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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朱自清《绿》读书笔记（通用） 

朱自清《绿》读书笔记范文（通用 6 篇）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这时最关键

的读书笔记不能忘了哦。现在你是否对读书笔记一筹莫展呢？以下是

小编精心整理的朱自清《绿》读书笔记范文（通用 6 篇），供大家参

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朱自清《绿》读书笔记 1 

一直以来对绿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的心情，这种心情总在心头涌

动，但总说不清道不明，直到读了我的扬州老乡朱自清先生的散文

《绿》。 

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这样说道：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

梅雨潭的绿了。初读文章，就被这他的惊诧所吸引，我不明白一色的

绿为何让他这般的惊诧，从小生长在农村，见惯了禾苗的青绿，到处

都是铺天盖地的绿，怎么还会有人对绿有这样的感觉呢？我顺着他的

惊诧望去，梅雨潭在他的笔下竟然有着如此“醉人的绿、奇异的绿、

厚积着的绿”。“飞花碎玉”般的瀑流流入像“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

的潭中，“闪闪的绿色”如“离合的神光”，皱缬着的绿波像“少妇

拖着的裙幅”，滑滑地明亮着的水光像“柔软鲜嫩的鸡蛋清”，纯净

的水色像“温润的碧玉”，整个深潭像是“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

似的鲜润”。先生用了大量的生动、形象的比喻，从视角、触角、感

觉等角度展示“奇异的绿”、“醉人的绿”。置身于他的绿中，我也

被感染，被陶醉，也惊诧于梅雨潭的那一片绿意，甚至生发出许多感

悟来！ 

是啊！绿也许就是生命的本源，绿也许就是生命的体现，绿也许

是生命的慰籍，绿也许就是生命的圆满。张开眼，绿随处可见。不管

是枝繁叶茂的大树，还是零星点大的小草，都在向你昭示绿的存在。

绿，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一片绿，都洋溢着生命的希望和澎湃的

激情。无需纷乱的点缀、无需斑斓的色彩，简简单单、素面朝天，也



能给人深深地感动。每一片绿都能让人联想到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

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无论是春天的播种、夏天的勃发，还

是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孕育，无一不是绿的创举。领略着自然界各种

生命舒展着的绿色生机，人的心头会滋生出一种对生命的渴望。在生

机盎然的大自然的绿色面前，人可以也应该让精神世界留一抹葱茏的

绿意和一脉天籁的气息，留住生命中绿色的纯粹，让自己的生命状态

轻松、自由、博大、快乐。当你遇到挫折或是不愉快的事情后，为何

不扑入绿的怀抱中呢？绿意融融足可熨平你心灵的褶皱。尽情欣赏这

种简单，用心感受这份自然，难道还不够吗？ 

回眸先生文章里满潭撩人欲醉的绿和悠然宁静的美，我已不知归

途。“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探寻先生的感情脉

络，我想先生已把勇于探索进取的精神和对光明和理想的执着追求满

蓄在对一潭秋水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描绘中了。这一切应源于先生

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激情。沉浸在先生描绘的深深的绿中，我觉

得自己的灵魂升腾起来，仿佛变成一只扇动着翅膀的绿蝶，也在这个

充满生命的绿色世界快乐地翔舞！ 

品味绿色，感受生命；品位绿色，感悟生活。那一片我心中的绿

啊。 

朱自清《绿》读书笔记 2 

大凡喜爱和熟悉朱自清散文的读者，都无法忘怀他那洋溢着诚挚

而又深沉的父子之情的《背影》，以及他那淡雅清新，诗情画意的

《荷塘月色》。这位浙江才子善于应用质朴，鲜活，细腻的文字，为

文或缜密，或含蓄，或绮丽，或洗练。他最为读者所熟悉的要数那类

绮丽纤裕，美景美意，细腻温婉的佳作了。《绿》便属于这类！ 

本文着眼于梅雨潭的绿，通过一系列精心雕刻的意象和“人化”

的意象，应用对比实描手法，将梅雨潭鲜润活泼的绿呈现于读者眼前！ 

首先，在行文中，作者细描出梅雨瀑的有声有色：“花花花花的

声音”，“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

眼前”，还有那“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的梅雨亭，

以及“晶莹而多芒”，“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



的水花。作者用这些精美的意象酝酿着，在一个潭清瀑美，亭奇水魁

的意境中引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梅雨潭的绿。那醉人的绿，那奇

异的绿，那厚积的绿，在作者细腻的感情里就如“少妇拖着的裙幅”，

“跳动的少女的处女的心”，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

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又如“温润的碧玉”，构成了一种鲜活灵动

的美质，以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使读者享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其次，作者用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扬，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

密的“绿壁”与梅雨潭的绿相比，不是太淡就是太浓；再让西湖的和

秦淮河的绿与之相比，则不是太明就是太暗。四次的对比，四次的升

华，将梅雨潭的绿活脱脱的呈现。 

然后，作者是这样活化梅雨潭“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

样一个妄想”，“但你却看不透她”，“可爱的，我将用什么来比拟

你呢？”。“我送你个名字，我从此就叫你女儿绿好么？”。这哪里

是和梅雨潭对话，分明是和心仪已久，貌美心慧，娇柔可爱，但又不

可及的少女呢喃啊！情话般的言语，轻煽读者之情，让人沉醉在这动

人动心的意境中，作者对梅雨潭的绿真挚的喜爱之情一览无遗。 

再者，不可忽略的是开篇独成一段的“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

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和与其呼应的'结尾自成段“我第二次到仙

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近乎重复的一句话，本已

强调了梅雨潭醉人，奇异，厚积的绿的无以比拟的美感了，一个“不

禁”更将此情升华，把梅雨潭的绿的情韵推上最高境界！ 

此番美感与意境，此种写作技巧。使我不禁叹之：妙哉！ 

朱自清《绿》读书笔记 3 

当我读完《绿》的时候，我被被深深地陶醉了，在这绿的仙境中

我仿佛真的感受到那么明亮、深密、醉人的绿。 

从文字间，我轻轻地抚摸，细细地品味，用心地感受。我仿佛飞

越了时空，与朱自清爷爷并肩站在梅雨潭边。当瀑布从山顶直泻而下

时，我会不禁吟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虽然梅

雨瀑布没有诗中的壮观，没有诗中的高耸入云，没有诗中的……却有着

独有的晶莹多芒，独具风韵，让我不禁感慨万千。放眼望去，梅雨潭



犹如镜般明澈，有节奏地摇荡，在深绿地伴衬下，散发着魅力，或像

深色的翡翠、或像水嫩的豆腐，或像带露的碧叶，真怕无意间碰碎了

它。 

若不是它离和的神光，怎能吸引朱自清爷爷的注意；若不是它神

奇的魅力，怎能使朱自清爷爷为它赞诵；若不是它晶莹多芒的瀑布，

怎能让朱自清爷爷为它惊诧。它没有长江一泄千里，它没有兵马俑般

世界闻名，它也没有长城壮观宏伟，它只有那种清新脱俗的绿，清澈

如境的明，颇似豆腐的嫩，那种独有的魅力。 

绘画的美，动态的美，音乐的美全部集中在了朱自清爷爷的笔下。

他写出了对梅雨潭喜爱，对温州的赞美，对大自然热爱。在笔墨的渲

染下，我也被这奇妙的大自然迷得神魂颠倒，如痴如醉，让我愈来愈

佩服这鬼斧神工、美丽神奇的大自然。 

怀着遐想、怀着感慨、怀着憧憬，合上书本，激动之心久久不能

平息，梅雨潭的那抹绿总是在眼前浮动。 

朱自清《绿》读书笔记 4 

绿，这种神奇的颜色，在朱自清先生眼中，是动人鲜活的。 

“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

这是朱自清先生看到梅雨潭中那醉人的绿时发出的。感叹。绿是醉人

的，绿是奇异的。我幻想着我也去了那梅雨潭，见到一大片一大片醉

人的绿，仿佛仙境似的，令人心旷神怡。 

梅雨潭的绿是少女，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她松松的皱缬着，像

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梅

雨潭的绿是多么美貌，是多么生机勃勃，以至于让朱先生看得如痴如

醉，把瀑布也没装在心上。放眼望世界，还有哪里的潭，哪里的湖，

哪里的绿有这般美丽动人？ 

我不禁想起了我家乡的那颗璀璨明珠——西湖。 

西湖，同样是一位少女，她一年四季都穿着裙纱，她的微波很明

亮，夏天总能看见她映衬着太阳的倒影。西湖会唱歌：风吹到湖面上，

会发出“啫啫”的响声；西湖会微笑：泛起微波时她总是在微笑。西

湖她也有活力，细柳、荷花衬着她的小巧可爱；樟树衬着她的高大强



壮。梅雨潭与西湖取长补短，便是人世间最美的天堂。 

梅雨潭，朱自清的向往，人世间的天堂；西湖更是如此。 

朱自清《绿》读书笔记 5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由朱自清写的，书名《绿》。这里写了

梅雨潭的绿是多么奇异；梅雨潭的绿是多么醉人；梅雨潭的绿是多么

可爱；梅雨潭的绿是多么明亮……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作者在这篇文

章中综合运用了比喻、拟人、对比的艺术手法，并且用大量的比喻、

拟人、夸张的修辞手法，使诸多美丽景色，构成了动态的感人画卷。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特点。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深。有很多非常的

生动的句子：“那醉人的绿啊！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

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我怎舍得你

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

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

吗？” 

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时，眼前就浮现出了那绿，那绿招引着我，使

我无比的神往，我要扑向它的怀抱！ 

啊，要是处处都有梅雨潭的绿，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干净，没有

因为环境的污染而生病致残甚至死掉。我们如果都想让自己的家园多

一份绿，出一份力，我想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 

朱自清《绿》读书笔记 6 

这篇文章融情于景，作者用全身心来体味着梅雨潭的绿。全文仅

四段，结构则较为紧凑。作者十分注意对词语的提炼、妙用，从而极

具亲和力，紧抓读者的心。此外，文章的修辞与抒情运用也恰到好处。

这便是它使我沉醉的原因了。 

文章起笔突兀，自然点题，这般开头，使读者留有悬念，同时，

作者说这是“第二次”来此地，才“惊诧”，是我猜想可能作者第一

次云游此地时，可能因季节、气候、心情以及背景而无缘于此景。 

第二段，作者妙用动词，行文流畅，质朴，向读者交代游踪，同

时为下文对梅雨潭的精妙描写酝酿、积累情绪、做铺垫。其中，“抬

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字用得尤为精妙，因黑白分明，这



“镶”字便浮现于作者的脑畔中了。还有，“这个踞在突出的一角的

岩石上”其中“踞”字运用得极为生动、传神，顿生雄壮之感。还有，

“绿意”隐隐露出盎然，颇具感染力。 

第三段，作者放下了包袱，荡开一笔，便可安心于梅雨潭中了。

第一句，“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

神光了”，通过“招引” “追捉”两词呼应，极有意境美。来到潭前，

作者的心与潭水融为一体，抒发着自己对潭水的热爱，他想用身体与

潭水接触，因为他太爱这个绿了。 

抒情时，作者说出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再配上助词，就相

当富有诗意。作者用少妇的裙幅，少女的心，鸡蛋清的软以及温润的

碧玉来从静态、动态、亮度、质地及色彩多角度来比喻潭水，接着又

用对比的手法，表明潭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其中还运用了反问句加

强语气。段尾，作者表达出他美好心愿的同时，用细腻贴切的语言感

染着读者。 

第二篇：《绿》朱自清 

在《浪漫鼠德佩罗》中，有一只老鼠叫德佩罗，他生下来就与别

的老鼠不一样 它的兄弟带他到图书馆教他啃书，它却担心那样会把故

事破坏；他爱听国王拉的曲子 同伴们认为他违反了老鼠与人类的规定；

他爱上了一位公主，公主也爱上了这只可爱的小老鼠，因为这样，德

佩罗将被送进地牢，会被吃掉。可德佩罗并没有遭受这样的局面。同

时，与众不同的耗子出现了，就是罗斯库洛。有一次，它逃出了地牢，

但是公主却后毒死了。因此它怀恨在心。同时，女仆想当公主，罗斯

库洛指使她把公主胁持进了黑暗的地牢。德佩罗挺身而出，冲破重重

困难，单枪匹马营救了公主，上演了一出不可思议的英雄救美的浪漫

剧。 

从这个故事中，我认识到了一个勇敢、坚强、百折不挠的小老

鼠。、 

第三篇：朱自清的绿教案 

一直以来对绿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的心情，这种心情总在心头涌

动，但总说不清道不明，直到读了我的扬州老乡朱自清先生的散文



《绿》。以下是朱自清的绿教案，欢迎阅读。 

设计理念 

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

文课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兴趣，自主发展。根据知识

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三个方面相

互渗透，融为一体，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教材分析 

《绿》是一片“金相玉质”的写景抒情散文。在教学中，要让学

生通过诵读等形式体会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通过对文中重点语

句的分析，把握文章语言的特点是。教学中，不要忽视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抓住文章的亮点引导让学生通过自主合作的方式来完成本

课的学习。 

学情分析 

本单元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让学生样成读书动笔的好习惯，而我们

农村大部分学生平时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教师千万不可为追求

新奇而脱离语文学习的本质。本节课就是要让学生长时间地投入在文

章的研读中，大胆地作批注。而这段时间里，不管学生写得如何，老

师都不能去打断他们的静悄悄的思考。只有全身心地投入一篇文章后，

学生才能感悟到一些东西，他们的朗读才会有味。也更有助于他们养

成读书动笔的好习惯。 

课型 

新授课 

课时安排 

2 课时 

三维目标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掌握圈点批注等读书动笔的基本方法，养成读书动笔的习惯。 

2、品味课文的语言风格，反复揣摩句子的深刻含义。 

3、感受文章所表达的感情。 

4、反复诵读课文，体会文中所蕴含的哲理。 



过程与方法 

1、指导学生通过诵读体会课文强烈的感情。 

2、对含义丰富的一些句子反复揣摩，把握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层意

思。 

3、指导学生通过圈点批注等方法理解课文内涵。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作者对美好境界的热情赞美和执着追求的感情，培养自己热

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朗诵并品味文章的美：生动的语言，精巧的构思，热爱自然，热

爱生活的感情;初步掌握圈点批注的读书方法。 

教学准备 

教学设计，教学课件，多媒体，远程教育资源。 

教学方法 

诵读法 合作交流 圈点批注法 写作练习等 

第 一 课 时 

教学要点 

诵读感知课文，了解行文思路。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欣赏几幅绿色美图(屏显)，请同学谈谈欣赏后的感受。 

1、学生回答后师激情导入：绿是生机，绿是希望，绿是生命。古

往今来，“绿”始终是文人厚爱的一种色彩。本单元的四篇文章都与

“绿”，有关，首先，我们随熟知的朱自清先生一起去温州仙台的梅

雨潭边，去欣赏那里的“绿”! 

2、作者简介(学生介绍后屏显) 

朱自清(1898 — 1948)，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

士。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

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

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代表作《荷塘月色》、



《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 

二、检查预习 

1、掌握下列生字词(学生对照屏幕订正) 

踞(jù)薄(bó)阴 几 绺(liǔ)棱(léng)角 

穹(qióng)尘滓(zǐ)皱缬(xié)什刹(shí chà) 

明眸(móu)善睐(lài)挹(yì)掬(jū) 

2、文章的文眼是什么? 

惊诧于梅雨潭的绿 

三、整体感知 

听配乐朗读，注意要求 

1、概括文章的行文思路。(分层次，写层意，连层意) 

2、本文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学生回答后明确： 

1、首先开门见山，一语点题;然后从几个不同的观察点写梅雨瀑;

再从多个角度描写梅雨潭的绿;最后进一步深化文章的主旨。 

2、首尾呼应 

四、合作交流 

顺着作者的行文思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思考： 

1、文章如何写梅雨瀑的?为什么要写梅雨瀑呢? 

请同学阅读第二自然段，其余同学边听边思考。 

学生交流、回答、明确 

移步换景法写梅雨瀑。 

第一观察点：山边 

观察到：梅雨瀑 

第二观察点：梅雨亭边 

观察到：梅雨潭的环境、梅雨瀑 

写梅雨瀑的原因 

描写梅雨潭周围的环境，交代梅雨潭的绿的成因; 

描写“梅雨瀑”是用来作陪衬，以显出“梅雨潭的绿”尤其令人

惊诧。 



2、作者用了“移步换景”的写景方法，接下来他的观察点移到了

哪里,看到了什么景致，感受如何? 

第三观察点：梅雨潭边 

观察到：梅雨潭的绿 

对绿的感受：醉人、奇异、似近似远 

集体朗读第三自然段，领略梅雨潭的绿的魅力。 

五、课堂小结 

本文开篇点题，然后“移步换景”，先远写飞瀑与梅雨潭周围的

环境，用“烘云托月”法写出自己惊诧于“梅雨潭的绿”，这是本文

描摹的重点，最后，首尾呼应，突出梅雨潭的“绿”给作者带来的强

烈的美的享受。 

六、布置作业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鉴赏犹如采矿，

你不动手，自然一无所获;只要你动手就会采到晶莹的宝石。”我们要

做那勤劳的采矿手，在《绿》这个丰富的宝藏中采到精美的“绿宝

石”。用圈点批注法对第三自然段进行赏析，理解作者是怎样融情于

景描写“绿”的?点评写作特点。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圈点批注，欣赏梅雨潭的绿;解答难疑，深悟主旨;质疑发问深化理

解。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让我们在朗诵中，再现梅雨潭那醉人、奇异、似近似远的绿 

二、圈点批注，鉴赏美景美文。 

作者是怎样融情于景描写“绿”的?用圈点批注法对第三自然段进

行赏析，点评写作特点。 

常用圈点批注符号 

● 生字难字 

。关键词语 



_ 总括句、重要句 

﹏ 佳妙句 

○ 段序(圈内写数字、放在段首) 

☆ 重要段落、重要语段 

(段内层次，加在层次开头 

有疑问处 

△ 要注意处，发表感想处 

学生交流、回答、归纳 

1、巧妙设喻，精于雕琢 

(1)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厚积着的绿;(形色 

深度) 

(2)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涟漪) 

(3)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荡漾) 

(4)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

样嫩; 

(波光 软嫩) 

(5)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清澈) 

师生一起美读这些句子。 

2、多面对比，衬托特色 

作者一气用了中国的四大名景与梅雨潭的“绿”进行对比，突出

梅雨潭的“绿”浓淡相宜的色彩美和明暗适度的色泽美。可见，梅雨

潭之“绿”在作者心中就是完美无瑕的“绿”。 

3、联想想象，丰富意境 

(1)裁你为带，赠给那轻盈的舞女, 她必能临风飘举 

挹你为眼，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能明眸善睐 

你能试着再用这样的句式仿写两个句子，给 “绿”增添一点新的

意境吗? 

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交流、回答 

(2)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 

“女儿绿”仿“祖母绿”而来，能否换成“祖母绿”? 



学生讨论回答 

总结：作者运用了比喻、对比、联想等手法，融情于景，表达出

作者对那“醉人的绿”的炽热而奔放的喜爱、赞美之情。我们从中可

以感受到作者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三、学贵有疑，学生质疑，共同研讨释疑。 

1、“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作者为

什么这样说? 

2、“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这里的“据说”仅仅

是道听途说之意吗?为什么作者紧接着说“但我觉得更像杨花”? 

3、文章有很多叠词，有何作用? 

4、第三段段尾有一个人称的变化，把亲切的“她”换做了“你”，

是不是一种行文不严谨行为? 

四、课堂总结 

经过我们的品味鉴赏，我相信，梅雨潭那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

美已经永驻你我的心间。在感受坐着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及对美好生

活的不懈追求的同时，我们也应做到热爱绿色、热爱自然、热爱生命、

热爱生活! 

五、布置作业 

反复朗读本文，模仿《散文家谈散文》，写一篇鉴赏小短文。 

(有观点，有根据，字数不少于 150 字。) 

板书设计 

绿 

朱自清 

山边——梅雨潭 

惊诧 梅雨亭边——梅雨亭环境  梅雨瀑 

梅雨潭边——梅雨潭的绿 

(绿之形状、质地、规则、色彩) 

巧妙设喻，精于雕琢 

多面对比，衬托特色 

联想想象，丰富意境 



 

第四篇：朱自清《绿》读后感 

书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源泉，提高人们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涵养

静气的摇篮。读书的妙处可谓无穷，书香更是浸人心脾，引人入境不

能自拔。下面是本网小编整理的朱自清《绿》读后感，欢迎大家参考

阅读！朱自清《绿》读后感一 

绿，这种神奇的颜色，在朱自清先生眼中，是动人鲜活的。 

“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

这是朱自清先生看到梅雨潭中那醉人的绿时发出的感叹。绿是醉人的，

绿是奇异的。我幻想着我也去了那梅雨潭，见到一大片一大片醉人的

绿，仿佛仙境似的，令人心旷神怡。 

梅雨潭的绿是少女，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她松松的皱缬着，像

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梅

雨潭的绿是多么美貌，是多么生机勃勃，以至于让朱先生看得如痴如

醉，把瀑布也没装在心上。放眼望世界，还有哪里的潭，哪里的湖，

哪里的绿有这般美丽动人？ 

我不禁想起了我家乡的那颗璀璨明珠——西湖。 

西湖，同样是一位少女，她一年四季都穿着裙纱，她的微波很明

亮，夏天总能看见她映衬着太阳的倒影。西湖会唱歌：风吹到湖面上，

会发出“啫啫”的响声；西湖会微笑：泛起微波时她总是在微笑。西

湖她也有活力，细柳、荷花衬着她的小巧可爱；樟树衬着她的高大强

壮。梅雨潭与西湖取长补短，便是人世间最美的天堂。 

梅雨潭，朱自清的向往，人世间的天堂；西湖更是如此。 

朱自清《绿》读后感二 

道德，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证实的。道德就像一

盏灯，照亮着我们的心房。道德是一双手，推开封锁在心里的窗；道

德是一扇窗，窗外是美好的天空；道德是一片天空，它孕育着无数纯

洁的心灵。道德是社会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行为规范，获得别人信

任的一个标准。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和奶奶一起坐公交车回家。因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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