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自清春读书心得(实用8篇)
通过撰写培训心得，可以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提高工作效率。如果你在写实习心得时遇到了困惑，不妨参
考一下下面几篇范文，或许会有所帮助。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一

啊，那是我的情人，你出现在我的梦里，久久不能离去，我
知道我和你有个约会――春天。

不知道何时，你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有时是姹紫嫣
红的百花；有时是孩子们在阳光下的欢声笑语；还有时是那
绿树上的小鸟的歌唱。不知何时，你的到来使得太阳没有了
冬天的苍白，阳光也很愿意更早的出来，稍晚的离去，那美
丽的夕阳映照在那碧波荡漾的湖水里面，映射的是你那明亮
纯净的心灵。我闻见了你身上的体香，听到了你欢快的歌声，
感受到了你送给我的温柔，不知何时，我已经和你融为一体，
开始了我新的体验。

梧桐树下的老人们清早笑呵呵的在练太极拳，取代了冬日的
跑步，孩子们围着一个流动小贩要买枇杷吃，大街上走动的
女孩们用扇子遮到脸，怕落花蜇了她们免得起死皮，浓妆淡
抹的女上班族更是要不得一丝污染，纷纷躲到车中，最后扬
长而去。

我走在街上，看着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不由得笑了，拿
起手机发现网上都是在赞美春天的到来的微博，博客，文章
等，过春天就好像做美梦一样，永远是那么的美好与快乐，
任凭它时间飞逝，感到春天的快乐就做够了。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在那春天
里……”耳机里传来了汪峰的歌曲，不知他唱醉了多少人的



心，飘过多少人的梦，走过多少人奋斗的路，一年之计在于
春，年轻人拿起手中的扁担扛到肩上随时准备踩着落花向重
点奔去；学生们提起了手中的笔，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开
始奋笔疾书；志愿者们拿起手中的铁锹，为了国家建设开始
新的征程。

转眼，我快也高三了，过了那么多的春天，时光总是消逝的
太快太快，但梦里的春天永远不会熄灭，来年我就要参加高
考了，它赐予了我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使我不断奋发向上，
他鼓励我一定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二

自己看过的书不算太多，作为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在学
校看过最多的书也就是小说了。无论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心
灵鸡汤”还是“快餐式”的书都看得很少，直到离出校门开
始工作的时间越来越近我才开始发觉自己的各方面的知识都
不够，既然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补不回来了那就再多看书吧，
而能够“速成”我教育智慧和教学能力的只有各个名师的经
典教学和深厚的教育智慧沉淀的课堂了，于是我准备好好地
去观摩一下。

吉春亚老师在这本书中倡导的“语文味”不只是简单的字、
词、句、段、篇的训练，而是在教学中经历对语言的感悟、
品味、应用和拓展的过程。语文味表现在扎扎实实的字词教
学之中，表现在教材恰到好处的语言切入点处，表现在语言
背后的意蕴之中，表现在语言的表达和转换中，表现在语文
学习方法的习得中，也表现在让学生用笔表达自己思想情感
的过程之中。吉老师认为不同年段的孩子语文学习内容应有
所侧重，其“语文味”的内涵随着年级的递升而变化。小学
低年级的“语文味”，侧重于识字写字和正确朗读；中年级的
“语文味”，是在继续巩固字词的基础上，侧重于表达能力
方面培养的启蒙性实践；而高年级的“语文味”，则侧重于
文本如何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表达自己的情感方面的引领。



对于孩子来说学习没有捷径可走，想要自己之后的步子迈得
更稳那就踏踏实实地掌握好现在应该掌握好的每一块内容。

我也特意找过吉老师的教学视频，她的语文课充盈了魅力；
她的课堂用语犹如涓涓溪流，沁入每个学生的心田。这一切
都是因为她丰厚的文化底蕴，她是一位非常爱看书的名师，
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学的心，饱览群书，我们又有什么理
由“偷懒”呢！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三

读着朱自清写的散文《匆匆》，我感觉像是一阵舒心的清风
迎面扑来。“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是朱自清
自己始终无法解答的问题，也是留给我们可以用一生的时间
去解答的难题。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这是庄子曾
说的话。时间的确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了，课间玩耍的时
候，时间从欢声笑语里过去，畅所欲言的时候，时间从嘴里
过去，看书的时候，时间就从字里行间不见了。

而我呢?只是把这些珍惜时间的名人事迹、格言警句熟知而已，
扪心自问我又为把握时间付出了些什么呢?我又得到了些什么
收获呢?每天重复而机械的过着相同的日子，庸庸碌碌地过着
乏味的生活。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自学是
学习的最好时间，有时我却让这宝贵的时间在与同学的闲聊
间度过了。

过去的日子如白云，被风吹散了，过去的日子如落叶，被尘
埃掩埋了，过去的日子如流水，匆匆流逝了，过去的日子如
水中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昨天已成为过去无可挽留，未
来迷茫不可窥视，只有现在，只有今天是属于我们的，不要
再让时间从手中流逝，不要给明天留下无尽的悔恨，努力吧，
奋斗吧，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疑惑，不要犹豫，赶紧



行动!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四

看得零零散散的，导致现在看完也弄不懂书中几个人名之间
的关系。看目录时猜想会不会和春上村树的《1q84》一样的叙
事手法，看完才发现不是。几个人物之间没有像《1q84》里有
什么必然的联系。为什么安妮宝贝的书里女的要取个听起来
像男的名字，而男的名字看上去又那么女性化。贞谅的生活
我真的是挑不出一点瑕疵来，对于向往自由的年轻来说。想
到哪儿就到哪儿，想在那里住多久就住多久，接近自然，熟
稔手工，不用为生存而活，这是多少文艺青年理想中的生活
啊。可是她居然得了抑郁症！居然要服药！安妮宝贝笔下的
女猪脚就是这么的羡煞旁人而自己不自觉还要去钻牛角尖。
苍天啊大地，要拿她们怎么办好呢！

言归正传。书的后面点出了这本书探讨的是边缘人的内心生
存状态。我觉得这里的“边缘人”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指的就是像贞谅、信得、庆长这些女子一样的
人。他们内省，敏感，没有人际交往障碍却又在精神上离群
索居。书中的解释是“在所置身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又一意孤
行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局外人”。边缘人的情感归向何处，
安妮宝贝展现了他们内心的处境——与时代的顺从和矛盾，
但也没有给出出路，这是一种探讨或者更多的是一种问寻吧。
其中或多或少都找到你我内心的影子，当自己不被认同、不
被理解、或者偏离大众时，具有的困惑也可以算是边缘人的
感受。

第二种含义，指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传统文化带来的边缘
化影响。比如书中写到的城市歧照，曾经有着邻里间热情富
含人情味的来往，传统节日里的个体参与所承载的存在感，
现在大概都消失了。“新时代”带给人们的是一种“贫乏”。



这些被边缘了的地方面临一种两难处境：是风风火火跟上新
时代的步伐，还是保持原来的风貌自己走路？这两者并不对
立，但是把它们结合得很好的地方很少。尤其在旅游城市和
古镇上，显现出更多的是弊端。

《春宴》总体来讲是不错的，内容不空虚，忽略它那些纠结
的书面表达，而且有些对人们普遍心理的书写很真实而自然。
老规矩，写完读后感，我要无看书评啦！看看别人的观点和
角度。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五

《春》中的觉新比《家》更具悲剧色彩了，却依旧纠结于思
想的清醒和行为的软弱之间的矛盾之中，但接二连三的打击
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崩溃、绝望，他心中的天平最终还是倾向
了琴和觉民——这类有思想有胆识的进步青年这边，所以他
像帮觉慧一样二妹淑英逃出了高家，使她从封建礼教对女子
的束缚中挣脱了出去。

觉新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两部作品下来，他是巴金先生塑造
的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之一。觉新是个彻头彻尾的可怜人，由
于种种的原因他掌握不了自身的命运，他是那么的痛苦和不
忍心却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的人相继离世，弟妹们痛斥他的
不抵抗主义，他坦然的承认自己本就是这样的人却依旧隐忍
的活着。但他却让我恨不起来，我对他的同情和惋惜总多过
怨恨。

当他视海臣如生命般疼惜，把自己生命的唯一的温暖和希望
都给了海臣；当他表面应承着克明打理淑英的亲事，其实暗
地里却与觉民、琴一起帮淑英逃婚；我开始觉得觉新变得可
爱起来。虽然他不像觉民、琴一样敢爱敢恨、敢于斗争，但
实际上他才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真实，同时更是最复杂的
知识分子形象，正是通过觉新的所做所感，我才真正读懂了
那个封建时代人们的无奈和拥有进步思想的可贵；正是从他



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中，我才切实地感受到那个年代青年人的
彷徨与无助。

觉新并不是巴金先生要褒扬的人物，但他的命运悲剧却是批
判封建专制的有力罪证。他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是时代的
牺牲品，他的命运是最坎坷也是最令人惋惜的。觉民和琴这
两个任务是那个封建时代的“非主流”，当时社会的主流是
旧礼教、旧思想，大多数人们都愚昧地以冯乐山这类假仁假
义的“卫道士”马首是瞻。蕙正是被封建迷信的思想残害致
死，所以觉民和琴才会不断宣告：我们不是攻击一个人，我
们攻击的是整个制度！最终他们胜利了，淑英成了第二个觉
慧，在她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成功脱离了家，“我知道春天是
我们的。”当我看到淑英写给琴的信上的这句话是，我不禁
流下泪水，我为淑英的“春天”而感动，为她敢于追求幸福
和理想而欣喜，更为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冲破旧制度的牢笼而
痛快！所有的旧制度、旧思想通通滚蛋吧，春天永远属于我
们！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六

在生活中，书是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友谊永不会消失。

暑假来临了，爱书如命的我自然也加入了“暑假书虫”的行
列，所看的每一本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时间
少女春狩》最让我难忘。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名字叫
做春狩。春狩的平凡生活是在开学时改变的。春狩被选为学
校广播处的广播员，她很兴奋。可她渐渐发现在广播处的同
学都是保护“时间”的人。原来时间化作了人，所有人都要
去保护他，以免被敌人占有，控制时间，让时间不按规律运
作。春狩这个普通的小女孩就是时间的最大保护者。尽管春
狩很惊讶，但她还是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可是，疑惑一个
接一个地向春狩的大脑进攻。她发现那些人看着她时，眼里
总是充满了悲伤，脸上挂满了忧愁，而春狩也觉得好像很久
以前就认识他们了。好奇心驱使她回到一年前去探个究竟，



找找这些疑惑的答案。

这一次，春狩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使她惊讶不已：她的确早
就与保护时间的人认识了，而且还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她与
他们结识以后，为了保护时间，他们与敌人打仗，然后为了
取得暂时的胜利，暂时的和平，她在战斗中牺牲、复活、然
后失去一切记忆、再重新结识。一切循环往复着。读到这里，
我不禁替那些保护者伤心，更为春狩伤心。春狩以自己的牺
牲换取暂时的和平，虽然可以复活，可是也付出了代价，那
就是遗失了记忆，这是多么的痛苦啊！春狩忘记了朋友，她
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与这一切有关的记忆。我想，春狩的朋友
们会更加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十分要好的，曾与自己同心协
力作战的好朋友就这样忘记他们，把他们从记忆中抹去，不
留下一点痕迹。一次又一次重复，痛苦一点又一点加深，他
们会有多难过，多悲伤！只可惜，他们阻止不了这一切，只
能让一切像dvd机一样按着重复键，让一切重新播放。最后的
结局令人悲伤，也仍然有一丝快乐。至少，春狩仍然能够拥
有那些朋友，并不是就此消失，永远的遗忘他们。读完这本
书，我泪如泉涌。这本书是多么的令人伤感，而春狩不怕牺
牲的精神也深深的打动了我。最使我感动的，就是春狩和她
的朋友之间的友谊。

春狩的记忆虽然消失了，但她与朋友们的友谊不会消失！我
衷心地祝愿她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七

春，它带着一种神奇的魔法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让整个世界
万物复苏，百鸟争鸣。就连那书架也有春那神奇的魔法。我
随手拿起一本《森林报·春》，虽然已读过了数十遍，但还
是充满了新鲜感。

《森林报·春》是前苏联作家维·比安基的著作。这本书创
意地采用报刊的形式，介绍了森林里动植物奇妙的“新闻”，



展现了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无穷的奥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关于大自然的奥秘，都可以在这本
书里找到答案。作者将大自然的春天描写得十分美丽、多姿
多彩的。就如春天，鸟儿一展歌喉，蝴蝶舞姿优雅。

森林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它，改掉以前那样的
坏毛病，这样，让我们的家园就会变得更加美丽，让空气变
得更加新鲜。由此，我呼吁大家：保护森林，多植树，让我
们从一点一滴做起，相信明天会有崭新的未来。

《森林报·春》，谢谢你，在的春天能遇见你，是你让我遇
见最美的绿色！

朱自清春读书心得篇八

读了朱自清的散文《匆匆》后，我体会到了日月如梭，光阴
似箭的深刻含义。

朱自清写的这篇文章围绕“匆匆”展开叙述，先写了日子一
去不复返的特点，再写八千多个日子的来去匆匆，作者叹息
不已。这篇文章写作时也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描述时间一去不
复返的特征。燕子飞走了还会飞回来，杨柳枯萎了还会再青，
桃花凋零了还会再开。可是时间呢?去了就不再回来。

看看我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某某人正
在玩游戏，时不时的还发出尖叫声：“呀!我快死了!”同学
们，在那时请你问一下自己：我这样做我学到了什么了吗?我
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某某人还在玩游戏，可另一位却在认真看
书，她就想桃花心木在土壤里汲取水分一样在书中汲取知识，
她把时间充分的利用好了，这样的人才值得我们学习!

同学们，一定要珍惜现在，不要“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
悔读书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