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故乡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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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故乡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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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
《故乡》，《药》，《孔乙己》。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

故乡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寒假中，我看了很多本书。但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还是《故乡》。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后面的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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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两个故乡，一个是过去的
故乡，一个是现在的故乡。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现在
的故乡主要描写了成年闰土的变化，这肘的闰土己经不是小
时候的圆润、可爱与活力，而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变得衰
老、拘谨与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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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感到幸福。

故乡读后感篇三

找到一个形容词——“圆规”。不仅如此，她也不再像以前
那样有美丽的姿态，但是唯独她那对美的追求还保留着。她
有着当时社会中代表的特征形象——自私、尖刻、贪婪、势
力、爱搬弄是非的小市民。

而水生和宏儿这两个孩子，大概就是这个社会中唯一的希望。
相比较而言，鲁迅的希望似乎非常遥不可及——为让人民从
这种麻木不仁的社会中走出来。的确，这种愿望对于鲁迅一
个人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很难实现。

所以，读了《故乡》之后，我要更加珍惜如今优越的社会生
存条件。让自己不懦弱，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相处，也要努力
学习，让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更向前迈进一步。

故乡读后感篇四

在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名家著作精选集――《故乡》。它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鲁迅对童年往事的回
忆，作者用纯朴的语句、不多的笔墨深刻的刻画了自己难以
忘却的人物形象及其特点。第二部分讲鲁迅的著名小说，其
中便有家喻户晓的《阿q正传》，更有妇孺皆知的《孔乙己》。

我花了约一个星期时间来阅读这本书，读完以后，最大的收
获便是学到了写文章要写得真实，要写得感人。像鲁迅这样
的大文豪的文章虽然没有什么优美的修饰，华丽的词藻，但
也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名家的味道，而且能够让人以一种欣赏
的态度来细细品味这文章。



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无一不想拥有象鲁迅先生那样绝佳的文
采，所以我们必须要写出真情实感。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
需要时间来证明，需要行动来实现。书的封面上说：“这触
动灵魂的优美文字，源自文学大师的心灵深处，在岁月的长
河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所以，
要想写触动人心灵深处的文章，不是用万般华而不实的美丽
词藻或修饰得不成样子的句子，而是要出自内心深处的“宝
石般”的文字。

另外一个令我十分佩服鲁迅先生的一点是，他写得大部分的
文字带有一种批判的味道，而且柔中带钢。看似是一篇普普
通通的文章，倘若给被讽刺者看，他们便会觉得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而与鲁迅“统一战线”的人看了便会情不自禁地拍
手叫好。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用笔杆子与敌
人奋斗一生的革命作家的原因。同样，现在社会也正需要这
样的一股力量，以一支支钢笔，结合一篇篇言辞犀利的文章
向官场上的恶势力予重重一击。

鲁迅先生之所以在文坛被人尊为大师的原因，是因为他源自
内心的语言和革命无形的批判，而我们想要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惧怕写作，就同样需要这样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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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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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读后感篇五

对“故乡”现实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
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我”已经不可能忘掉少年闰土那可爱
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时形成的那个美好故乡的'
回忆。此后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时形成的这种印象叠加在
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多种情感的汇合、混合。这种没有鲜明



色彩而又复杂的情感。《故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忧郁情感
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的。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
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
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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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读后感篇六

在寒假，我看了一本书——《红色羊齿草的故乡》。

故事的主人公——比利，在十岁的'时候患上了恋狗症，而父
母爱莫能助。于是比利通过买野果子来攒钱，通过积累，比
利终于拥有了两只浣熊猎犬——老丹和小安。老丹和浣熊在
捕猎大赛中得了金奖，可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山狮，丹为了
保护比利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安也不愿独活于世，也
死了。

这本书让我领悟了许多道理。我读丹为了小主人而牺牲的时
候，我不经为这是狗对人的忠诚，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狗与主
人间那真挚的爱。这个故事深深的打动了我。它是一本让我
无法忘怀的书。

我希望我也像比利那样有一只宠物，我会给它吃很多东西，
让它吃饱喝足。晚上，我会带它散步，我会在家里给它建狗
窝……。

这是一本很好的有关冒险和爱的书。



故乡读后感篇七

读完《月是故乡明》之后让我很有感触。

小作者和我一样离开家乡很多年了，我在外出求学，所以不
得不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在外度过了几个中秋节。但总觉得
每年八月十五的月亮似乎都不那么圆润，多少次地反复问自
己，是偏见？还是思念？每逢中秋的.时候，我也像小读者一
样，深深的怀恋我的爷爷。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在想，全国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在外上
学的小朋友，也在无时不在思念家乡!

故乡读后感篇八

想必大家都明白这本《故乡》是鲁迅先生写的。在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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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树，后改名周树人，自豫
山、豫亭，然后改名鲁迅。我们明白，毛主席对他有很高的
评价：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为“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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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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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趣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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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变化真大。

在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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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读后感篇九

我把鲁迅先生的《故乡》看完了，就拿故乡里的那篇文
章——故乡来说吧。

故乡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鲁迅先生冒着严寒回到了家
乡，发现现在的家乡和过去的家乡浑然不同，连闰土都变了，
之前叫自己迅哥儿，现在叫自己老爷，差别可真够大的过去。

最后，鲁迅先生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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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变便成了
路。

这句话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闰土他
拜神，鲁迅拜新生活而已，鲁迅是想告诉人们，不要只求神
拜佛来等待社会发展，要靠自己的双手担起责任。

故乡读后感篇十

暑假的一天，我和妈妈去书店买了一本《精品作文,读了里面
的几篇文章让我深深的喜欢上了它。其中一篇月是故乡明》
让我很受感动.

小作者和我一样离开家乡很多年了，父母在外地打工，所以
不得不跟随父母一起外出读书。在外度过了几个中秋节。但
总觉得每年八月十五的月亮似乎都不那么圆润，多少次地反
复问自己，是偏见？还是思念？文中的字字句句都好像敲打
在我的心坎上，无一不是我自己的内心写照。“我曾经是一
个贪恋月色的小女孩’.每逢中秋的时候，我也像小读者一样，
深深的怀恋我的爷爷，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的生活好像一



首儿童诗，虽然简单却很快乐！可在几年前，刚刚过完中秋，
月饼的香气还没散尽，我亲爱的爷爷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只有用泪水模糊的双眼看见妈妈无奈的背影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盛泽读书。来到了盛泽，我感到孤独和不快乐，这里
再也没有家乡的味道。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在想，全国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在外上
学的小朋友，也在无时不在思念家乡!家乡的明月我们何时才
能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