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故乡读书心得(精选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故乡读书心得篇一

碾路机的轰鸣扰乱了村里的宁静，黄皮肤的土地包裹上了青
色的柏油外壳;藤蔓缠绕的土墙倒下了，彩砖装饰着的钢筋大
楼立起来了。老树、小溪与炊烟在岁月的脚步过后便已面目
全非，工厂、马路和城市替换掉了故乡原本的颜色。当漂泊
的游子怀揣着干涸的心灵寻求故乡的泉水浇灌时，他们却惊
诧地发现那片心灵的绿洲已经被黄沙所覆盖。

世上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长大，时光从每一个少年少女的耳
边呼啸而过，夹杂着一去不复回的气魄，但是他们却不能发
现，他们在将他们的每一份精力浇注在面前的沙地上，与玩
伴们一起。只有当往事如烟时，他们才会发现：玩伴们都已
远走，往事都已在记忆中成为过去式。唯有那儿时的故乡，
仍是微风习习。但如今，那萦绕了他们万千回忆的故乡已如
烟云般散去，游子们心中的失落是难以言表的。

但请不要失落。世界上本就没有永恒的东西，时间的魔力足
以改变任何事物，它毁灭一切却又孕育一切。在故乡的废墟
上孕育着的是希望。

饱经风雨而又满含回忆的故乡倒下了，建起来的是工厂、马
路与高楼，与上一代不同，这一代人的童年与青春是注定要
在这里生长，总有一天，马路的每个拐角，高楼的每一个视
角，又会挂上另一代人的回忆，又会有一批疲惫的游子来到



这处心灵的朝圣地，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有的人也会写到：故乡的蓝天被黑烟笼罩，清澈的小溪被污
水染黑，工厂与城市丑化了曾经的故乡。但作为一个思考者，
我们不能只看事物的表面，工厂纵然污染了环境，但它们作
为一个国家的心脏，将充沛的活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祖国的
每一寸的土地。时代有时代的特征，时代既然不同了，现状
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故乡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一直保持旧时
代的气息，接受城市化的洗礼是它必然的趋势。

城市化并不是那般冷漠的，工厂、伐木场也并没有那么无情。
在城市的建设者们眼里，它们都是美的产物。它们背负着污
染与破坏的恶名，却甘愿将自己所产生的精华运送上四面八
方，如今，坐在城市一隅的我们享受着城市带来的便利，我
们可以发现，柏油路上的每一枚沙砾，高楼上的每一片砖瓦，
衣服是的每一缕其实都来自大大小小的故乡。从宏观上来看，
故乡已不仅仅局限于是某一些人的故乡，而是所有人的故乡，
每个人莫不蒙受它们的恩泽，它时刻都在我们身边。

所以说：远方的游子啊，为何要哭泣，浪迹的旅人为何要踯
躅?

天涯何处是他乡?天涯处处是故乡!

故乡读书心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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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读书心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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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读书心得篇四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是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威尔逊。罗尔斯
最为著名的作品。本书讲述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居
住在奥沙克山区的男孩比利的童年故事。侯杰翻译。

11岁男孩比利家境贫寒，却十分渴望得到一对浣熊猎犬。但
是这种猎犬价格不菲，他几次哀求父母都未能如愿。后来他
在旧杂志上看到邮购这种幼犬的广告。尽管50美元在比利看
来无疑是一笔“巨款”，他仍决心自己挣钱。经过两年的艰



苦工作，比利终于在爷爷的帮助下买到了两只浣熊幼犬：老
丹和小安。

在比利的悉心照料和训练下，两只猎犬成为了优秀的浣熊猎
犬，他们和小主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意。每天晚上，比利带
着他们打猎，老丹勇猛非凡，小安聪明机灵，他们的赫赫战
绩传遍了奥沙克山区，并在一次猎浣熊大赛中赢得了大奖。

之后不久，在一次捕猎中比利遇到了一头凶猛的山狮，为了
保护小主人，老丹和小安勇敢地与山狮进行殊死搏斗。虽然
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是老丹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久小安
也绝食而死。伤心的比利把他们合葬在一起。

现在的孩子恐怕很难体会比利经过艰苦的工作和漫长的期待
之后，得到小狗时的那种欣喜若狂。物质丰富信息泛滥的社
会，孩子们的一切，包括书籍都太轻易就能够得到。这本书
所体现的毅力、勇气、坚持、责任，是可以带给孩子们思考
的。书的结尾很伤感，比利离开奥沙克山区就再也没有回去
过，红色羊齿草下长眠着老丹和小安，也埋葬着比利的童年。
但是，人生的河流不断地向前流淌，任凭快乐、悲伤、任凭
失去、获得，成长的酸甜苦辣终将沉淀下来，成为今天的你。

故乡读书心得篇五

"月是故乡明"

前，徘徊着，彷徨着，迷茫着……

用例了。

路，要靠自己走，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

以前的人没有路，靠自己走出一条条路;



现在的人有路，便不费心思去找路了;

作为我们，更应在这个世界中走出自己的路。在旧社会的黑
暗之后，走出自己的奕奕光辉。

故乡读书心得篇六

一篇优秀的写景文章，通常是情景交融的佳作，正如王国维
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乡情》就是这样的一
篇成功之作。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汇人了作者个性的独到的情
景交融。

作者对家乡的山水倾注了深厚的思念，把这种个人的情感寓
写于景物的描绘里，不仅使文章具有诗情画意，而且能让读
者通过诗画领会到作者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那独有的感受。
那“缓缓飘逸的流云”、“连绵起伏的群山”、“稻香飘逸
的田野”，还有那“勤劳的各自忙着活儿的乡亲”,这一切，
无一不包含着作者的灵魂，无一不渗透着作者无限的.情思所
赋予的生命。

正因为它们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思情，所以才能强有力地感染
了读者，拔动着读者的心弦。文中，情与景已成为不可分隔
的一个整体。“碧蓝的天空”、“飘逸的流云”、“淡淡的
稻香”，“辛勤的村民”……这些可亲的景物，对于一位出
门求学的游子来说，已演化成故乡的象征，而且她也把自己
投身其中融成深深的恋情。

写这样的文章，想要做到情景交融，我以为，首先要对景物
倾注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要写真事；抒真情，不能矫揉造
作，更不能无病呻吟。没有这样的体验，没有这份真情，就
不要强写。其次，要抓住景物的独特之处，用自己的情意进
行描写，才能使它们蕴含了自己的内心感受,才能让情与景自
然浑成一体，相得益彰，而不是一味地在遣词用句上下功夫。



读《故乡》有感15

读了季老的《月是故乡明》，我深有感触。季老身在异国他
乡，到过许多风景区，风景区的月亮圆圆的、亮亮的，挂在
天空，他并不喜欢。在他看来，那婀娜多姿的月亮远不及故
乡山头的小月亮。故乡的月亮虽然暗淡，季老却认为这才是
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因为故乡的小月亮，在故乡的天空照着
自己牵挂的故乡与亲人，季老认为故乡的月亮才是最明亮最
美丽的。

看到季老饱含深情地描述故乡的山山水水，我也深刻感受到
了季老的思乡情结。读了他的文章，让我禁不住想起了爸爸
常带我去的故乡，我也想写写故乡的山水和月亮。

我的故乡在常德市桃源县于家坪，那里有一半以上的村民姓
于，所以取名于家坪。

我喜爱故乡的那条小溪，自从爸爸带我去了那里，我便觉得
即使是大江大海，也比不上它的纯洁和美丽。

小溪的两旁生长着一排叫不出名字的树，它们斜斜地生长着，
一条长长的树阴是我的避暑之地。我和爸爸踩着泥走在溪边，
骄傲的太阳被茂盛的枝叶顽强地挡住凶狠的光芒。

小溪浅的地方一根手指就能触到溪底，鹅卵石上溪水欢快地
淌过。冬天，我把手伸进溪水，一阵刺骨的凉传遍全身，我
的心仿佛正接受着一场异样的洗礼。

走在溪边，潺潺流水的声音划过耳畔，仿如贝多芬的《命运
交响曲》。

我继续前行，一个小型的天然瀑布在眼前呈现!几块又高又大
的石头屹立着，小溪水从“高处”流下，落差只有几十厘米，
比起广西边界波澜壮阔的“德天瀑布”来，这个小小的“瀑



布”就像害羞的农家少女，有一种淳淳的农家气息。

好多奇花异草伴着小溪成长，或浓或淡的花香沁人心脾。远
处，农家的屋顶冒着炊烟，还能闻到柴火做饭的香味。啊，
这就是故乡的气味，是我喜欢的味道。

晚上，我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看着天空，发现这里的天空与
我居住的城市完全不同，月亮是那么的婀娜，星星是那样的
明亮。

回到长沙后，我不止一次梦见故乡那“唱着歌”的小溪，还有
“吐着”芳香的花朵和不断向我“挤眉弄眼”的星星，再看
天上的那弯月亮，不知为何，我觉得它竟然变得有些苍白、
有些憔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