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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
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篇一

这是作品的整个讨论，前者为“书”的印象是，有很多故事，
有情节。今天是这本书的纸张类型的第一次接触，在这个陌
生的推理，实在太难看了。它的每一个字可以理解，因此，
只有最冷静的思考在里面平静的时间阅读。我个人认为，对
于这样一本书只读一次收获不够的，有重读的前几章，发现
一个框架，还可以与作者的写作整本书的意图分析相结合，
要表达的意思这句话的，因此，对于现在的小学，我也只能
算做在书说话的一切。

佩服书中的说理，文字在乡下生活是否有作用研究本就已经
很难论说，但作者可以通过将城里教授的孩子和乡下一个孩
子形成对比分析清晰地让人理解：城里人只熟悉城里的事物，
正像乡下人只熟悉乡间一样，乡下人会在城里的人因为一些
无知受到人们嘲笑，城里人同样也会在乡下遇到很多不认识
的事物，虽然没人嘲笑以及他们，但说彼此“愈”确实存在
没有企业根据。城里孩子学习学得好成绩高，但捕蚱蜢不如
乡下教育孩子，这都是一种平等的，文字在乡下不如在城里
普及就像城里人不懂农家科技知识都是一样是很自然的。于
是教师要想实现文字下乡，文字在乡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要不断加快经济转型，充分而有力。

无论是立足之本的讨论，或从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原
生”的国家，一个憨厚，用黄土样的国家性质的成分。中国
人自己有一种“土气”，平静，诚实，没有心计，中国人含



蓄，他们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否定”，继承
了这一传统，在当地社会，传承至今。

曾经的乡土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正逐渐向着“浮士
德式发展”。在当今我们中国，许多企业新型教育思想进行
冲击着就有的传统，这是一个乡土社会工作面临的机遇，保
持就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通过吸收新的文化，加快产业转型，
这是当务之急。

根据作者对礼治的定义，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礼治社会，和
谐社会，一直被视为主流，德法协调。正是因为礼治思想的
准则，法律才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
它并没有道德观念那么流行。笔者认为人的统治有时可以达
到法治的效果，这是人的统治具有悬念和惩罚的灵活功能。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篇二

《乡土中国》我没有读之前心里就想乡土中国是一种以怎么
样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我读完了《乡土中
国》之后给我的答案是脑袋里出现一幅画面里面有的父亲和
母亲辛勤劳动的背影和我家乡父老乡亲他们在田地里播种辛
勤劳动的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泪水悄悄的滑落下来打湿了
我的衣服我开始想家人以及家乡的人民和山山水水了，《乡
土中国》读后感。虽然农村没有像城市那么的繁华但有宁静
清新的空气有朴素人民，灿烂的微笑待人友善，他们懂得珍
惜生活和努力创造财富。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农村的一
扇大门。有人也许以为这本书写的早了，对于现在的情况很
不实用，我觉得倒不是。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到现在还闪烁着
光辉。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读过哪本社会学的著作在理
论和语言上胜过这本薄薄的小书。

有人认为费孝通在这本书最主要是提出了，“礼治秩序”及其



“差序格局”这两个概念。我倒是觉得他的成果是把乡土中
国的根子挖出来了，指出来为什么我们最近百年的变迁会如
此之艰难。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性是什么?先生在第一篇已经很好指出
来了。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
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
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
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
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
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
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
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
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
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他在谈论文字下乡的问题里面，他认为，在乡村社会很大程
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的教，在一
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
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读
后感《乡土中国》读后感》。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
析很多，也很深刻。

“差序格局”是费先生的独创，在书中，他打了个比方，将
西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
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
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
捆、扎、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
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通过这个比喻，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
现出来了：



首先是执行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实
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
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物上霜”就可以显现这点。而在西洋
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观念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
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存在。其次是判断标准的随机性。中国社
会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对于不同
的环境和人事，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我们往往讲的
是攀关系，讲交情。而西洋社会将的是权，社会对每个人是
公道的人对人遵守的是一样的规则，就是要互相尊重权利，
而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再次就是模糊的
社会组织的界限。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的概念，
在中国，“家庭”这词是含糊得很，可以是自己和太太，可
以是加上孩子，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而在
西洋社会，“家庭”就是指他以及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明
确得很。最后就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
就是阶级社会，上下级关系的明确规定，使得社会层次分明，
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是由等级差别的。而在团体格局中，人
是平等的，是被一视同仁的。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的
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礼治秩序的全面打破，血缘和地
缘的分离，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
围内，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乡土本色被
花花世界所淹没。

当然，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即使她从“农业大国”
到“工业大国”。中国人骨子里的私德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
却反而有一种加重的趋势，社会上盛行的“各走各路”的风
气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地冷漠。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是孕育于农
业文明中的，中国人身上的“泥土味”是不会失去它的香气
的，所以老有一些“城市人”在那里鄙视“乡下人”，那就
有点可笑了。

以上是本人看完《乡土中国》后的一些想法，其实看完《乡



土中国》之后有许多的感想，但又不足以成文，所以只将能
成文者呈现出来了。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篇三

最终想补充一点自我另外的想法，同城市完备的基础设施、
便利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医疗教育资源，农村自是不能比的，
城市成了人们汲汲以求奔向的地方，农村逐渐虚空成空巢，
某种意义上，乡土社会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落后、负累，
但其中的乡土之情却不是能够如此这般轻易抹去的。经济在
发展，物质在充盈也在被摧毁，但情感，我们不能轻易说放
弃。乡土社会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传统，那种贴近
泥土的亲近自然，那种比邻而居相互串门的热情街坊，还有
鸡犬相闻的那份安逸闲适，都是乡土社会中诸多概念构建的
骨架中鲜活的血肉，在这个城市化不断发展、农村逐渐被淘
汰的时代，也能化作一种让人割舍不下的情怀。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篇四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而成，内
容以费老在西南大学和云南大学的所授课程“乡村社会学”
的讲义构成，以中国的基层社会为大背景，涉及道德体系、
社会治理、民风民俗等方面，深究中国传统社会特质，挖掘
中华传统文化内涵。

其中令我颇有感触的，莫过于整个社会经过了生活大变迁、
制度大变革，中国的乡土社会依然是一个安土重迁，生于斯、
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处于乡土社会的每个个体，无需刻
板的法律规章来进行自我约束，人们依靠着长期形成的社会
关系纽带来规范自我，一代又一代的长辈们通过生活经验累
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到每个乡土人儿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
形成习惯与品格。换言之，以一个人为出发点，其长期生存
积累的生活智慧、道德规范通过关系纽带影响到了家庭内的
其他成员，由小家到大家，由大家到大国。数人成家，万家



成国，个人与国家之间是心心相通，密不可分的。

当前严峻的抗疫难题，是国家大考亦是人民自考，考验国家
的治理能力，也考验着每个人的人性品德。众志成城争跃进，
万家移石断中流。感恩许许多多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战士们，
用瘦弱的身躯支撑起我们整个社会的国泰民安。生长于斯而
感于斯，识人情事故而不世俗，情系小家，情系国家。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篇五

在看《乡土中国》这部小说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便
是“乡土”这一个词了。这确实概括了整个国家中乡村地区
的特点。在这本书中“乡土本色”很好地介绍了何谓“乡
土”。

乡土，直译为家乡的土壤，可它的内涵却不止如此。它寄托
着人们的`情丝，童年，也展现了中国的发展。这些也都离不
开家乡的土壤。

种菜是我们乡村人的本领，做其他行业的人想要换个地方继
续发展是个简单的事情，但对于乡土的农民来说却不是件易
事。土是搬不动，搬不走，也搬不了的。农民只能在自己耕
作的那片土地上守护着它一辈子，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所
以文中也有说：“待候庄家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
里。”这也是因为农民们的心留在了土中，挪不动了!这些农
民都将自己的身心交给了土地。他们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
他们一辈子都在那;但他们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他们可以一
辈子都在那。

不仅只有农民，连他们的后代也是这样，书中有说：几百年
间，在这里生活的人，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姓。他们在后代
人口增加虽然会有人离去，但总是会有人留在本来的地方继
续生活耕种，留下来的人或许就像张嘉佳写的那样“我花一
辈子交的朋友不要，去城里认识陌生人吗?”而那些远去的人



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本领，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耕作，开辟
耕地。

好像从前几年开始就会有外国人说：中国人去到哪，就把地
种到哪。事实也确是这样没错。有些到国外去生活的中国人
带着乡土的本性，在那里他们都会买种子来看看院子里能种
什么蔬菜水果之类的农作物，现在好像很多人喜欢砸自己家
中种菜，不管是公寓还是别墅，我们总能找到地方种菜，就
连宿管阿姨也在宿舍门口找了一地还没有卫生间那么大的地
种上了青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