喃
读到呐喊，由微笑读到严肃，把春天带来的希望，一颗颗，
植入我们日渐旺盛的生命里。

或许有朋友会说：你举出的大多是一段中的某一点词，并不
能代表作者倾注感情在写“希望”。我以为，我们可以把这
些点串起来，首先会发现他们组成了全文基本的线索，贯穿
全文的重要“春之特征”。其次，画龙点睛的地方，会辐射
出很多内容，但如果那些内容缺少了整个点，便会显得浅薄
而单一。我们试着去掉这些词，再去看“春”，除
了“美”“朝气”外，很难读到更深的内容。仅仅凭借“美
和朝气“，春的意味要打折扣的。所以，把“希望”的感受，
从《春》里挖掘并突出出来，会让文章多了深度，也多了平
静中的激情。

如果只让我说《春》写出了美丽，那我更愿意去品味一幅幅
精美的画片。如果只让我说《春》是一篇结构精致的文章，
那我更愿意欣赏一座座凝聚严谨的雕像。名篇，带给我们的，
更重要的是内里的神，能够唤醒并打动我们心灵的力量。
《春》，在华丽语言精巧结构的背后，就储存了这样的魅力。
一首希望的赞歌，一首属于我们的赞歌，才有理由让我们去
喜欢她，在春风里放声吟诵。



朱自清读后感篇九

在寒假中我读了一本让我回味无穷的书——《朱自清精选
集》，在书中一篇篇让我终生难忘的文章如蝴蝶般飞舞在眼
前，是那样的亮丽那样的轻盈，郁达夫是这样形容他的：朱
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

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出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
他。

一篇《匆匆》如一首让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歌曲他是那样的
熟悉，是那样的悦耳，那一句句不惜浪费时间的话语提醒了
我们时间的珍贵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当你在头脑里回忆起他的散文每时每一篇都会让你赞不绝口，
回味无穷。

那一篇《背影》抒发了多少人对父亲的感慨，细腻的抒写出
父爱如山的伟大之情。

还有那写景抒情的散文更是栩栩如生的展现在眼前，正如林
菲先生所说：朱自清的成功之处是，善于通过精确的观察，
细腻地抒情写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

比如这一篇《荷塘月色》更是体现出了朱自清对散文语言的
讲究，哪怕是一个字两个字的问题也决不放松。

如著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所说：他的注重语言，绝不是堆砌
辞藻。

他那一篇篇诗文和散文的著作那种味道不仅让人回味无穷，
而且味道极正和醇厚，并且那种香浓的味道久久的徘徊在我
的脑间和心里，这才是人间散文诗集的精华和典范。



朱自清的散文集给我一种感觉，他在教我们一个一个人生的
哲理，当然，也有写景的文章，他的散文集洋溢着一股真挚、
让人深思的感情。

他的散文构思精妙，让人很容易找到文章的中心，并了解。

但它却用很多例子来表达中心，让人一下抓住“题眼”，文
章给我一种亲切感，仿佛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在与我谈
话，这篇文章充满了智慧和人生的哲理:“过去的日子如轻烟，
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

文章虽然没提一个关于珍惜时间的字眼，但从文章里举的例
子和反问质疑中，我们不难看出，朱自清爷爷在向我们说明
珍惜时间这个道理，他告诉我们日子是一去不返的，新的日
子一瞬间就走了，如果抓不住，像流水一样流走;抓住了，向
黄金一样珍贵。

可见，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一寸光阴
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时间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它与别的东西不同的是:
只要珍惜它，多久都用不完，如果你浪费它，弹指一瞬间，
它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人生只是短短几个春秋，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好好珍惜它，
难道要让时间白白的从你身边流逝吗?时间也是最公正的裁判，
不同的两个人，一个碌碌无为，到后来什么也没留下，只留
下无穷的悔恨;一个艰辛劳作，换来得是累累硕果，他们的人
生闪烁着耀眼光彩。

朋友，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珍惜时间吧!让我们一起做时间的
主人，好好的驾驭它!



有再生的时候，但是，时间去了，为什么不复返呢?是啊!时
间一但去了，就无法复返，时间只有三天“今天”、“明
天”和“昨天”。

无论你在干哪件事情，时间都会慢慢地流过，可见时间多么
宝贵，想想自己，平时在学校里嬉戏的时候，在和同学玩闹
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终于我明白了，要做时间
的小主人，利用好每一分钟，那么生活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同学们，好好利用时间吧! 还有《背影》这篇文章，它讲的
是:父亲送儿子去车站，看见有买橘子的，就去买橘子，此时，
儿子看到父亲的背影，儿子一下子感觉到父亲的伟大。

想想自己，妈妈每天送我去上学，我却感觉不到什么，现在
我明白了，父母的爱是多么伟大、无私。

散文集还有许多感人的文章，如《春》、《威尼斯》……，
从一件小事中，能够悟出一个大道理，这些都是靠平时积累
的呀! 清茶是淡香的，咖啡是苦涩的，美酒是辛辣的，它们
虽然味道同，但都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享受，让人回味无穷。

《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
的是一杯淳淳的美酒。

朱自清生于1898年,名字华,号秋实,后改名为自清。

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

他是“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创业者之一。

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了许多创新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自清的散文不同于俞平伯的缜密，也不同于冰心的飘逸，
更不同于周伯人的隽永。



他用自己“真挚清幽”的特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中，《背影》、《匆匆》、《荷塘月色》、《春》这几篇
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文的典范。

《背影》这篇散文通过描写父亲送儿子远行的一幕，表现了
父子之间的真挚情感;《匆匆》讲述了时间流逝之快，并且时
间不能倒流。

告诉我们:昨天是作废的支票，明天是未发行的债务，只有今
天才是黄金。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今天;而《荷塘月色》这篇散文中，
作者用月光衬托荷花，描写了夜晚中荷塘的美景。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春》。

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欣欣
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

风，不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

在温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得放着风筝。

在春天，春雨是寻常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

在《春》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年之计
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是呀，春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苏，象征着希望。

我们只有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到秋天才会有累累硕果。



朱自清读后感篇十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
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后感吧。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
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朱自清春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荷塘月色》《梅花在此，我想对全世界的人们说：“让我
们大家一起读书吧！一起去读自己所需要的书吧！知识是无
价之宝呀！”是生命的开始是美丽的象征。我从朱自清写的
《春》中，看到了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人们在努力地工作
着奋斗着，从希望的春天开始，为我们的世界多添一份光彩。
请大家就从现在做起，憧憬着我们的未来，一起来为明天而
努力吧！

独一无二的语句，像小河的.流水般灌溉进我的心里，即使在
冬天，但我似乎感觉到了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眼前仿佛呈
现出一幅鸟语花香的春景图。“吹面不寒杨柳风。”从中，
我能感觉到，风是多么地温柔呀！像是母亲的手在抚摸着一
样，而且在空气中还夹着清新的土味酝酿着淡淡的花香。要
是能漫步在这种仙界般的美好春光里，一定是舒服极了，惬
意极了！此时此刻我真是希望能穿越时空，到达这么美还充
满了诗意的春天去啊！朱自清给春天的鸟，“恩赐”了一个
美妙的嗓子。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绿叶当中，高兴起来了，
呼朋唤友地卖弄着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跟着轻风
流水应和着。”这样的境界，就像在奇妙的童话世界里似的。
但是，即使鸟儿的天赖之音再好再美，也比不上那新春的雨
水呀！俗话说“春雨贵如油”。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
美好的季节，是最适合放风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