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读后心得(大全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故乡读后心得篇一

在星期二的上午，姚老师同我们一起探究了《故乡》这篇经
典而又饱含深意的作品。

从鲁迅的`笔中，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面当时农村生活的镜
子，让我从中看到了一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强烈反差：一
个是开朗、乐观、健康的孩子，但是二十多年过去，却已经
变得与鲁迅生疏起来，脸上也变得灰黄有皱纹，不在有儿时
的开朗。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禁要这样问。

是他多子、饥荒、苛税？还是宾、匪、官苦得他？他确实被
苦得像一个木偶人。

故乡读后心得篇二

今天我读了《月是故乡明》这篇文章。作者季羡林老人出生
于山东临清，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文章前半部分写了作者儿时的故乡，写了故乡的水、在古柳
下点篝火、捉知了、故乡的月、捡鸭蛋等几个场景，充满了
童真童趣，令人向往。“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
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相映成
趣。”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场景啊，可见家乡的月亮给作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后半部分写了作者游历过很多地方，“在风光旖旎的瑞
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
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却始终比
不上“我”心中的月亮。作者住在朗润园，那里“既然有山，
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
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
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即便是住在这么美的地方，作者
还是见月思乡，仍旧想着家乡芦苇坑里的小月亮。

“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地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
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怅惘，有留念，有惋惜。流光如逝，
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见月思乡，表达了作者
内心的惆怅和思乡之情。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是一个
人的心灵归属和寄托，是一份无价的财富。不论是普通人，
还是像季羡林老先生这样的名人，对故乡的思念感情是一样
的。“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
心飞向故里。”让人非常的感动。

故乡读后心得篇三

鲁迅，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
土会捕鸟、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
土务必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之后再
也没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
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的。

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间。有时，晚上有一个
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
只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效率很差。随着年龄
的增长，渐渐懂得珍惜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就应
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鲁迅先生以前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
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故乡读后心得篇四

最近，在妈妈的要求下，我看了鲁迅先生写的小说——《故
乡》。

尽管作者描写的故乡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绍兴，但这
篇文章对我来说实在不易读懂。原因有四：

1、文中有些字和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如“哪里”写成
了“那里”；

2、有些事物是我没碰到过的，如胡叉、秕谷之类；

3、有些字词是作者自己编造的，如“猹”、“弶”等；

4、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体会文章
背后所要揭示的深刻含义。

这篇小说主要写的是作者回到故乡，看到了小时候的玩伴闰
土，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变得衰老、拘谨和麻木，完全不像小
时候那样可爱、机灵和富有活力。经过对儿时的闰土与现实
的闰土的比较，可以知道作者对儿时的故乡、儿时快乐的生
活、儿时的闰土非常怀念，对现实社会的破败感到非常不满。

作者笔下的故乡那么凄凉、那么黑暗，居然能把一个如此活
泼的人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我无法想象那就是我从小成
长的地方，那就是我美丽而亲切的外婆家。幸亏我生活在现



在这样幸福美好的时候，不用为生活担心。我的生活如此多
娇！

故乡读后心得篇五

所以“优根性”与“劣根性”的对立，就从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社会的黑暗与否：当奴性大于抗争，就是“麻木黑暗”的
社会；当抗争大于奴性，就是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新时
代”，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交替中前进的。

很庆幸，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是一个抗争大于奴性的时代。
但其实似乎也没有可庆幸的，说不定何时它就会像美好
的“故乡”一样轰然破碎，或者说它早晚会像“故乡”一样
崩塌......

看，在当今社会，人们仍旧有“劣根性”的表现么？高铁霸
座、围观打架、造假碰瓷、文物刻字......这些事情的本质，
与所谓的旧社会“围观鬼子杀同胞”又有何区别？悲观来说，
我们根本无法摆脱黑暗......

故乡读后心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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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的童年务必要看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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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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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此刻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但是，到了此刻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
感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
个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
文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个性是最后一句：世上
本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故乡读后心得篇七

看了鲁迅的《故乡》这篇小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闰土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无非就是他那少年与中
年两个年龄阶段的巨大差异了。

根本没有少爷和仆人之分，都是哥弟称呼。

十分贫穷，贫穷使他不像一个中年人，而更象一位老年人，
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与鲁迅先生的兄弟情谊，成年闰土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从
闰土身上，我看出旧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苦难的生活，我
为我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而感到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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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道许多新鲜事，
我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故乡读后心得篇八

在星期二的上午，姚老师同我们一起探究了《故乡》这篇经
典而又饱含深意的作品。

皱纹，不在有儿时的开朗。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禁要这样
问。

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也使得闰土被封建社
会的礼教牢牢束缚住，变得麻木不仁。还有他那迷信神的'封
建思想也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人们的内心变化让鲁迅对故
乡的那份美好的记忆都破碎了。

故乡读后心得篇九

说到家乡，在大家心目中一定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但在鲁迅
先生的小说中，日夜牵挂的家乡却极其悲凉。

文章中的“我”回到家乡时，发现家乡变成了几个萧索的.山



村。“我”小时候有个好朋友叫闰土，他们当时无拘无束。

当时的闰土无拘无束，充满活力，可爱朴素的少年，二十多
年后，闰土再次与我见面，两人就像隔了一堵墙。闰土曾经和
“我”兄弟相称，但现在却被称为“我”老爷。闰土有六个
孩子，但他没有能力，到处都要钱，种东西卖，还要捐几块
钱，折本。在生活的压力下，闰土变得衰老和拘谨。因为政
府苛税、多子、饥荒、兵、土匪、官员、绅士，他真是个穷
人他已经像木偶人一样受苦了。我为闰土感到难过，那轻松
而年轻的他消失了，生活折磨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