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阅读感悟或启示(汇总5
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
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
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朝花夕拾阅读感悟或启示篇一

我手捧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品味着从字里行间透露出
的年少轻狂的童真，神思似乎也飘向了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
逍遥日子。

《朝花夕拾》这本脍炙人口的巨作，正同它的名字一样，是
鲁迅先生在中年写下的回忆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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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另有一番滋味
吧。就如清晨绽放的鲜花有了晨曦，会显得更加娇艳，到夕
阳西下时分去采摘，虽然失去了刚刚盛开的娇嫩和芬芳，晚
霞的照射却让它平添了一种风韵。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在风的
送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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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的童年并不乏味，他怀念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日子，
与小动物们为伍，仿佛这样的童年才够精彩，趁大人们一愣，
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速度钻进百草园。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
也来伴奏，鲁迅的童年似乎是在一首大自然圆舞曲中度过的。

枯燥，乏味是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最好的诠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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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喊
回来，整天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十分无趣。

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把我感染了，或



许鲁迅先生的文章有什么魔力，他用一个孩子纯真的目光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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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也曾经说到:“只有情感，才能把文章变得有血有肉。”我
不得不承认鲁迅确实厉害，他的话语虽然平淡朴实，赤热的
情感却展露无疑。他希望与大自然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
山水间留连，向往与小动物们打成一片的日子。读着读着仿
若中年的鲁迅顿时变成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孩子，身上散发
着阳光般的气息。

每个人都阻挡不了时间的脚步，童年总会渐行渐远，留下的
是一个个美丽的回忆。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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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
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快乐。

朝花夕拾阅读感悟或启示篇二

朝花夕拾，字面意义就是，早上的花晚上拾起，内在含义是
朝年的事被暮年回忆。

与旧事重提这个名字相比，朝花夕拾更加生动，有趣，鲁迅
先生称之为带露拆花。这是鲁迅先生他特意改的名字。

朝花夕拾的前十篇是鲁迅童年和少年时的事，以年少时自己
的故事为背景，用犀利的文笔批判着封建社会的各种阴暗面。
从迂腐的规矩到中医的无能，最后到24孝的负面，教育的愚
昧和见外。中国的封建社会给鲁迅留下了一道道伤痕，这也
许是鲁迅一直站在革命前线的原因之一吧。

先说说迂腐的规矩吧，懂得最多“麻烦”规矩的自然是阿长
了，阿长懂得许多过年时的规矩:包括一起床就说：“恭喜恭
喜！”然后再塞上一块冰冷的福橘……看得出，鲁迅从小就
对这类规矩表现出反感和讨厌。那个时候，鲁迅也许会想着
改变这个一成不变，死板的世界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父



亲的病一定坚定了鲁迅的决心。

鲁迅的父亲得病后，换了几个愚医轮番“医治”，鲁迅的父
亲终于不治身亡，于是鲁迅下定决心要“医人”。在鲁迅下
定决心之后，他从百草堂学到三味书屋。后因特殊原因来到
南京，进入了比较开放的雷电学堂，然后阴差阳错的得到了
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在鲁迅去仙台留学时，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他的
出现，改变了鲁迅的一生。

这位导师交给了鲁迅很多东西，就像冯卡门与钱学森一样，
他也教会了鲁迅很多学习以外的，对待知识的态度，批判别
人的勇气，等等等等。同样与冯卡门在黑板上写出再回二字
一样，他——藤野先生在鲁迅过世后写出了《谨忆周树人君》
这篇文章。

就这样，鲁迅在这位导师的帮助下，学习了很长时间，直到
坐在全是中国人的教室里观看一次日俄战争的录像，录像中，
身为间谍的中国人被日军抓住，然后枪毙。台下的中国人却
高喊着万岁。这是鲁迅明白了，中国现在比起“医人”，更
需要“医心”。

这是鲁迅决定回国，弃医从文，用言语医治了新一代中国人
的心。而这一切都被记录在朝花夕拾的十章故事里。

朝花夕拾阅读感悟或启示篇三

在老师的建议下,我拜读了《朝花夕拾》这部巨著,感受颇深。

《朝花夕拾》这本书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地联系
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改革的巨大热情。鲁迅
幼年的事情到晚年再去回想,犹如清晨的鲜花到傍晚去摘取，
虽然失去了盛开时的艳丽与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



一种风韵,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更使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其中我最喜欢《二十四孝图》这篇故事。它主要讲了鲁迅小
时候,长辈送了他一本《二十四孝图》,他认为“子路负
米”“黄香温枕”“陆绩杯橘”勉强可以仿效,但“哭竹生
笋”“卧冰求鲤”是不大可能的,而反感于“老莱娱亲”
与“郭巨埋儿”。

《二十四孝图》以儿童的眼光来写,富有童真童趣。他虽写的是
《二十四孝图》,但实际是对恪守封建旧社会制度的人们的一
种批判与强烈的讽刺,以及对反对白话文,坚持古文的学者们
以嘲讽。

时代在前进,世界也在不断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学习古人
的一些事情。如“老莱娱亲”:七十多岁的老莱子在父母面前
扮作婴儿,穿着红肚兜,假装摔倒在地上嘤嘤地哭,这显然是不
正常的。我们要建立新思想,在历史事件里敢于创新,敢于挑
战,同样要敢于讽刺与批判旧思想与旧势力。

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太平盛世,未曾体验过社火的黑暗,人民
痛苦与挣扎的社会,在无比庆幸的同时又深深地意识到了如今
生活的来之不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
是鲁迅先生的真实写照。我要紧随他的足迹，奋发图强,力争
栋梁!

朝花夕拾阅读感悟或启示篇四

我读的书的名字是《朝花夕拾》，作者鲁迅，我不觉得这像
一个名著，而是像一个朋友与你闲聊。

这本书主要描述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的道路和经历，回忆了
那些难忘的人和事，表达了他对过去亲人、朋友和老师的怀
念，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明初的生活习俗。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来》，是对过去岁月的回忆，真
挚的感情，无奈的悲伤，所有这些都能感受的到。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藤野先生。鲁迅初到东京时，清国留学生
在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让人鄙夷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
傍晚学跳舞的喧闹。

这让鲁迅非常反感，于是他去了仙台，在那里他遇到了藤野
先生。虽然藤野先生穿着很随便，但他在科学上严谨而求实，
在学生的作业上一丝不苟。他用红墨水圈出鲁迅的作业。他
是平等公正的，没有民族偏见，具有高尚的人格。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
与山海经》，细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享受这不时流
露出来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天真情怀，眼里出现了一幅迷人
的自然画卷。

在三味书店后面还有一个花园。虽然它很小，但你可以爬到
花坛上折腊梅，在地上或桂树上发现蝉蜕。最好的是捉苍蝇
喂蚂蚁。描述了童年在家里的花园里无限的乐趣。

《阿长与山海经》据说是童年和长妈妈相处的场景，比如她
睡相不好，“满肚子是麻烦的礼仪”，告诉我“长发的故
事”，谋杀了我的“隐鼠”，给我买了《山海经》等等。

它描绘了一个可敬可爱的封建妇女的形象，她具有中国劳动
妇女的传统美德。她不仅简单，而且善良和关心。作者从恨
她变成了爱她。

所有的感情都是那么的天真，令人难忘，尤其是作者以孩子
的眼睛去看世界，让阅读的人感到亲切，充满激情。

鲁迅在文章中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他希望
自由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不想一直被父母奴役控



制。不过，这正是儿童特有的。

朝花夕拾阅读感悟或启示篇五

早上的花，晚上拾起；十九世纪末盛开的花，不论是1926年
拾起，还是现在拾起，这朵晨曦中美丽的花永远留在了我们
心中。

鲁迅的《朝花夕拾》不仅仅是回忆童年与青年时光，还有文
中那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一个个故事，更深刻的为我们描绘
了一个黑暗的封建社会。

在读《琐记》时，衍太太的“头号女反派”形象深入人心；
用诱导儿童吃冰，教唆鲁迅偷东西后散布谣言，几件事刻画
了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自私自利、表里不一的市侩形
象，在鲁迅的一生中，看透了社会中这样的许多妇女，如周
作人的妻子，她代表了社会中令人厌烦的心术不正的人们。在
“庸医”中更是用讽刺的笔法直接点出了这些并无高明医术
还打着明医旗号谋财害命的人。

我读《狗.猫.鼠》时，看似平常的生活琐事里仇猫的故事都
蕴含了深刻的意味，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表达了对隐鼠的喜
爱与对猫的憎恶。而实际上，鼠代表了处处被迫 害的底层人
民，他们可怜、弱小、无助；猫代表了那些所谓的“正人君
子”，他们欺压弱者，其次，猫与虎狮同为一派却一副媚态，
对应社会那就是那些故弄玄虚的扮成弱者惹人同情的强者。

在《藤野先生》中体现了对日本的失望，尤其是那群造型古
怪的清国留学生，乌烟瘴气的厌恶，在前往仙台学医时，更
是感受到了侮辱与刺激，再加上“看电影事件与匿名信事
件”，导致了鲁迅的用笔杆子骂醒国人念头的萌芽。

《二十四孝图》中，用“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事加
上尖锐的笔锋直击封建孝道的虚伪腐朽黑暗。



读《朝花夕拾》让我看到在那个动荡黑暗的时代里，鲁迅清
醒的洞察了社会的病态，它饱含了一个弱国人民的悲凉与愤
慨，在尖锐的文字中唤醒群众。

灵魂的麻木比体魄的孱弱更可怕，从鲁迅决定弃医从文起，
他的笔就成了锋利的剑。

读《朝花夕拾》，这朵晨曦中美丽的花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