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心得感悟(优秀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
何写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
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朝花夕拾心得感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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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心得感悟篇二

我喜爱在有空时回忆往事，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在迷人和
晕眩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一个个生
动的.画面，一件件永难忘记的事情，一张张亲切、熟识的面
孔，这一切构成了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回忆。使我整个放松了
下来，将现在的一切苦恼抛之脑后，沉醉与其中。

小时侯，我会在课堂上由于老师的一个小错误而举手指出，
否则决不罢休;如今，即使，老师一连几个错别字或小毛病，
我除了查字典，翻资料外，就不会有其他动作。

小时候，我会由于捡到一枚硬币而欣喜若狂，并得到父母、
老师的表扬;而如今的我，看到地上有一枚硬币，看一眼就过
去，对它置之不理。

小时侯，我会由于晚上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感到恐惊因此大吵
大闹，现在，晚上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没有
恐惊，只是想一些琐事。

童年就像一杯浓郁可口的咖啡，品尝时很甜蜜，但甜蜜中带
有一点苦涩;而成长则像一杯芳香四溢的茶，入口或许很苦，
那是由于你失去了童稚，失去了那份坚持的士气，失去了一
份心灵依慰，但随后你就能品出这茶的醇美、香甜，让人回
味无穷，你在成长道路中学到、懂得了很多。

童年的回忆就像一本令人难忘的日记，不经意一翻会让你感
到流连忘返，哭笑不得，但更多的还是欢愉与喜悦。当我们
有空时，不妨品品成长这杯茶，翻翻这本“日记”你会发觉：
自己得到了很多。



朝花夕拾心得感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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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心得感悟篇四

《朝花夕拾》的每一篇文章都很清晰地表达出鲁迅先生对所
写的事情的感情，例如：《五猖会》——描绘出封建家长对
儿童的压制和摧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
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生活的回忆，表达了他对百草园的
喜爱以及对三味书屋学习生活的热爱；《藤野先生》——写
的是最使鲁迅先生难忘的一位日本老师，表达对他的感谢之
情。

总体看，《朝花夕拾》写的是鲁迅先生年少时代以至于到日
本前后的假设干生活片段，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
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
表达情切感人，又有机的融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
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的回忆性散文。
步入初中，我们初步认识了鲁迅。我们也曾学过他的许多文
章，比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等。这些文
章写的事情看起来都很美好，但是也不乏一丝凄凉。自从我



读过这本《朝花夕拾》，我对鲁迅有了新的认识。

在书中，我了解到许多鲁迅童年的事情。鲁迅的家里丰衣足
食，不被生活琐事所困扰，所以他的童年是很幸福的。他可
以进入三味书屋里读书，他还可以和同伴们一起在那里玩耍，
一切都那样美好。但是在鲁迅的家中突然发生了一场决定他
命运的风暴，鲁迅也因此四处漂泊。但是鲁迅并没有被这次
的灾难所击倒，他开始四处求学。在这篇文章中就有很多表
现出鲁迅的情感的文章。《朝花夕拾》中有许多鲁迅亲身经
历过的事情，比方《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就以自己来刻画了
人物的形象。因为鲁迅童年时酷爱画画，当收到长辈送给他的
《二十四孝图》时，本来快乐极了，接着就是扫兴和反感，
所以他也借着这篇文章写出了自己的反感和厌恶的事。文中
还有的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说出自己想说的事，比方《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狗，猫，鼠》就用辛辣的笔调挖苦
了“现代评论派”的“媚态的猫”式的嘴脸。《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里既写了百草园里风光的优美，也写出了在美好
的景物的背后的丑恶的嘴脸。总之，《朝花夕拾》是一本内
容丰富的散文集，作者在以儿童的眼光追忆往昔的同时，又
以成年人的眼光来做出新的'评论。

《朝花夕拾》中还附有《呐喊》的几篇文章。《呐喊》中阐
述了旧社会的种种事件。《狂人日记》中写了一个狂人收到
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怖心
理。他认定现实是一个吃人的世界，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
光看着他，深知，他觉得自己的哥哥要吃掉自己。小说揭露
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下掩盖的吃人本质，挖苦了封建制度
的腐败。

鲁迅的小说，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多方面的艺术享受，令
人常读常新。他的语言纯洁，简洁，生动，富有艺术表现力，
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多读一些他的作品。



朝花夕拾心得感悟篇五

谈起作者鲁迅先生，熟悉之感便涌上心头，他是我在很久以
前就十分崇拜的一位大文豪——“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
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
日，合理的做人。”他的作品就如他的为人一般，正直而充
满着人性的语言。《朝花夕拾》作为他的代表作，很好地诠
释了这些。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散文集，我们的“迅哥儿”
通过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回忆及对恩师和故友的深切
怀念，真实的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

而此书最为吸引我的内容要数最接近我们的“童年时代”了，
谈起这个话题，我的脑海浮现的便是“碧绿的菜畦，紫红的
桑葚，腿脚不稳的小鲁迅，站在光滑的石井栏上，跳上跳
下……”

没错，就是百草园，也是迅哥儿童年时代的乐园。描述这个
充满美好记忆的胜地那篇文章正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深深地被作者笔下那个神奇有趣又充满
着向往的地方吸引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鲁迅他在这十篇散
文中，唯有这一篇大大减少了他一贯的内容讽刺与揭露批判，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童心与天真，还有童年时代脑海中偶然
冒出的那些奇怪的想法与鬼点子。我想，迅哥儿回忆起那个
充满着童年记忆的地方时，一定是心中的童真再次被唤起，
带着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而写下的这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
吧!

读着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对童年回忆的散文，眼前不由出现
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面，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热爱自
然，向往自由的童真与童趣。

我的心中那份儿时记忆也就因此被唤起——我的童年时代是
在一个叫“冯家湾”的市郊村子里度过的，在那里充斥着我
整个童年的美好记忆，回想起来还真是记忆犹新，忍俊不禁



呐!那会儿，我有着许多的小伙伴，他们总与我一起到村子里
的大片油菜花地玩儿，偶尔还捉捉蟋蟀和蚂蚱，小心翼翼地
装进塑料矿泉水瓶里，在瓶盖上用铁皮戳几个洞想着不让这
些小东西闷死。喜欢在那块菜地上面开心地奔跑，你追我，
我赶你，累了就仰躺在这块不太大但又在我们这群孩子心中
如此之大的天地里，偶尔还会闻到泥土混着小野花的香味。
有一片儿地方还总能挖到弹珠呢!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一个难以忘怀的童年罢?只是他们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悄悄地藏进了你心底，鲁迅先生用他那独具魅
力的语言文字熏陶着我们的心灵一般，以人性、童真去感受
这个世界，卸去伪装，唤起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那个
即将逝去的童年将永远深藏于我们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