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实用8篇)
认真遵守安全规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安全标语要注重突
出关键信息，以引导人们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提高安全意
识，防范隐患。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一

故乡，是每个人的情感根据地。它承载了我们的童年、青春
和记忆。而读书，则是成长和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途径。把二
者结合起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我读完《故乡》这本书
后，我对故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在读书过程中收获了不
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故乡》的理解

《故乡》一书，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故乡的
种种与生活中的琐碎细节，鲁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苦难
和庸俗的小城镇。他用严肃的笔调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对人性的质疑，对悲惨命运下的生灵诉求。在读这本书时，
我深刻感受到鲁迅先生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探索，
也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

第三段：故乡读书的心得

读书不止是吸收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取心灵上的修养和成长。
在故乡读书，更能够感受到即使时间流转，故乡的气息依旧
清晰地留在湖畔、茶园、小巷。我在故乡，每天早上会静坐
在茶园，喝着茶水，踏着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读书在故
乡，让我更能够沉淀思考，感受自然，领略文学的浸润。读
书的同时，我也在故乡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第四段：故乡读书的意义



我们都有自己最初的梦想和初衷。故乡读书，践行着当初的
理想。在我所处的故乡，读书不只是一件应试工具，更是一
种生活态度和追求。在家长和社会的压力下，大量的孩子只
为考取名校和好成绩而“读书”，却忽略了这一切意义的超
越。但在故乡，我相信读书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
仰——那就是读书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人、乡亲、
社会和祖国。在故乡读书，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担当和责任，
也能够让更多人受益。

第五段：故乡读书的希望

故乡读书，虽然种种困难和难以言说的阻力，但是它承载了
我们的梦想和信仰。我们需要更深刻的文化自信，更多的阅
读推广，更好的阅读环境来支持故乡读书的发展。也许现在，
我们只是在小小的范围内影响着些许生命，但是只要我们坚
守，不触碰底线，不动摇信仰，一定会开花结果。故乡读书
的未来，值得我们期盼和支持。

结语：

故乡读书，不仅让我们回归到最初的心态和思考，更是一次
自我超越和文化传承。愿故乡多出几个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文
学巨匠，愿故乡的青少年们多读、读好书，以此繁荣故乡的
文化。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二

故乡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书籍是我们知识的源泉。将这两者
联系起来，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故乡，同时也能拓
宽自己的视野。今天，我想谈一谈在故乡读书所得到的笔记
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故乡的历史与文化



故乡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但往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历史和
文化知之甚少。通过读一些相关的书籍，我逐渐了解到了自
己的故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我知道
了我的故乡曾经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这个城市曾是
重要的商贸中心，同时还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名人。通过
读书，我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故乡，也更加珍惜它。

第三段：故乡的自然环境

除了历史和文化，故乡还有着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故事。常常
有人会去远方的名山大川寻找自然之美，但是我们家乡的自
然风光也同样值得我们珍视。比如，在我故乡有一片湿地公
园，平时人们往往只是来这里散步，但是湿地公园中却有着
极为丰富并且独有的生态环境，这些植物和鸟类也同样是自
然之美。通过阅读自然科普书籍，我对自己家乡的自然环境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关注这些自然美景的保护。

第四段：家乡的人文环境

家乡的人们是我们成长的伙伴和见证者。在我的读书笔记中，
我记录下许多母亲的故事。她们是有着无限力量的人，她们
不断奋斗着，为我们创造着更好的生活。而在我的笔记中，
我也记录下了许多来自乡村的故事，这些富有情感的事情在
我们现代城市已经逐渐消失。通过这些笔记，我更加珍视了
自己的家乡，并对自己身边的人们产生了更多的敬意和赞美
之情。

第五段：结论

在这些读书笔记中，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家乡，也对
家乡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阅读书籍，
不只是为了获得知识，更是能够让我们对我们现有的生活有
更全面的理解，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故乡，让我们更加热爱
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通过笔记的整理，我不仅能够加深理解，



也更加珍视我的故乡。真正地让我体会到了“读书使人更美
好”的真正含义。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三

故乡是孩子成长的地方，它不仅孕育了我们，更给我们留下
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读书能够让人成为更
好的自己，更有价值的人，而故乡的文化传统和背景也会为
我们的阅读带来不同的体验和启示。本文将从我的故乡读书
笔记和心得体会出发，探讨故乡与阅读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段：故乡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是阅读的重要环节之一，它能够帮助我们记录思考
和总结经验。在我的故乡读书笔记里，我记录了大量的故乡
文化背景和故事，让我因此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一些文学作品。
例如在读叶圣陶的《孔乙己》时，我在笔记里记录下了道地
的故乡背景，当我读到“青铜锁陈在桐带”的时候，我顿时
明白了它所蕴含的深刻内涵。读书笔记可以让我们在阅读中
获得更多的收获，也是我们成为更好阅读者的必要途径之一。

第三段：故乡的文化传统与阅读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背景和历史背
景是阅读时必须考虑的。故乡的文化传统常常是阅读中的重
要元素，例如潘汉年的《黄河大合唱》就是以大漠好汉、黄
河水乡、陕北革命等故乡文化为背景的作品。在读这类作品
时，了解故乡的文化传统常常能让我们深入体会作品的内在
意义和价值。同时，在阅读中挖掘故乡文化元素，也可以为
我们了解故乡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段：故乡的背景与书籍选择

故乡的背景和文化元素常常是我们选择阅读书籍的重要依据，



这也是受众与作品之间产生共鸣的必要前提。例如，放学回
家时，看到父亲正拿着家乡出版的《城隍庙地方志》慢慢地
品味，我便从他那里拿到了这本小册子。通过阅读这本小册
子，我深入了解了家乡城隍庙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对家乡
的文化背景和道德标准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选择阅读书籍时，
故乡的背景和文化元素是重要的参考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读懂作品。

第五段：结语

阅读是一个特别的、个人的经历，而故乡文化背景和文化元
素能够为我们的阅读提供独特的启示和体验。通过记录读书
笔记、挖掘故乡的文化传统与元素、选择故乡背景的书籍，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阅读中的内在意义，让阅读成为我们成
长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故乡和阅读的结合，带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精神上的安慰和得到物质上的爱，更多的是生命的感
悟和方向的明了。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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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
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
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
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
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
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
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



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
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
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
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
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
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
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五

本文主要围绕了三个人物来展开描写，分别是进步的知识分子
“我”，普通的农名闰土和平庸的小市民杨二嫂。他们三个
分别代表了三种等级不同身份的人，在他们身上也展现出了
不同的个性。

说“我”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我是一个对生活又思
想有希望的人，“我”希望我的小辈们可以有好的生活，不
像我和闰土彼此之间产生隔膜。人活在世上就一定要有自己
独立的思想，人没有了思想就相当于一个植物人，他的思想
会慢慢禁锢麻木，所以人贵在精神!另外，我们应该对我们的
生活有所希望，有所目标。但我们又不可把目标定在“月
亮”上太不切实际，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所以我们
要订制合理的目标，在完成目标之后再继续定制目标，这样
我们才可以挑战自我，突破自我，让自己尽可能的做得更好!

润土的思想可以说是已经完全的麻木和呆滞，在他的眼中更
多的是等级封建制度的约束。对于一些我们不可以改变的外
界因素，我们只有接受但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控制的只有我们
自己。我们要在逆境当中找到希望，并有顽强的毅力，决不
可随波逐流。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六

重归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我本应该满怀潮涌般的激动与喜



悦，可当渐近故乡时，我看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
萧索的荒村，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我之所以悲凉不是来
至重归故里后又要公卖我聚族而居的祖屋与家什并永远离它
而去的失落，却是见到儿时的玩伴闰土之后命运之墙屏隔并
模糊了我美好的少年的故乡回忆。

要不是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光顾我还一直沉浸在美好少年时的
回忆里或者会更作无尽的遐想。乡邻的穷俭贪利总让我哭笑
不得，现实总让我的美梦破碎。一天闰土在我的盼望里出现
了：身材是长了一倍，脸却由先前的紫色圆脸变作灰黄，而
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好象他的父亲一样周围胀得通红，
红活圆实的手。

《故乡》读书心得(四)

鲁迅回故乡，是为了买房搬家，接自己的母亲和侄子;鲁迅离
乡，是因为故乡的人和事。

严肃正经的讲解，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心中那份对文学
的挚爱，具体说是对鲁迅的敬意。我联想到历史课上的辛亥
革命的不彻底性，或许跟小说的背景有那么一点关系吧。辛
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打击了
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并且在思想上开启了民智，促进了
民族的觉醒，但是却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在社会的底
层尤其是农村，甚至在上层社会，仍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
比如后来的袁世凯复辟，掀起反孔复古的逆流，就是例证。而
《故乡》中的杨二嫂、中年闰土便是社会底层的典型代表，
他们在封建思想的樊篱下甘于庸俗，保持着封建统治下固有
的国民的奴性。

如今，当我再次翻开书页，有关《故乡》的往事也如同潮水
般涌来，在我平静的内心击起一簇簇浪花，晶莹剔透。

我还在沉思着，试图磨练一双犀利的眼睛，像托尔斯泰一样



洞察世界，像契诃夫一样捕捉人间的冷暖。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七

比利、老丹和小安是一支勇敢又团结的小队伍，他们征服了
山林的浣熊，赢得许多人的掌声。不过他们也遇到很多困难、
危险、挑战，也遇到最悲痛的分离。

故事的结尾，作者安排了一个红色羊齿草的传奇。他借着这
则传说来告诉比利——死亡是人生的一部份，就好像一天中
必须经历早晨和黑夜一样，否则，另一个新的日子便不会到
来。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在美国已被公认是现代少年小说的经
典之作，深受其感动及影响的少年读者不计其数。

故乡读书笔记读后感篇八

《故乡》读书笔记(一)

第一次接触《故乡》这篇文章应该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只是节选了其中的一段《闰土》，读第一段闰土刺
猹的情景时，脑子里就真的浮现出来一个少年在月光下看瓜
的情景，浮现出来的那个画面是能动的，觉得那是一个充满
朝气的少年，当时觉得那是无比快乐的生活。

对于“我”看到的“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记忆犹新，有
一种被关在监狱里的感觉。小的时候我也是用闰土一样的方
法捕鸟的，不过只有麻雀，而不会有什么稻鸡，角鸡，鹁鸪，
蓝背……于是我也很羡慕闰土。因为其中的一些段落是需要
背诵的，还有其中的一些重点句子是要有他的深意的，然后
语文老师就把他的意思写下来，这些重点词句的深意最多的
竟然有百十来字，我们每个人都抄了去背，其中就有“四角
的天空”这一段的含义，所以记忆深刻。



那个时候我们班分了8各小组，我还是一个小组长，负责这一
个小组的背诵任务，我记得一个同学背“闰土”的一些深意
一直背不下来，天都快黑了，还是背不下来，我也替他着急，
因为当时老师也还在办公室，要检查的，背不下来不让走的，
那个语文老师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中年男子，刚上六年级的
时候教我们数学，教的极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教我们语文
了，教的也是极好，现在好像已经是校长了。

最后终于在我的一再提醒下他终于结结巴巴的背下来了，我
大着胆子去跟老师说他背下来了，老师竟然没有检查，就说：
那就走吧。大概老师也是看天太晚了吧。

《故乡》读书笔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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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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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三)

在我看来，故乡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感觉，一种亲切的
感觉。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他的故乡是一个舞台，演绎三
种人生。或许在今天看来，鲁迅半白半文的风格，是让人很
生涩的。但我相信，鲁迅在那个时候，一定是用世俗的语言
在讲一个世俗的故事，在告诉世人，人是怎么变成鬼的。

而《故乡》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故乡这个美好地方
的“我”。其实故乡没变，变得只是“我”心中的一些观念
罢了。

《故乡》读书笔记(四)

鲁迅回故乡，是为了买房搬家，接自己的母亲和侄子;鲁迅离
乡，是因为故乡的人和事。

严肃正经的讲解，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心中那份对文学
的挚爱，具体说是对鲁迅的敬意。我联想到历史课上的辛亥
革命的不彻底性，或许跟小说的背景有那么一点关系吧。辛
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打击了
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并且在思想上开启了民智，促进了
民族的觉醒，但是却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在社会的底



层尤其是农村，甚至在上层社会，仍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
比如后来的袁世凯复辟，掀起“反孔复古”的逆流，就是例
证。而《故乡》中的杨二嫂、中年闰土便是社会底层的典型
代表，他们在封建思想的樊篱下甘于庸俗，保持着封建统治
下固有的国民的奴性。

如今，当我再次翻开书页，有关《故乡》的往事也如同潮水
般涌来，在我平静的内心击起一簇簇浪花，晶莹剔透。

我还在沉思着，试图磨练一双犀利的眼睛，像托尔斯泰一样
洞察世界，像契诃夫一样捕捉人间的冷暖。

《故乡》读书笔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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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
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
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
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
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
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
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
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
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
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
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
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
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



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