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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以适应工作环境的变化。编写
岗位职责时可以参考类似岗位的职责描述，但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岗位职责：负责新产品研发和技
术改进，保持公司在行业的竞争优势。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一

当我在读书报上第一次看到对《中国的乡愁》这个书名时，
唯一的反应就是掏出手机写在记事本里，回到寝室立刻在网
上下单。吸引我的无非是“乡愁”二字。

如果中国的文学主题都能幻化为人，我想有两个人是不可缺
少的，一个是盼归的思妇，一个是漂泊的游子，他们已经被
镌刻在中国人灵魂中的最重要的角落，即使念起来也能体会
到唇齿间的绵密温柔。

对于这本书的作者，一群日本汉学家来说，“乡”却有着不
同的含义，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同名小文里有一段话，可以让
我们一窥这群日本汉学家口中的`“乡”之意——不管怎么说，
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刻，有意无
意的，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乡已经不是具体的地方和人，
它可以是曾在北京亲手栽种的一株小花，可以是卯时饮得一
口热酒，可以是茴香，也可以是在京都的柳树，它们都是穿
越时空的钥匙，让他们得以回到中国的历朝历代，和过去的
历史发出共鸣之音。

着重推荐的则是所选的文章，须知这小书选辑的时间和人选
的都刚刚好，中西碰撞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再难重现的时机，
在这个时期在中国留学过的日本汉学家也再难碰到，人选和
时机都很有意思，文章自然也很有趣致。若是要在国内找些
对照，我以为还是周作人的文章，所记多为一些小事琐事而



引出的东西，却不失学术性与趣味，淡而有味，实在是难得
的精品。另外也有些和章炳麟、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交流
的记述，也很值得一看。

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乡愁，还真是令人着迷的字眼。
读罢此书，心神宁静，仿佛已忘却积压已久的作业，回到宋
时那杨柳依依的西子湖畔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二

余光中，我是早有所闻了，一个瘦瘦的老先生，花白的`头发
和深邃的双眼让人感到能写出《乡愁》这样的诗也是不怪的。

诗人没有被感动是不是写不出好诗的。有了感，会想起过去，
往往就会在诗中表现出深深的历史的烙印。

好诗呀，一张小小的邮票，把我和母亲拉得如此之近，浅浅
的海峡却隔着他对大陆深深的思念，他把个人的悲观提升到
民族的命运的高度，显然他是有高见的。



好诗啊，小时侯，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见证内了自己
成长的过程。“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他把他对母亲无
尽的思念和情感全倾注在其中。

文字朴素，简练，可意味深长。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三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啊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诗歌赏析

《乡愁》虽是用白话写的，却有着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韵
味。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认为中国人的情操都是
从屈原来的，从《离骚》来的。”他说，“我庆幸自己在离
开大陆时已经21岁。我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
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中华文化已植根于心
中。”“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
单薄的。”

在岳麓书院世纪论坛上，当余光中被问及对现在的年轻人有
何建议时，他说，我写诗，写散文或搞翻译用了不少文言。
文言用得好，可以使白话文多样化，如同平面中出现了浮雕，
引我们产生美妙的回味，有一种追忆、回忆的情感。所以要
注意多读古、诗、词、曲。有人说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读苏
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
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
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你说人生漂流不定，雪
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
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
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
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
生活会暗淡得多。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四

一位少年,端坐在桌子旁。烛光摇曳,映出他略微有些苍白的
脸庞。他正轻轻地往信封上粘贴一枚小小的邮票,信封上,写
的是他的母亲的名字。清冷的月光照着他沉思的背影。他在



想什么呢?是幼时母亲轻吟的摇篮曲,还是儿时盘蜷于母亲膝
头嬉戏的欢乐?抑或是母亲接到信时的激动与喜悦?他多想回
去看看亲爱的母亲哪!轻抚着这枚小小的邮票,他突然觉得它
很重很重。

时光飞逝,这时的他已是一个年轻力壮的青年。他在通向码头
的路上狂奔,手里紧紧的攥着一枚小小的船票。阳光照在他的
脸上,喜悦溢满了他的心头。是啊,马上,他就可以坐上船只直
奔故乡----那里,有他亲爱的妻儿,还有年迈的老母亲。好长
时间了,妻儿一定比以前更漂亮了吧!她现在一定在村口翘首
期盼吧?想着想着,他不禁微笑了起来。轮船起航了,他站在甲
板上凝望----梦,就在远方。

他呆呆地站在一方矮矮的坟墓前----那是他母亲的墓。晚了,
他那么急地赶回来,却还是晚了。细雨打湿了他的衣服和头发,
他却毫无察觉。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他好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回来,好见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哪,下面那么冰冷和寂寞,您受得了吗?他的脸上,早已分
不清是泪是雨。他抓起一把泥土----就是这敦厚的泥土,将他
与母亲无情的分开----他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世事变迁,如今,他早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了。岁月在他
脸上刻下了太多的皱纹。他正在窗口前久久的眺望。那是一
湾浅浅的海峡----可正是这湾海峡,将他与大陆隔离开来。他
多希望有朝一日能越过这一湾浅浅的海峡,回到祖国大陆的怀
抱!当然,他相信,那一天总会来到的。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五

席慕蓉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席慕容概况

这首诗是由诗人席慕蓉写于1982年。这首诗写了故乡的歌谣，
故乡的景致，古树的年轮，作者从浓浓并且熟悉的乡音入手，
再从熟悉而又模糊的故乡曾经的景致续写乡愁，最后从内心
绵延不绝的乡愁的形象化作大树的年轮，永远的思乡之愁就
这样通过形象的景物，化抽象为具体的.表现了出来。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六

放寒假，老师让我们读了两本书，其中一本《给孩子的诗》
我很喜欢，因为这本书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有一两首诗更
是让人刻骨铭心。

这首诗的名字是《乡愁》，它篇幅虽短，但折射出的感情却
情深意切。作者余光中虽身居外地，但是，他在这首《乡愁》
里写出了他是一个挚爱祖国的诗人，具有历史感和民族感。
诗人以时间的变化组诗：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小
时候，母子分离；长大后夫妻分离；后来母子死别；现在的
游子与大陆的分离。小时候的邮票，长大后的船票，后来的
坟墓，现在的海峡。由此，看到这位诗人以时空的隔离与变
化来层层推进诗情的抒发，构思极为巧妙。诗人融合了中国
传统审美特征的现代诗语，唱出了诗人心中对故乡，对祖国
的深深眷恋之情。《乡愁》这首诗令人瞩目。一是结构上寓



变化于统一，节对节，句对句，均衡对称。但整齐中又有参
差，长句与短句相互变化错落，体现了自由诗的特点；二是
同一位置上的词的重复和叠词的运用，给诗营造了一种迂回
怅惘的氛围。

如果我以后离开家乡，离开祖国，我就会想起这首诗，想起
这首诗我就会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七

《乡愁》的“中国情结”

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以“乡愁诗人”著称，他的一首意蕴深
刻，家喻户晓的《乡愁》更是写出了海外游子的思归之情，
洋溢着诗人魂牵梦绕的“中国情结”。

一、浓重的文化寻根情结

对故土的眷恋可以说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余光中的
《乡愁》从两个方面着重表现了对祖国大陆的这种文化上的
归属感或者叫作叶落归根情结。

首先，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
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民族感。中国诗歌强调
含蓄，强调借助意象来表现情与思。余光中先生借助中国古
典诗歌艺术技巧，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了四个可感的，和诗
人人生的四个阶段息息相关的意象：“邮票”，“船
票”，“坟墓”和“海峡”，并且巧妙地将乡愁这种抽象的
情绪转化为四个意象。小时候与祖**亲分隔两地是由于国家
政策关系，那时只能通过书信的形式，用一枚小小的“邮
票”承载自己厚重的乡愁，一枚小小的“邮票”成了两岸人
民情感交流的枢纽，正如杜甫在《春望》中所写下的名
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蕴含了中国人民多少
的苦难与思念呀。到了中年，作者成家立室之后依然不能摆



脱这种隔岸的牵挂。本应幸福，温馨而甜蜜的婚姻却变成了
海上旅途的疲乏，孤独，一张张旧“船票”饱含和多少空虚
的岁月和相聚的感动，一张张旧“船票”割断了无数鸳鸯梦。
而最令诗人痛心疾首的是自己朝思暮想要回去探望的老母亲，
却在苦苦的等待和思念中烟消云散，被一撮刺眼的黄泥永远
地掩埋在自己苦思的故土里，一方短短的“坟墓”却成了生
与死无法逾越的长城，一方短短的“坟墓”却成了叫人销魂
的思念。

余光中先生在叙述自己思乡的感情基础上，将这种情感体验
流露到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将所有海外游子，港澳台同胞
们乡愁的心声用一湾浅浅的海峡展现给了祖国同胞，将这种
乡愁的中华民族本性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灵的殿堂里。此时，
诗歌的思想情感已经升华到了整个民族及全世界华人的心中，
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浓郁而又强烈的叶落归根情结。诗人的
乡思之愁不是直白地说出来的，而是通过联想、想象，塑造
了四幅生活艺术形象，使之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把对母亲、
妻子、祖国的思念、眷念之情熔于一炉，表达出渴望亲人团
聚、国家统一的“中国情结”。

其次，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
余光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
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作品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诗经》的
影响。《乡愁》的形式美也令人瞩目。它的形式美一表现为
结构美，一表现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寓变化
于统一的美。《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
均衡对称，但是，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
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差之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
现在采用《诗经》中的复沓手法，营造出一种回环往复、一
唱三叹的旋律。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
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
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叠词运用，
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
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



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

对古典诗词资源的利用使余光中的诗在整体上呈现出纯美的
维度，在文化的框架中也极有意味。铭文似的语句和速度，
纯美的语言，齐整的体式，这些余光中一以贯之的手法，均
源自他始终不渝的“中国情结”。

二、深沉的历史沧桑感

远离故乡的游子、漂泊者、流浪汉，即使在耄耋之年，也希
望能叶落归根。但台湾和大陆人为地长期隔绝，使飘流到孤
岛上去的千千万万炎黄子孙的思乡情怀，客观上具有以往任
何时代的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的历史沧桑感。即特有
的“中国情结”。

“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这种
表时间的时序语像一条红线贯串全诗，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
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层次的渐递使主题由模糊逐渐
鲜明，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
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
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一下子，读者面前仿佛出现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泪流满面地跪在母亲的新坟前，面朝家
乡、祖国的方向痛不欲生地跪在大海边，用嘶哑的声音大喊：
“母——亲!”一种深沉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拓展阅读：《乡愁》评课稿

《乡愁》是一篇怀念祖国、渴望回归大陆的爱国诗章，余光
中先生以民谣的歌调，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出四个具体的物
象，把绵绵的乡愁、无限的愁思注于笔端，把乡愁的产生，
乡愁的无奈，巧借“距离”表现出来，倾诉了诗人对祖国统
一的强烈愿望。

王老师的《乡愁》这一课，整节课教者都落实了新课程改革



的理念，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课堂开放而有活力。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以读为主，以读促思

朗读是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感的重要手段，也是领会课文潜在
内涵的重要途径。王老师在这堂课中创设了多种途径地读，
达到了以读增智、以读悟情、以读促思、以读代讲的效果。
同时又通过学生动人的朗读，教师感人的导语，以情动情，
以声传情，营造了浓厚的情感氛围，整堂课的教学，学生始
终沉浸在对乡愁的感悟之中。这堂课的设计思路：听读：感
受—朗读：理解—演读：想象—比读：发现—创读：创造。
新课标要求在阅读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而诗
歌又是最富情感的语言。因此，在以上四个环节中始终贯穿
着一条红线———情。这首诗的“情”就重在“乡愁”上。
整个教学中教师的角色是一名参与者、引导者、学习者。阅
读过程是师生共同感悟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王老师
鼓励学生畅所欲言、说真话、诉真情，将个人的阅读体验与
作者的情感体验融为一体。

第二、处理好学生、教师、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因
此，王老师贯穿在课堂中的一条主线就是让学生去阅读去品
味。在听读时，她让学生闭上眼睛，用心去听诗，用简洁的
文字说感受;在朗读时，她让学生把各自放进诗歌中进入作者
的情感世界，把诗歌的语言变成学生自己的心声。而且阅读
本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许多好作品不是作者写出来的，而
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劳动的结果。所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都不应该把迎合当作尊重，也不要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作者，
须知：书在谁的手里，谁就是书的主人。因此，王老师让学
生去多读反复读课文，这是一种个性化的阅读和创造性的劳
动。



第三，处理好阅读和生活的关系。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阅读是生活的组成部分，阅读和生活的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应当树立为人生而阅读的观念，既
要关照别人的生活，更要关注自己的生活;既要为今天的应试
去认知和理解，更要为明天的发展去批判和创新。金开诚先
生指出：诗词赏析始终离不开一个“想”字。徐老师让学生用
“乡愁是~~~~~”的句式说一句话就是一条有效途径。另外，
王老师让学生选一小节用语言描述诗中的画面内容也很有创
新意识，和新时代的生活生动有趣的联系起来。当学生对生
活的体验被感性的文本升华时，抓住学生感情的火花及时点
火，让学生有倾诉的机会，有成功的体验，诗情自然喷薄而
出了。

总之，王老师的这节课有利于发展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独创
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强化重要之点，一切以学生读为
主，没有雕饰之意，一切顺乎自然，清新流畅。就在这看似
教者无为的课上，实现了师生的共同精彩。我们教师也要根
据实际情况，寻求最佳的教学思路，多角度、多层次地鉴赏，
有的放矢，让学生发现作品的审美价值，从中悟出诗歌所蕴
涵的思想感情。

乡愁读书笔记乡愁读书笔记篇八

当我在读书报上第一次看到对《中国的乡愁》这个书名时，
唯一的反应就是掏出手机写在记事本里，回到寝室立刻在网
上下单。吸引我的无非是“乡愁”二字。

如果中国的文学主题都能幻化为人，我想有两个人是不可缺
少的，一个是盼归的思妇，一个是漂泊的游子，他们已经被
镌刻在中国人灵魂中的最重要的角落，即使念起来也能体会
到唇齿间的绵密温柔。

对于这本书的作者，一群日本汉学家来说，“乡”却有着不



同的含义，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同名小文里有一段话，可以让
我们一窥这群日本汉学家口中的`“乡”之意——不管怎么说，
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刻，有意无
意的，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乡已经不是具体的地方和人，
它可以是曾在北京亲手栽种的一株小花，可以是卯时饮得一
口热酒，可以是茴香，也可以是在京都的柳树，它们都是穿
越时空的钥匙，让他们得以回到中国的历朝历代，和过去的
历史发出共鸣之音。

着重推荐的则是所选的文章，须知这小书选辑的时间和人选
的都刚刚好，中西碰撞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再难重现的时机，
在这个时期在中国留学过的日本汉学家也再难碰到，人选和
时机都很有意思，文章自然也很有趣致。若是要在国内找些
对照，我以为还是周作人的文章，所记多为一些小事琐事而
引出的东西，却不失学术性与趣味，淡而有味，实在是难得
的精品。另外也有些和章炳麟、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交流
的记述，也很值得一看。

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乡愁，还真是令人着迷的字眼。
读罢此书，心神宁静，仿佛已忘却积压已久的作业，回到宋
时那杨柳依依的西子湖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