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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
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朝花夕拾读书感悟篇一

《朝花夕拾》的开篇之作《狗，猫，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鲁迅先生用了对比与讽刺的手法，借物喻人。他的仇
猫，理由，怎么仇猫都写得惟妙惟肖，趣味十足。还有鲁迅
先生无意中救的那只小隐鼠，看了他的描述，我都想养一只
呢!小隐鼠不惧人，很可爱，像小墨猴一般也喜欢舔墨，满足
了鲁迅先生一度想养一只小墨猴的愿望。下面小编就给大家
分享几篇关于朝花夕拾读书心得的范文!

《朝花夕拾》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里面讲述
了鲁迅童年及青年时所经历的往事。《朝花夕拾》中的很多
文章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其中还包括我们学过的课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书中共有篇文章。作品的
先后顺序是以作者从童年到青年的生活来安排的。《朝花夕
拾》中对人物的描写非常细致，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写寿镜吾先生读古文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
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让读者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
这个场景，并且感觉非常真实;《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阿长睡
觉时“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
没有余地翻身”，晚上有个人这样睡着，把自己的位置给占
用了，那感觉一定不好受。诸如这样细致的描写还有很多。



在这十篇位置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这是鲁
迅写他青少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文章，文章重点写了他的老师
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对学生非常关心，而且在教学上非常严
谨。文章中写他拿去鲁迅上课时抄下的讲义，当鲁迅拿回讲
义时，讲义从头到尾，都用红笔添改过。鲁迅在讲义上的一
个图画错了，藤野先生还帮他指正，并和蔼地给他讲解。这
些情景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藤野先生的个性特点。而且藤野
先生对鲁迅这样的有潜力的学生要离开学校后，感到很惋惜。
藤野先生在鲁迅的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朝花夕拾》不仅仅是一本回忆性散文集，同时也蕴含着许
多哲理，每次翻开它，都会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亲切感。这
是我们人生中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代表作。因此第一次读是在四年级时。
第一篇读到一半时，觉得索然无味，扔下。到现在才拿出来
读，颇有些意思。

鲁迅自己说，《朝花夕拾》是从回忆中抄出来的。长短不一
的散文往往都藏着深刻的秘密。我更喜欢他的回忆性散文，
比如说《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以及《藤野先生》等等。
这些文章相对有趣些，尤其是回忆童年的文章，我觉得是妙
极了，尽管有时加了一些批判性的文字进去，但毕竟还是有
趣的。鲁迅的笔下，有菜畦，有桑葚，有会唱歌的蟋蟀，有
小人书，也有各种各样严格、慈祥或丑陋的人。童年虽在黑
暗中，但美丽的童真和趣味都跃然纸上。

书中的文章一般都夹叙夹议，又描写、抒情，鲁迅自己
说“文体很复杂”。就是这种捉摸不透的文体反映出了鲁迅
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不满的情绪。他的议论或抒情都直指当
时社会的弊端，所以人们一直都说他是用笔杆作斗争的战士。
从他挑战、批判传统的毫不留情，看得出他深深地愤怒和失
望。他是悲哀的，也是伟大的!



鲁迅在书中有喜有悲。和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交谈时，他是快
乐的，与淳朴的人说话时，他是和善、客气的。他为命运多
舛的正义人士悲痛，他敬重反封建的人。真如他那首《自嘲》
中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的文笔有些失落，有些愤怒。从文章及注释可以看出，
责骂他的人不少，嘲笑中国人的也不少。在那样一个正义无
法伸展的空间了，在那样一个闹市一样的时代里，谁都没心
思也无法写出和平的文章。鲁迅的笔不平静，它跳进了很多
运动，它讴歌正义!

也许现在这本书还苦涩难懂，但他激起的激愤却能真切感受，
这就是鲁迅的力量，光明的力量!

手捧着脍炙人口的巨作----《朝花夕拾》，擦拭上面久矣的
尘埃，轻轻翻阅起来。

鲁迅先生的童年也并不乏味，他虽是乡下人，却可以随城里
人一同上学;它有趣味横生的百草园;他在雪地捕鸟;他在上课
时偷偷画画。似乎鲁迅的童年是在一首圆舞曲中结束
的。“枯燥，乏味”则是鲁迅先生对书屋最好的诠释。稍稍
偷懒一会儿，就会被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
了?”喊回来。从这本《朝花夕拾》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似
乎感染了我，让我看到自己童年的光辉事迹。

小时候，我经常坐在外婆家的河岸边，看见古老的大桥下边，
向着我游来一只只小鸭，歪着脑袋，掰着手指数“一只，两
只，三只，五只……”;喜欢把外婆洗好的衣服丢进脏水盆，
想到这儿，心中有些窃喜，似乎是一个小阴谋得逞了。

鲁迅先生的童年趣味横生，而鲁迅先生的中年更是为国奉献。
他非常具有战斗精神，他用他的一支笔与敌人进行战斗，他
创作了大量作品，如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
《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



家的作品，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还有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的
脊梁”，以笔作枪，写出了旧中国的弊端。如今的我们，应
该好好学习，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发努力。独酌花酒
释胸竹寒衣不胜暑朝花夕拾谁归属甜酸咸辣苦看过的回忆录，
大都是风花月残、捕风捉影的闲情逸致，倒没见过这夕拾的
朝花也别有风味，也是，百味不离其宗，朝花夕拾一样艳。

第一次读《朝花夕拾》，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只读了
第一篇文章《狗·猫·鼠》的前几页，觉得实在太没意思了，
只是平淡地写出自己对三种动物的感觉与看法。于是我当即
便给这本书下了结论：无趣、老土。

之后读起这本书，则是在一个月前。这次，我细读了整本书。
我沉醉在书中描绘的世界里，沉醉在作者经历过的许多事情、
看过的许多书中，沉醉在作者童年的有趣生活中。这一次，
我重读了《狗·猫·鼠》，终于明白了，这篇文章是针对当
时的“正人君子”，嘲讽他们所散布的“流言”，表现了作
者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鲁迅1920xx年所作的回
忆散文集，里面的文章共有10篇。其中《琐记》、《藤野先
生》、《范爱农》3篇文章，写的是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前
往日本求学和回国后的一段经历。而另外7篇，则记叙的是鲁
迅在故乡时的一些童年时光，读者能从文章中看出当时的社
会与人情，是了解少年鲁迅的一条途径。

鲁迅先生也不忘批判当时的封建思想。

阅读着作者的童年，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童年的天真浪漫，
令人向往。这些文章是鲁迅先生在逐渐老去的时候写就的。
人将老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点点滴滴，回忆起当初的
味道，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我们的童年也在一步步离我们而
去，只留下一个个酸甜苦辣的回忆。我们应当珍惜这些回忆、



珍惜自己的童年，不断地去回味，不断地去领悟，相信有一
天，我也会有属于我自己的一本《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全书十篇文章，外加一篇《小引》一篇《后
记》，是鲁迅唯一一本散文集，是鲁迅回忆童年，少年和青
年时期不同生活经历与体验的文字，是记叙文、是回忆性散
文。书中有《五猖会》里“我”对儿时急切盼望观看迎赛神
节的急切心情及父亲逼“我”背诵诗经时“我”的痛苦感受。
有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的故事。
《父亲的病》又讲了鲁迅的父亲因为庸医而误人的故事。同
时也痛斥了当时的社会，不过喜欢的是鲁迅先生的童年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七年级也学过，有喜欢
里面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语句。“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
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
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
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
就有无限趣味”首先“不必说”就勾起了读者的兴趣，“单
是”更引人入胜。两个“不必”本已兴趣盎然，可见“那短
短的泥墙根一带”更是其乐无穷啊!所以，我佩服鲁迅的文字。
更羡慕他多彩的童年。

儿时的生活就像一列火车，包厢里满载着我们美好的回忆，
无论酸、甜、苦、辣，都是一笔可贵的财富;它又像五颜六色
的彩虹，绚丽而多姿。虽然自己的童年没有鲁迅小时候的烂
漫，却也无比的有趣。我记得，自己因不认识雪，而用小碗
盛了当“奶粉”吃;因爱护一朵无名小花，却把妈妈的金瓜秧
给拔掉了;又学小树长高给自己浇水，则让自己发了高烧，这
些事情，现在想也真是搞笑，傻得透顶。不过也给我的人生
中增添了一丝喜悦，小孩子，哪有不犯傻的呢?说实话，这也
是我们一辈子中最纯真、无邪、善良、没有烦恼的时刻，它
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也希望我们的家长不会去束缚孩子的
自由，锁住孩子的心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也在童年中体会到了自己的感受。给孩子一片广阔的空间吧，
他们渴望快乐。



《朝花夕拾》，给了我无限的感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唤醒了我对儿时的眷恋。

朝花夕拾读书感悟篇二

手捧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品味着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年
少轻狂时的童真，神思似乎也飘向了那份曾经属于我们的逍
遥日子。

《朝花夕拾》正同于它另类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巨
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老了，累了，
回味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初的味道，想必
还别有一番滋味吧。清晨绽放的鲜花有了晨曦会显得更加娇
嫩，到了夕阳西下时分去摘取，失去了刚刚盛开时的娇艳与
芳菲，晚霞的照射却使它平添了一中风韵，那若有若无的清
香在风的导送下，让人浮想联翩。像是在尝一道佳肴，细细
咀嚼，幼年时童真的味道留在心头，慢慢漾开。

鲁迅先生是一派大作家，他的童年并不乏味。他是乡下人，
却能和城里人一样去读书。少了乡下孩子的粗狂，多了一份
知书达理。少了城里孩子的娇气，多了一种大度气派。他怀
念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小虫子们为伍，仿佛这样的
童年才够味儿。趁大人们一愣神，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神速，
钻进百草园。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也会来伴奏，鲁迅的童
年似乎是在一首大自然圆舞曲中度过的。

枯燥，乏味，是对鲁迅先生在三味书斋的的诠释。稍稍偷懒
一会儿，也会被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了?”
喊回来，整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闲来无趣。

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
或许鲁迅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他用一个孩子处世不深的
目光探射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



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写文章，最主要还是看他
的文章里有没有感情。老师也曾说过：只有情感才能把文章
变成有血有肉的。我不得不承认鲁迅确实厉害，他的一切话
语虽然平淡朴实，炽热的情感却展露无疑。他希望与大自然
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山水间流连，向往与小虫子们打成
一片的日子。读着读着，仿若年迈的老人顿时变成了一个活
力四射小孩子，身上散发着阳光般的气息。

小的时候，自己也曾拥有过那样的光辉世纪。喜欢坐在河岸
边看着鸭子从身前游过，颁着手指头细数“一只，两只”;喜
欢奔跑在林间小道，抛开心中的不愉快，尽情去笑，不用管
礼数是否;还喜欢躲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看着同伴进进出出找
自己的忙碌身影，最后因为自己躲的技术太高超，无奈，只
得向我低头认输。想到这里，心中有种窃喜的感觉，说不上
来是什么。好象是一个小小的“阴谋”得逞了，又象是躲过
了一场小小的“灾难”。

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朝花夕
拾》，去领略一下鲁迅的童年，慢慢体会其中的幸福童年味
儿吧。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代，
一样的快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朝花夕拾读书感悟篇三

《朝花夕拾》一书是鲁迅所写的一部散文集，记录了他所回
忆青年时期的往事感想，并用文字对社会进行有力的抨击。

鲁迅先生是上世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同时，他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
等等各个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终生奋战投身于革命上，
用文学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医治人们“受伤”，“错误”
的心。

就在这一位伟人笔下的书中，我认为印象深刻的是以下两篇：



第二篇《阿长与山海经》讲述的是“阿长”长妈妈与作者自
己的平日琐事。作者不太喜欢阿长，不仅是因为夏天时晚上
睡觉阿长在床上摆成一个“大”字，不给自己翻身的余地，
还因为她懂许多作者所不耐烦的规矩。后半段说到了作者渴
慕着绘图的《山海经》，阿长知道后，就把它买了回来，这
让作者对她产生了敬意。最后一节作者感叹了对长妈妈的真
诚怀念，用感叹号结束了本文。我认为长妈妈是个很善良，
有时也有让人讨厌的“自私”的劳动妇女，她有时处处为鲁
迅着想，有时却毫不在意鲁迅的感受。在鲁迅的笔下，可以
看出她朴实善良，唠叨迷信的鲜明性格。

第七篇《父亲的病》写了几件作者在父亲生病，四处求医的
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同事穿插了几位名医在诊断病人时的表
现。他们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
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最后用表达
出作者不能让父亲死得没有痛苦，用愧疚结束了全文。

读完后，我深刻的理解了所谓“朝花夕拾”的真实含义。这
不仅仅是对陈年往事的一种回忆，更是一种需要“拾”起来，
重新审视问题，并且真实的，有效的对目前社会乱象的改变。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鲁迅的名言更是
深刻的体现了他为人民效忠出力，不求回报的革命品质。

朝花夕拾读书感悟篇四

看!可是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他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
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
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
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
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

如此地嬉笑怒骂，让“人”怎么还站得住，无怪先生
说：“俯首甘为孺子牛”了。



小小的“鼠辈”本不值得喜爱，但因为有了猫的对比，却让
我们感到了“鼠辈”其实也有它的可爱之处。怪不得有了可
爱的小舒克贝塔老鼠，想来作者也是看了先生的“隐鼠”而
受到的启发吧!

朝花夕拾读书感悟篇五

《朝花夕拾》是一部有关少年儿童的书，相信到我长大的时
候，有了成长的经历，再来读这本书，会发出更多的感想，
会掩卷深思，唏嘘不已。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我很早就看过，可惜一直没有时间，
也没有胆量去写读后感。上了初二，便想要重温一遍，写一
篇读后感来。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
民主战士。中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他的《狂人日记》，他
讨厌封建习俗，并敢于说出来，写出来。他认为《二十四孝》
是虚伪和残酷的，他还要用“最黑，最黑，最黑的咒
文”“诅咒一切反对白话者，妨碍白话者”。鲁讯先生是以
笔为枪的战士，他的子弹是打在敌人的心里的，他的子弹是
敌人躲不过去的。同时，也好像是一只战斗的号角，使被奴
隶的人民觉醒，参加到民主斗争的活动中去。

《朝花夕拾》则与鲁迅的其他文章不同，它讲了鲁迅的童年、
少年、青年时代，是鲁迅的一本散文集。它收录了十篇文章，
还有一篇《小引》和一篇《后记》。我记忆最深的是《五猖
庙》中鲁迅父亲让鲁迅背会书再去看戏，而鲁迅“梦似的就
背完了”，但却“一字也不懂”;反倒还使“水路中的风景，
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
有什么大意思”。这场冲突，写出了鲁迅父亲对儿童心理的
无知和隔膜，也使我读来倍感亲切——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父母总要以背会某篇文章为目的，带我出去玩，正玩得兴起，
突然要我背书。纵使老大不情愿的背会了，几天后又如垃圾



邮件一样从头脑中删去了。虽然父母出发的念头是好的，可
是到最后来什么也没记住，反而闹得不愉快：游玩也没有尽
兴，背会的书也没有记住，倒是得不偿失了。

还有《狗·猫·鼠》。鲁迅对弱者的同情便跃然纸上，他为
了猫杀死了他的心爱的隐鼠，仇视猫，怨恨猫，正如仇恨那
些暴虐者一样。而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对在长辈去世前大
声呼叫持不赞同意见，因为这样加大了病人的痛楚，也对子
女没有什么好处，无非是落一个“孝”的名声。“可医的应
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这是鲁迅的
看法，他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敢于反对传统的做法，这是
人类历很少有的。鲁迅的一些新想法，一些辨析，读来很是
精辟，却易于引发出读者的同感。

《朝花夕拾》是一部有关少年儿童的书，相信到我长大的时
候，有了成长的经历，再来读这本书，会发出更多的感想，
会掩卷深思，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