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故乡散文阅读(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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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一

“乡愁是一杯酒，乡愁是一碗水……”一首《乡愁》勾起了
我对家乡的回忆，也让我想起了一篇关于《二十年后回故乡》
的作文。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离开家乡二十年后再次回到故乡的所见所
闻以及家乡房一番美景。

作者把自己在故乡的一些事物经过修改，写成了一篇写景文，
作者在开头运用了大量的歌词，引出了自己回忆家乡，回到
家乡，起到了一个引起下文的作用，并且点明了题目，开头
和结尾收尾呼应，更加的写出了自己对家乡的回忆。在顺序
方面，内容清晰，不是稀里糊涂的，没有让人感觉到一头雾
水，以上这些都是结构美。比如说：“故乡的山，故乡的
云……”一首《故乡》勾起了我对故乡的美好回忆。

在文章的中间，作者运用了好词好句，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
法，好词好句让我感受到了家乡的美和家乡的情感。修辞手
法却能把家乡的某个事物或者某个人更加生动，具体，形象
的表达出来，让人感到这个东西仿佛就在眼前，活灵活现，
这就是语言美，比如山脚下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流过，
那么尽心职守，那么无怨无悔。

文章还有情感美，比如说，“天地君，亲师”，“张老师，
您是我唯一不能忘的人。您用辛勤的汗水把我培养成人，您



永远是我的老师，永远是给我指引方向的人”，我从这句话
体会到了作者对张老师的情感很深。

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要详略得当，还要注意三美，语言
美，结构美，情感美，还必须适当运用修辞手法。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二

“橫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许多中国人心
中的鲁迅。然而，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鲁迅绝不是短
短一句诗就能概括的了的。

小时候，我对这些“所谓大作家”是很不感兴趣的。记得
最“害怕”的两位作家，一是朱自清，再就是鲁迅，写了那
么多好长的课文还要背全篇，何况这些课文一点也不“好
玩”，简直是受罪！一向到初中，鲁迅留给我的印象，便仅
仅是那一篇删改过的《故乡》——《少年闰土》。

随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
《山海经》》，接连给了我数次重新认识鲁迅的机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知识面渐渐扩大，我也渐渐明白了他为什么能
拥有“民族魂”这般伟大的称呼。然而，人们口中那个“战
士”鲁迅、“批判家”鲁迅却迟迟未出现，出现的更多的是
讲师生情、亲情、友情的鲁迅。

直到《故乡》出现了。

这篇足有八十八段，篇幅相当于四五篇短课文的小说，将以
往我们对《少年闰土》的一种情怀提出来了。12段到30段没
有什么变化，然而，文章在后半部却笔锋一转，“画风突
变”，尖酸刻薄的杨二嫂出场，然后引出具有翻天覆地变化
的闰土，这就不仅仅是一篇小说了，更像是在感慨！

首先，作者写了“变”。闰土和杨二嫂在以前是完美的人物，



而在物是人非的此刻，过往如一场醒来的美梦，或者说此刻
是一场噩梦。

之后，作者写了“变”的原因---这是文章的核心。长大的闰
土有了阶层意识，与作者有了隔阂。这是一种毒害，是封建
思想对现实主义者、对千万人民的毒害！这，不恰恰是作者
反抗的么？不恰恰是作者批判的么？这才是鲁迅的文章----
要唤醒麻木的人们。喊口号的文章是没有用的，像鲁迅这样
的小说、散文，加上时代的背景，造就了一条独一无二的救
国路，也成就了这样伟大的作家。

最终，作者留下了“期望”，孩子是最天真的，文章
中“我”的孩子与闰土的孩子丝毫没有隔阂，没有阶层的隔
膜，就像以往的“我”与少年闰土一样，而作者最期望的是
孩子长大之后不要重演他和闰土的杯具。仅有时代“变”，
才能改变这一切。对啊。路就在前方。世上本没有路，走的
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此刻，我最终明白为什么小学课本里仅有《少年闰土》了。
对啊，孩子的一切都是美的。仅有长大了，才会懂更多的事
物的本质。我相信，即便鲁迅在世，他也会这样选择吧。这
就是《故乡》，完美而黑暗的复杂社会，一群变化着的人
们......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三

也许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精彩评价的缘故，当我第一眼见到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这本书时，就已经被它深深地吸引住
了。我轻轻地翻开书页，展开了阅读之旅……这是一个让我
内心一次次震撼，让我一次次落泪的故事，那感人至深的情
节在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

这本书主要描写了少年比利一直渴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猎
犬。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辛苦的劳动，比利终于如愿以偿地得



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棕色小猎犬——老丹和小安，并且在爷
爷和爸爸的帮助下，两只猎犬被训练成狩猎高手。勇敢忠诚
的老丹、机敏睿智的小安与比利朝夕相处，一起穿越山头捕
捉浣熊，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情谊。在一次狩猎时，比利遭遇
凶恶的山狮，生命受到威胁，危在旦夕。老丹为保护自己的
主人与山狮奋力搏斗，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职责与尊严。深
情的小安不愿独活于世，拒绝进食，绝世而亡于老丹的坟墓
上。比利搬家时，去老丹和小安的坟墓告别，他惊喜地发现
它们的坟头长满了象征真爱、纯洁，据说只有天使才能播种
的红色羊齿草。

在书里我读到了主人公比利所拥有的爱，那是他爷爷和父亲
为培养他成长为优秀的猎人，而给予无私伟大而又默默无闻
的爱；更有比利和老丹、小安之间情真意切，荣辱与共的生
死之爱。我也读到了比利、老丹和小安那坚定不移的信仰，
英勇无畏、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以及他们勇于担当、一诺
千金的责任感；更有比利、老丹与小安之间彼此的信任、忠
诚和坚持，以及不离不弃，矢志不渝的友情，这些无不令我
肃然起敬。

看完全书，感触特别深刻，比利、老丹和小安的精神以及他
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芒使我感动不已。回想自己，生活在
温暖的家庭，天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逍遥日子，老
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顾他人感受；做事马虎拖拉，学习缺乏
拼搏精神，没有毅力，甚至把一次次的失败都归结于别人，
而从来不会去检讨自己。

记得父亲经常对我唠叨：“毅力”和“坚持”、“为人”
和“做事”，然而我却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当我读懂了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的时候，我才知道以前自己是多么愚
蠢和无知。每当我想起每日父亲为我准备丰盛早餐的时候；
帮助我分析题型的时候；帮我批改试卷到深夜的时候，我就
无地自容，羞愧难当。《红色羊齿草的故乡》这让我反省、
让我温暖的故事，我一遍又一遍地读，每一遍我都能感受到



让我热泪盈眶而无从抗拒的巨大力量。

比利离开了陪伴他成长为优秀猎人的狩猎场，他没有忘记老
丹与小安，还有它们坟头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色羊齿草，以及
被落叶掩埋的记忆。

是的，和比利一样，我也不会忘记我童年的生活，不会忘记
曾经读过一本书叫《红色羊齿草的故乡》，更不会忘记作为
一个优秀学生所必须具备的大爱与坚持、忠诚与责任。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四

这个题目挺有趣：《追故乡的人》。

看着这些淡朴的文字，想到的都是乡间农事，心中有的更是
共鸣，不能言传，却感受到了作者对原本乡间的怀念。零碎
的文题，有的只有一个字，有的有两个字，不是很长，却是
我这个孩子感到了一种幽幽的回音，这老物件们的思想呵，
那么诗情，那么优美，以最质朴的诉说使我们从尘世的喧哗
回到了淡淡的过往，这过往是灰色的，很细腻，却更加的苍
老，就如同那书中的一张张黑白的插图，那么的古朴，充满
着一股旷野之力，深沉而忧伤，忧伤得不是它们离开自己，
而是所有的乡村，将不像原来一样存在。他追的，恐怕就是
乡情了吧。

这本书，语言是质朴的。记得作者写到杀的鸡时，联系了人
的生活。人能把鸡吃了，鸡若是可以，也能吃人。作者用这
个例子证明了人性的贪婪，也暗示着，乡村快不复存在。原
来的世界，在作者那懵懂的世界，是“追”——追星星，追
月亮，追磨坊，追风，全是少年的青春，到今日，只能追那
已逝去的故乡了。

这本书更是唤醒了我心中沉睡的美景，试想，乡村之晨，花
草树木，莫不生长，蓬勃生机，更是惹人喜爱。读好书如同



与一个高尚之人谈话，让我无时无刻提醒自己，改变自己心
中的污点吧，追追你那朴实自然的故乡吧！

朝花，是得拾的；旧事，是得提的。别让质朴，成殇。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五

昨晚梦到我和高中好友合力救了一个人，一个小说里的人，
然后被警察找到，我们惊呼，我国法律不允许这样的，这是
私藏罪犯......

……嗯……这本来就是一个记录做梦的号……

我和欧阳要帮青柳雅春逃出国内，在一个渡口，有便衣警察
追他，我们拦住警察，青柳雅春过了铁索桥以后用刀割断了
大桥，警察过不去了，就走了。

后来我回去的路上过河却不小心掉进江里，水越来越深…岸
边无人救我。忽然洪水就把我冲到了浅滩……我得救了，身
上的羽绒服巨沉。

在我对《金色故乡》着迷的时候，我十分坚信青柳雅春，对
他同情，为他祈祷，我想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人也一定会帮他。
但是梦里我的确帮了他，却被后果吓到惊醒，看来我还是怕
牵连自己……我那么佩服小说里的那些人，那些帮助过青柳
雅春的朋友、前恋人、路人、警察、前同事……那一个个充
满正义感的人。

正义一直在，屈辱不算什么，懂你信你的人会一直站在你身
后。

对不信任你的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快跑吧。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六

作者对对于金大力这样一个泥瓦匠有着非常细致的描写，哪
怕几句简单的任务对白，也可以看得出金大力这人的品性和
为人。而这个人物的与众不同，在于他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
个单调的生活环境中，每天重复同样的劳动，所以形成了他
淳朴的性格和易于满足的心态。而这样的人，对于整个社会
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又是让我们感叹而无可厚非的。

文中写到这样一段话：“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
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
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
”可见此人真的没有多大本领，甚至堪称笨拙。现在的话叫
做笨得可爱。但是紧跟着下面一句描写却说：“金大力听明
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
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
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
告。”看看，这就是这个人良好品性的体现，绝不浮夸，做
事情负责任，难怪“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
愿意找他”。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大小和先天以及后
天因素都有关系，我们看不起的并不是那种能力不大的，相
反能力大却恃才放旷的人我们都长都很厌恶。这就是我们经
常说的，有品行的人，随不足担当重任，但是普通事情交给
他，你可以绝对放心。

再看看这段：“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
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
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
再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
这我就知足。’”多么难得！这就是健康的心态和为人。

这样的形象恰恰代表了我们社会底层无数朴实简单的劳动者，
他们虽然能力单薄，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
是，他们并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有多大能力就做多



大的'事情，有多少付出就要求多少回报。

我之所以认为这样的人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是因为他们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不给我们的社
会制造冲突或者麻烦。而且他们还在一点一滴地为我们的社
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靠着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吃饭的人，
虽然平凡，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良好
而健康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七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头是海边的沙地，都
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
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是在鲁迅的《故乡》中认识他的。当时，
这健康可爱、有着紫色的圆脸、颈戴银项圈的少年，留给了
我很大的印象。他给作者，也给我们诉说了他的稀奇的见识：
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他和作者一齐开心的交谈，一
齐天真的欢笑，在一齐肆无忌惮的玩耍。

但，二十年过去了，闰土已不是以前的闰土了，岁月在他的
脸上和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他之前紫色的健康的圆
脸，如今变作灰黄；红活圆实的手，如今变得又粗又笨并且
开裂，倒像是松树皮了。最重要的是，闰土见到鲁迅后，第
一声叫出来的，竟然是“老爷”！

应当是当时的社会吧。是当时的种种压力，才使得一个天真
无邪、自由欢乐的少年变作一个目光呆滞、呆若木鸡的农民。
闰土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庸俗、麻木。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八

鲁迅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一生已
笔代剑，战斗一生，影响深远，写过许多的著名小说，如
《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我这次看的小说
《故乡》就是一篇著名小说。

可悲之人。

，我能感觉到深深的幸福，我生活的这个社会没有饥荒，也
没有苛税。我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更加会
好好珍惜。

水故乡散文阅读篇九

在这节课中从孩子们回答问题中可以看出，学生的知识面很
广，其中就涉猎的古诗就有六首左右，像“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等等，出口成章，
真是让人羡慕！我想这有两点原因：一是孩子的课外阅读量
肯定是惊人的，二是孩子们课前的预习是十分认真的，故乡
的芦苇读后感。

联系自己的学生想要在课堂上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如可来引
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应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
语文教学的主方向，像我们一年级，学校为我们准备了几本
绘本，另外我还搜集了很多的电子版的绘本，我想在阅读课
上与孩子们一起来共读，另外积极的发动我们的家长在家长
与孩子一起阅读我推荐的书，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得以文学的
滋润，以智慧的洗涤。

另外这节课还有一个环节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最后的小组展
示自己制作的课件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制作课件的水平绝不
在我们老师之下，画面精美，内容丰富，孩子们就是这样在



制作的过程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智慧。我想在四五年级的
学生可以放手给孩子们，大胆的给孩子提供展示的舞台，也
许我们的孩子也会给你一个惊喜！

生本课堂——学生的课堂，学生展示的舞台，课堂的主人，
这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