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情北京初一 乡情写作心得体
会(实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乡情北京初一篇一

“乡情写作”是指通过文字抒发对乡村的感情和关怀的创作
形式。在这个现代化时代，乡村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而以前的乡村生活却常常是充满温情、亲情、友情的。因此，
写作家们也非常热衷于以乡情为主题创作。在这里，我将谈
谈自己对于乡情写作的体验和心得。

第二段：深情的回忆

人们经常会怀念起小时候在乡村里度过的时光，那里的生活
平淡而真实，却有着人间至情。我的乡村生活并不出奇，但
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清晨的阳光，那么纯净温暖；
还记得父母和邻居们悠闲的聊天和笑声；还记得那些美好的
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等。

第三段：刻画乡村风景

乡村是一幅自然的画卷，也是一个处处都是景色的书籍。在
这里，我们可以听到鸟儿的啁啾声，看到树叶的飘摇，还有
那一波波从山里流出来的清泉。刻画乡村风景不仅是令人悠
然的享受，也是一个有趣的写作过程。通过把自己置身于乡
村，深入观察自然环境，然后把所见所感用文字来表达。

第四段：家乡的人



乡村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自然的美景，也给我们留下了亲人、
朋友和邻居。小学时期，我主动参加了一个村里的义务教育
课程，和村里的小学生一起学习和玩耍。他们好奇、好动，
又很有礼貌，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写作家们在描写乡情
时，处理好与家乡的人的关系尤为重要。

第五段：启示

良好的乡情写作不仅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美好的乡村生活，还
能够在现代生活中启示我们。我们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经
常忽视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人和事。唯有通过回归自然和一些
人文关怀，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置于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中。
写作家们对于乡情的关注，也似乎在提醒我们，乡村是生活
本质的一部分，需要好好珍视。

乡情北京初一篇二

随着城市化发展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乡村的乡
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期，我也有幸参与了一次乡情体验
之旅，深深感受到了乡村之美和乡情之深。在这次体验中，
我不仅领略到了乡村的宁静与自然，还体验到了乡村人的淳
朴与热情。下面将详细叙述我对这次乡情体验的心得体会。

首先，乡村的宁静与自然景观让我沉醉。远离城市的喧嚣，
来到乡村，呼吸到的是清新的空气，听到的是鸟儿的歌声。
广袤的田野，绿意盎然；古老的村落，静谧宜居。在乡村的
小路上骑着单车，一面是稻田一面是小河，世界仿佛恢复了
本来的美好。夜晚，天空闪烁着点点星光，静静的村落更显
得宁静祥和。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和乡村的
宁静之美。

其次，乡村人的淳朴与热情感动了我。在乡村，每个人都洋
溢着自然的笑容，待人真诚热情。我住的民宿主人热情地招
待我们，不仅提供了舒适的住宿环境，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



的乡村美食。他们很自豪地向我们介绍着自家种植的蔬菜和
水果，还带我们游览了村子里美丽的花园。跟乡村人打交道，
无拘无束，让我更加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再次，乡村的传统文化让我耳目一新。在乡村古道边，我遇
到了一位老者，他面带微笑地坐在那里，手中捧着咖啡，边
喝边哼唱着悠扬的乡村歌曲。我被他那份宁静与自在所打动，
我也放松下来，聆听着这美妙的歌声，享受着乡村的宁静时
光。我还在村子里参观了一座传统工艺博物馆，看到了陶瓷、
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品，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价
值和魅力。

再者，乡村的生态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乡村的水质
清澈见底，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好。在我体验的这个乡
村，很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农田里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
更没有垃圾乱扔。乡村的环境干净整洁，我也意识到了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乡村的生态环境向我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存的美好前景。

最后，这次乡情体验给我带来了思考。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
了繁荣和便利，但也带来了压力和浮躁。乡村，是一个让人
心灵放松的地方，一个让人感受到真实与自然的地方。在城
市郊区，也有不少类似乡村的体验，如田园综合体和农家乐。
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我们可以适时地去乡村感受乡情，体
验乡村的宁静与淳朴，以获得心灵的净化和放松。

总结来说，乡情体验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我们可以
在乡村寻找宁静和自然，感受乡村人淳朴与热情，领略乡村
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乡情体验让我对乡村发展有了更深
的理解和体会，也让我认识到了现代人内心对乡情的渴望。
通过乡情体验，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乡村的重要性和价值，
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乡情在内心的深沉影响和美好意义。



乡情北京初一篇三

“独在异山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王维在思念家
乡。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王安石在思念
家乡。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李白在思念家乡。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漂泊他乡的游子思念家乡。家乡有亲情，
家乡有美好的回忆，家乡有熟悉的一切。家乡的一景物，就
这样烙在了心上，抹不去了。

对于我来说，家乡是幅画，美丽而美好。小的时候，常听见
外出打工的大人打电话回家说想家了。那时，我总会不屑一
顾地想：家有什么好想的。

家乡的田野，每当夏季时，便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游乐园。
每次，一下雨，我们便到田野里玩泼水，泼不过，随手抓起
什么，就在对方身上扔，不管是否带有泥土。一次下来，衣
服全湿了，脸上带着些许的泥土，回去准会受大人一番责备。
偏偏我们却乐此不疲，每年都会如此。

家乡的小路大多是土路，旁边总是长着一些小草或其他植物，
有的植物会开花，为小路添了不少绿意。家山有成片的树林
和竹林，一年四季都是绿的。每当一起风，叶子随风摆动，
在空中跳起了舞蹈，让人的心情舒畅不少。每当这时，我都
会下意识地想抓住那舞蹈的树叶，好像我抓住了，我也能舞
起来。现在想来，只是热爱罢了。土路和树叶加上房子，构
成了我的家乡，记忆中的家乡。

现在，一年中回家乡也就那么十几回，每回也就二三天，所
以总会特别地珍惜这些日子，一秒也不想浪费。也是现在我



才明白：人会想家。

家乡总会出现在我的甜梦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它是我
这一生的珍宝。

乡情北京初一篇四

我的家乡是美丽富饶的，春天它是生机勃勃的，夏天它是绿
树成荫的，秋天它是瓜果飘香的，冬天它又是纯洁干净的，
我爱我家乡的四季！

我的家乡在乡下。春天，河边的柳条又抽出了新芽，田野里
的水也荡起波纹，咕咚鼓动地冒着泡儿。田野里的油菜花开
了，风一吹，好似金黄的田野翻起波纹。桃花也开了，远远
望去一大片的桃花，争先恐后地开着。淡粉色、白色，好像
一个个美丽的少女扮好了装束。春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
样子。

夏天，河边、村口的大树都长高了，长大了。片片叶子都是
那么绿，像一块碧绿的宝石。夜幕降临，人们睡不着，就会
聚在村口大树下休息，凉风轻抚劳累一天的身躯，看着夜幕
上的繁星，听着老人们讲乡间离奇的故事，整个人都有一种
说不出的惬意。萤火虫也仿佛沉醉于其中，提着小灯笼在我
们身旁飞舞。夏天，处处都是泼上了绿油油的样子。

秋天，村子里可就忙碌起来，大人们没空管我们这些小孩子，
忙着收割庄稼。整个村子理都有一种浓郁的庄稼香味，人人
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远远望向田野，高粱涨红了脸，
处处都是瓜果飘香，柿子像一个个红彤彤的小灯笼，葡萄像
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紫水晶。光是看着，美酒已是让人垂涎三
尺了。

冬天，小河里的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屋顶上也积了一层厚
厚的雪，树上满是雪，像一朵朵小百花。积雪包围了整个小



村庄，洗涤了一切的黑暗，只留下一课银装素裹的世界。天
太冷了，大人们都在屋子里取暖，聊天。小小的房子里布满
了欢声笑语。唯有不怕冷的小孩们才床上厚衣服出门堆雪人、
打雪仗。冬天，处处都是纯洁干净的样子。

啊！我美丽的家乡，你是多么富饶多么美丽！你的四季各有
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魅力。我爱我的家乡，我也爱我家乡的
四季！

乡情北京初一篇五

宋词里面有一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词中的“春愁”我并不能全然懂得，我只是一看到这句便
想起樱桃的酸甜滋味。去年夏时，我曾随着爸爸妈妈回乡下
奶奶家摘樱桃。

奶奶家住在武清，这里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青山蜿蜒
连绵，白云缭绕其间，村子里炊烟袅袅，农家的篱笆小院，
低矮的屋檐，几乎挨着地面，屋边老树开着新花。清澈的河
水，茂盛的野草，碧绿的豆田，飘香的莲蓬，盛开的荷花，
还有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樱桃树，构成了一幅清新秀丽的乡村
自然风光。

我挎着小篮子和奶奶一起走去地里摘樱桃。看呐，这就是奶
奶家的樱桃树，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相继成熟了，圆溜溜
的樱桃挂满枝头，像无数个晶莹闪烁的红玛瑙。我们一边摘
樱桃，一边听着小鸟的声声歌唱，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摘樱桃看起来简单，还要连着把儿一块摘，低处的熟的少，
高处的我又够不着，怎么办呢？我四处张望，看见爸爸借助
木梯爬到树上，够不着的还要用小钩子钩的树枝，一边往身
边拉，一边往前倾着身子，才能摘到又大又红的樱桃。可爬
上树后，不是树叶挡着找不到果子就是树枝摇摆。我害怕我
一脚踏空，摔下去。我小心翼翼地摘着，半天只摘了一小篮。



最后我们提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回家。

这就是朴实的乡村世界：小桥流水人家，却让繁华的城市在
烟雨中沉醉，在温馨的乡情中回味。乡村是一条走不完的神
秘的路，是一个让平凡的生活再度升华的故乡。我爱乡村生
活，更留恋那采摘中的喜悦，因为它有诗一般的韵味，梦一
般的恬美。

乡情北京初一篇六

乡村是我成长的地方，乡情是我的情感支撑。在我身上，乡
情的力量是深远而意义重大的。然而，写作如何体现乡情，
如何把乡情融入到作品中，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下文，
我将从个人体验和总结两个方面阐述我对“乡情写作”的心
得体会。

第一段：体验

在我的乡村生活中，最令我感动的，莫过于乡村人民的淳朴
善良以及他们对土地的深深热爱之情。他们埋头耕耘，用汗
水滋润着大地，用奋斗实现生活的价值。虽然贫穷，但他们
依然张扬自信，积极向上，这种坚毅乐观的品质也充盈在我
的心中，让我时刻感受到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

第二段：思考

如何把深深的情感融入作品中，我曾在写作的路上苦思冥想。
直到有一次，我回到了家乡，面对着那熟悉而陌生的景象，
才恍然大悟。作家的所言所写，都要永远紧紧地围绕着我们
内心的体验和情感，才能写出真正有力量的作品。因此，我
们要多体验生命，多思考，把自己在乡村的感受融入作品，
才能写出真正的乡情作品。

第三段：创作



在写作上，如何才能把情感表达出来，让读者能够真正感觉
到呢？我自认为，描写细节是一个重要的方法。细节能够烘
托出环境和情景，揭示出深层的情感核心。如同我的一篇文
章，我描述了一个少年在雨中走过枫叶小道，他回头看到自
己的父亲眼中满是爱，这一刻，少年的内心历经冷清和渴求，
得到了爱的滋养。细节感性而且直观，能够深入人心。

第四段：传递

作品已经创作完成，如何传递乡情，让读者了解乡情是另一
重要方面。语言的选择是尤其重要的。一般来说，用白话比
较容易表现乡情。节奏感强，节气节律，给人一种唯美和朴
实的感觉，有时候会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同时，语言要具
有魅力，要让读者愿意继续阅读下去，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情
感层层叠叠的家乡，这样，读者可以经历和思考，最终了解
到乡情的真正含义。

第五段：回顾

现在，回头来看写作的过程，真是让人感受到太多的快乐和
体验到太多的力量。我们的生活原本是这样的肆意和简单，
然而，通过写作，我们得以客观和准确地表达出深沉的自我
体验，这也是我们跟外部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同时，写作
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找到了爱与坚持的方向。乡情
是我们内心的呼唤，也是我们记忆的延续，把它写出来，才
能真正弥补内心的缺失。

总结：

写作并非单纯的技巧，而是在内心体验的基础上，借助文字
和语言来传递情感的一种艺术。通过对乡情的深入体验和思
考，对作品的精心创作以及对语言的高度讲究，才能够让我
们的文字充满力量和感染力。毫无疑问，写作让我们更接近
内心，更接近家乡，同时也找到了一种抒发情感的方式，让



人感到无穷乐趣。

乡情北京初一篇七

“爸，您怎这样爱喝茶？我怎么就喝不出啥滋味呢？”我端
起刚泡的茶递给爸爸说。爸爸响亮地喝了一小口，意味深长
地说：“这茶真好喝，靖安白茶，这可是家乡的名茶，你小
孩子不懂的。”“我不懂，那您就给我讲讲啦！”我急切的
说。“现在没时间，哪天我带你去参观茶园怎么样？”好啊！
好啊！”

阳春三月的一天，爸爸真的带我踏上了去茶园的路，当我得
到园长允许观察后，进入了茶园。春暖花开，茶叶也不甘示
弱，伸出它那柔嫩的叶子在雨露中欢笑，飘着浓郁的清香。
在茶园里，一棵棵被人们剪得整整齐齐的茶树，犹如一片片
绿色的台阶，盘绕在茶山上。又如一条条绿色的丝带，浓浓
密密的伸展着，多么养眼的绿呀！

茶树长得很矮，只有膝盖那么高，但我觉得它非常可爱，就
好像刚刚发芽的小树苗一样。站在茶园里，满眼的新绿，满
心的清香，心旷神怡，我呼吸着，微笑着，沉醉了！

茶园真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站在家乡的那片绿
上，仿佛置身于一片茫茫的绿色大海中。整座茶园被那绿油
油的茶叶点缀得那么漂亮，像一颗翡翠镶嵌在家乡的大地上，
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更加苍翠欲滴。望着满园的白茶，我
陷入了沉思：几年来家乡茶叶发展迅猛，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制作技术不断改进，茶叶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的腰包不断鼓
起，茶叶为家乡的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

我回到家，泡了一杯茶，我喝了一小口，感觉这茶是多么温
暖，多么清香！我喝出了家乡给我的幸福感！喝出了家乡给
我的自豪感！这茶就是家庭中的一部分啊！



人们说，家总是令人难忘。是的，家是一支古老而又深沉的
歌谣，在我心中奏起绿的旋律……我爱你，茶乡，茶香！

乡情北京初一篇八

乡情，是指对家乡、故乡的感情。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远离
故土，人们心中都会有一份乡愁乡情，想象着家乡的绿水青
山、风俗人情，思念着亲人、朋友和儿时的快乐时光。而在
写作中，乡情是一种难得的创作灵感，也是尤其值得细细品
味的感情。在此，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笔者想借此机会分
享自己在乡情写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情感切入

人们对于故乡的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正因为是血浓于水的事
情，所以描写时就更容易直击读者的心灵深处。尽管笔者已
离开家乡多年，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乡情深沉的感受和真实的
体验。每次回到家乡，在阔别已久的乡土上寻找一份归属感
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想要写下心情的念头。
通过多年的写作实践，我渐渐悟出了让写作从空中降落到土
地上的窍门。

第三段：多角度刻画

在写作中，我并不只停留在对家乡的美景和人物的描写，而
是从多个角度对乡情进行深入挖掘。除了简单的外貌描绘外，
更要从内心感受入手，探寻故乡对我的影响，或者寻找我对
家乡的思考、对家乡未来的期盼。还可以从风俗习惯、美食、
节日、教育和社会等方面展开，从而更为立体化地呈现出整
个家乡的人情冷暖，这也能够更好地唤起读者的共鸣。

第四段：鲜活的具体细节

乡情写作最让人难忘的要莫过于那些鲜活而具体的细节，它



们犹如点缀在作品中的明珠，让整个作品更具生命力和感染
力。比如说，与兄妹相依为命的贫困生活、在故乡小巷中玩
耍的儿时趣事、在田间地头劳作时流下的汗珠、瓢泼大雨中
的奔跑、异乡漂泊的思乡之情，这些都是可以反复品味和细
细品味的细节内容。

第五段：结语

总的来说，乡情写作其实并非一定要有华丽的辞藻和恢弘的
叙述，关键在于对真实的、深沉的心灵的抒发和表达。我的
写作实践告诉我，写一篇好的乡情作品需要有真挚的情感、
多角度的刻画、鲜活的具体细节等因素。这些都是能够让读
者更好地感受到作品味道的元素，也是打动读者的灵魂的关
键之一。相信随着乡村振兴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写乡
情作品的素材和创作空间也将愈来愈丰富。

乡情北京初一篇九

从坍塌的老屋里，看到土炕砸裂的芬芳

尘土在飞扬，空气中散发着开裂般的想

不断扒开，灶台里那些美丽的梦

就象灵魂在滋润老屋的想

在斑驳的土墙上，朴素的画在缄默中哭泣

一滴泪变成一行泪

在灰土的叮咛中

发出期许的叫声



就象乡音铺天盖地的扑来

一滴滴泪水在奔跑中释放

把美丽的子夜硌得生痛

在蓄满胸膛的月光里

蹲了好久

地图上翻破了也找不到小村的村落

我就象蹲在瓦凉的月亮下

依然托举着祖辈留下的河流

在穿透的爱里细细的想

那刻在脚底洄渡的思念

在一缕缕拉长

就象我的深眸里有一粒爱的种子

在生根发芽

那坠落枝头的美妙

象炊烟一样的袅袅

我是背着故乡的风

走入高楼大厦

但我还是



恋爱故乡的模样

尘土中那灰土土的想

站在小村河岸上

朝我挥动秀手的露露

光着美丽的小脚丫

踩着清凉的河水

向我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