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故乡的读后感(精选18篇)
岗位职责确定了每个员工在工作中应承担的具体任务和责任，
使工作更加有序和高效。岗位职责的写作需要结合自己的实
际情况，避免一味照搬别人的样板。客户服务代表的岗位职
责包括解答客户咨询、处理投诉、维护客户关系等。

故乡的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对闰土的描写用了很多的笔墨，先是详尽的回忆作
者少年时与闰土在一起的快乐，天真的少年不会因为身份的
不同影响他们纯真的友谊。再讲述作者三十年后见到闰土时
的情景，鲁迅涌在心头的那些快乐的.事儿还未连珠炮的吐出
来，就被闰土的一声“老爷”给生生压回去了，从惊喜到悲
哀，他知道，他和闰土的心灵已经隔上了一层可悲的厚壁。
我相信，这一声毕恭毕敬的称谓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从
少年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到低下头来叫“老爷”，再到为了生
计在草灰里埋盘子，机智勇敢的少年变成了辛苦麻木的闰土，
这让鲁迅倍觉世态的炎凉，和底层人民的无奈。这是人性的
悲哀，是时代的悲哀。

故乡的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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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读后感篇三

在书中，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闰土的“他看见我，脸上浮现
凄凉和欢喜的眼神。嘴动了动，想要说什么。终于他的神情
变得恭敬起来，分明说道老爷……”从这里，我知道长大后
的闰土已经知道自己和鲁迅的'差距，已经变得自卑起来，已
经明白自己和鲁迅再也回不到童年快乐的时光，再也感受不
到过去的兄弟情谊了。

从闰土的身上我知道了旧社会的'黑暗，也知道以前劳动人民
的苦难。我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里，我为此感到幸福。

故乡的读后感篇四

闰土和鲁迅其他的'朋友不一样，他是乡下的孩子，他给鲁迅
讲了很多鲁迅不知道的稀奇事。

如怎样捕鸟，在那下雪天扫除一块地，放上秕谷。有怎样看
瓜，过客摘一个西瓜吃这不算偷，可以看出乡下人的热心肠。
还有海边的五色贝壳，还有很多很多。

我相信，这一定是鲁迅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可是数年后的再次相遇，那时的封建却打破了他们美好的友
谊。鲁迅见到已经长大了的`闰土叫出了那声久违已久的“弟
弟”迎来的却是闰土的一声老爷。

故乡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篇使我鲁迅的《故乡》。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鲁迅离别家乡二十多年后，再次回到自己



的家乡的深切的感受，以及所见所闻。这篇小说中多次提到
了闰土这个名字，这是他小时候曾经陪伴鲁迅度过美好的童
年时光的一个好伙伴，他让鲁迅增长了见识。但正当鲁迅想
再次回到故乡，和闰土一起重温一下美好的童年时光。但毕
竟人与人之间是有等级之分的，尤其是那个年代。鲁迅万万
没能想到，时隔那么多年，闰土已经完全变了。

闰土的一声“老爷”让鲁迅和闰土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
厚障壁了。读到这里，我才感觉到旧社会主奴的差别竟是那
么大!我不得不对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感到无奈。文章结尾的
那句话，就是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最佳心声：其实地上本没有
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世界上本没有差距，差距有时候存在于自己的内心!

故乡的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一篇使我鲁迅的《故乡》。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鲁迅离别家乡二十多年后，再次回到自己
的家乡的深切的感受，以及所见所闻。这篇小说中多次提到
了闰土这个名字，这是他小时候曾经陪伴鲁迅度过美好的童
年时光的一个好伙伴，他让鲁迅增长了见识。但正当鲁迅想
再次回到故乡，和闰土一起重温一下美好的童年时光。但毕
竟人与人之间是有等级之分的，尤其是那个年代。鲁迅万万
没能想到，时隔那么多年，闰土已经完全变了。

闰土的一声“老爷”让鲁迅和闰土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
厚障壁了。读到这里，我才感觉到旧社会主奴的差别竟是那
么大！我不得不对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感到无奈。文章结尾的
那句话，就是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最佳心声：“其实地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世界上本没有差距，差距有时候存在于自己的'内心！



故乡的读后感篇七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读了
《故乡》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鲁迅与闰土深深的友情。虽然认
识的时间并不长，但友谊已经十分的`深厚了！闰土会捕鸟、
看瓜！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鲁迅往常的
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都和鲁迅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
四角的天空。在和闰土的交往中，鲁迅学到了不少新鲜的知
识，得到了不少的乐趣，所以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
月过了，闰土必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
但后来再也没有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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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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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
应该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珍惜眼前幸福的
生活。

故乡的读后感篇八

是当时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还有他内心的阶级差别。社会的
冷漠无情让人的内心都被冰冷的枷锁封闭了，使得人与人之
间不再那么亲热，而产生了太多的阻碍，太多的.阶级差别，
这差别，遥远的让人拒之千里。人心真的不可变，就像闰土
与鲁迅之间，从前，他们一起捉角鸡，一起看跳鱼儿，一起
拾贝壳……而现在，一句看似恭恭敬敬却冰冷无比的“老
爷”，使他们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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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读后感篇九

寒假，我看了一本书叫《红色羊齿草的故乡》，这本书的作
者是“威尔逊。罗尔斯”，这本书令人感触颇深。

在书中，比利为了买猎犬存钱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他为此
存了整整两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可比利却做到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思考着这个问题，现在，
我们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小公
主”，有些家长也过分的溺爱孩子，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孩子变得娇气，做什么都觉得累，更别提毅力了，有些孩子
就算有毅力，也被磨灭掉了。就像我，有时候遇到一点困难
就会退缩，没有毅力。需要改正！

狄更斯曾说过：顽强的毅力能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以
后我要做一个有毅力的人。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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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一

故乡，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啊!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
果在你长大离开家乡，后再回到家乡的时候，会是怎么一番
情景呢?当你遇到儿时伙伴，他或她又是怎么一副形象呢?想
必各位小学生们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吧?我国著名作家鲁迅
先生也没有想过这，他，就看着苍黄的天空和远近几处萧索
的荒村，泪流满面。

他因犯了伤寒而回到故乡，可人、物的变化却让他心里一阵
悲凉，特别是他儿时的伙伴与仆人：闰土。闰土是鲁迅在他
家办祭祀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一位与自己年龄相
仿的仆人。

可这回鲁迅先生回到故乡时，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场景：啊，
那是闰土吗?他身材虽然增加了一倍，可他先前的紫色圆脸，
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
周围已经都肿的通红，一点儿也没有小时候可爱的样子。他
一见到鲁迅，马上就跪着说：“老爷!”这样大的反差，让我
不禁打了个寒战。可见，在当时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不是越
变越好，而是越变越坏。在战争的侵犯下和zf的无能下，人
民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莫大的变化，
而在当时人们的脑子里已经种植下了通用的关系，那就是主
仆关系，否则，闰土怎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这真是个令
人深思的问题。

文章最后一段中的一句话让我深思：“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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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生活中何尝没有呢?”现在我们
沐浴在新时代党的阳光下，人民群众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
没有社会阶层的高低，人人都是平等的，与那时候相比，现
在真是天堂中的天堂啊!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二

今天，我有幸读了林红宾作家写的《故乡的云》。我很喜欢
这篇文章，因为林红宾作家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多修辞手法，
美化了作者眼前所看到的故乡的云。

令我最吸引的一段话是：“白云本来就很美，一经太阳用神
奇的画笔涂抹，就更加妖娆多姿，那破晓时的'满天朝霞，色
彩斑斓，极其生动，犹如一湖莲花怒放，更似宝库打开，放
射出迷人的奇异光彩……”这句话貌似在把白云比作成一个
画板，太阳用神奇的画笔把白云画得极其生动，很吸引读者。

啊！故乡的云原来是可以这么美的呀，为什么我却不能发现
呢？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三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本《故乡》是鲁迅先生写的。在这里，每
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每一篇动人的`文章都
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此书中，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阿长与《山海
经》了。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这篇文章记叙了“我”儿
时和长妈妈相处的七件事，刻画了一位虽然没有文化、粗俗、
好事，但心地善良，热心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保姆形象，我
觉得鲁迅先生对她充满了尊敬、感激和还念之情。

还有鲁迅与儿时闰土的喜爱，可真有趣！但中年闰土可不一
样了，闰土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爷！……”我们就
知道，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变化真大。

在这里还有许多著名的文章：琐记、呐喊，狂人日记、阿q正
传、仿徨……



这本书使我印象深刻。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四

我最喜欢看的书是《红色羊齿草的故乡》这本书。今天，我
就来给大家简单讲讲吧。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
小男孩叫比利，他非常想要两只浣熊猎犬。可因为比利家没
有钱，他就没办法得到猎犬。

一天，比利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卖猎犬的广告，他暗暗把地址
记了下来。爸爸妈妈不给他钱，比利决定自己赚钱来买。他
天天采黑莓、钓鱼、种菜，把得到的黑莓、鱼和蔬菜卖给河
边的钓鱼人，直到脚上都磨出了很多血泡。

两年后，比利终于攒够了钱可以买猎犬了。他按照之前的地
址，独自一人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城市里去买了两只小猎犬。
比利给它们起了名字，一只叫“老丹”，另一只叫“小安”。
这两只猎犬非常聪明，它们会分工合作，老丹比小安强壮，
小安比老丹聪明。比利带着他的两只猎犬成功捕获了很多浣
熊，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这天，比利带着老丹和小安去参加比赛。比赛过程中，老丹
被一头山狮抓破了肚皮，到家后老丹就死了。小安见老丹死
了，它什么都不吃，没几天也死去了。

比利非常伤心，亲手把两只小猎犬埋在了他家的后院。后来，
比利家搬家那天，比利去跟老丹和小安告别。呀，他发现埋
着老丹和小安的地方长满了羊齿草！这种草通常都长在神圣
的地方。比利觉得这些羊齿草是老丹和小安化成的。他哭着
跟老丹、小安告了别。

从此，比利永远记住了这美丽的故乡。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五

今天，我读了鲁迅先生的《故乡》，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鲁
迅回到故乡时，带母亲和侄儿宏儿到鲁迅先生，工作的地方
住下，在家遇到儿时玩耍过的闰土发生的事。

我的感想是；鲁迅先生长时间的离开故乡，对故乡的很多事
都不理解。但听到儿时跟他玩耍的'闰土叫他老爷时他愕然了。
每一个人长时间离开家，对身边的事物是不明白的。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六

是当时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还有他内心的阶级差别。社会的
冷漠无情让人的内心都被冰冷的.枷锁封闭了，使得人与人之
间不再那么亲热，而产生了太多的阻碍，太多的阶级差别，
这差别，遥远的让人拒之千里。人心真的不可变，就像闰土
与鲁迅之间，从前，他们一起捉角鸡，一起看跳鱼儿，一起
拾贝壳……而现在，一句看似恭恭敬敬却冰冷无比的“老
爷”，使他们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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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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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必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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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谚语大家应该
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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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读后感篇十八

今天，我有幸读了林红宾作家写的《故乡的云》。我很喜欢
这篇文章，因为林红宾作家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多修辞手法，
美化了作者眼前所看到的故乡的云。

令我最吸引的一段话是：“白云本来就很美，一经太阳用神
奇的画笔涂抹，就更加妖娆多姿，那破晓时的满天朝霞，色
彩斑斓，极其生动，犹如一湖莲花怒放，更似宝库打开，放
射出迷人的奇异光彩……”这句话貌似在把白云比作成一个
画板，太阳用神奇的'画笔把白云画得极其生动，很吸引读者。

啊！故乡的云原来是可以这么美的呀，为什么我却不能发现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