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光读后感(模板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白光读后感篇一

读中学的时候，学过好几篇鲁迅先生的文章，如《狂人日
记》、《药》、《阿q正转》等等，总是感觉老先生的文章晦
涩难懂，乏味拗口，但为了考试还是硬着头皮按照老师的要
求找重点、归纳中心思想、背诵重点语句，但随着考试结束
的铃声也就扔到脑后了。

直到有一年暑假闲来无事，在家里的书架中随手抽出一本
《鲁迅传》，刚翻了几页就被吸引了，随后一口气的读完。
鲁迅先生坚强的性格、顽强的革命斗志，独立的精神深深的
震撼了我！

鲁迅先生出生在一个破败的地主家庭，当时旧中国社会动荡、
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世态炎凉、由繁华转为凄苦的经历很
容易让人想到曹雪芹，另一个在中国的晚期封建社会困顿的
斗士。后来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
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
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
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
社会。”

是的，鲁迅先生恨，他恨这个社会的黑暗，同时也恨自己的
无能。要知道，在绝对强大的事实面前再有力的个体思想也
如萤火与之皓月，变的渺小无比。



鲁迅先生就是如此，面对逐渐衰败、日渐黑暗的社会，他多
么想用他的力量去改变，可是现实给他的却是无情的创伤。

先生从人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由启蒙的悲观主义，转向
了存在的虚无主义。从学生变成医生，从医生变成文学家，
从文学家变成革命家。每一次的转变带给他的都是无情的打
击。但先生是不屈的，也是不甘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
在沉默中灭亡”正是先生从心底吹响的向旧中国宣战的号角。

先生在《呐喊》中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
了那时的民众。这八字深深包含着先生对中国现状的深刻认
识和对中国人民的怜惜和悲伤。

那个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
上流阶级生活的孔乙己。他在酒店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
活中他以偷为职业。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竟被打断了
腿。孔乙己的死，不正象征着中国教育的堕落和读书人的悲
哀吗？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那个“一望
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地上，带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作者
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点头哈腰的。将当时人民在受到封
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展露无遗。《药》则体现出了一
个民主的愚昧和无知。其中的环境描写似乎就是当时世道的
黑暗程度与动荡不安。让人们深深地对自身的无知而感到可
悲。

白光读后感篇二

他是一位未中举的师塾先生，他是一位迷途的未归者，他是
一位一生迫求功名的疯子，他就是陈士成，一位绝望之人。

陈士成，五十多岁，参加考试十六次，次次落榜，终于在第
十六次落榜后，神经失常，遇水而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陈士成是悲哀的，所谓的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能金榜题
名，可陈士成苦苦寒窗十六载，却总是失望而归，陈士成一



次次的鼓起勇气，却代替的一次次的绝望。我们暂且不论他
的文章有多好，或者有多差，他的精神却是可以嘉奖的，可
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当时人们对功名利禄的一种疯狂
的重视，一种癫狂的追求，故我们又说，陈士成是可怜的、
一生追求功名利禄，最终也因功名利禄而死。

在我看来，白光首先代表的是金银财宝、功名利禄。文中提
到陈士成外祖母对他提及的陈家宝藏及其谜语，而陈士成也
一直在揣测着这件事，可见他对这件事是非常看重的，他大
可以想“我陈士成中举不成，可我又金山银山，享受天下美
食，岂不快哉!”再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陈士成有了钱之后，
还怕买不到官做吗?再次，我认为，白光是一种希望，但也是
一种绝望。你看，在每次落榜后，这种白光，总是会出现，
光是指引人前进的动力，是给人以方向的来源，所以当陈士
成在一次次的落榜后，总能找到安慰自己的话，重新鼓起勇
气，继续参加考试，可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绝望，因为希望
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光芒”也就随之越大，以致到后来，
光芒不是指引他成功的方向，而是将他遇上了死亡的绝路。

陈士成的悲惨命运，让我们明显看到了那封建制度的恶魔，
在啃着一个个的生命从而毁掉了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当
然此中也用成功的人——中举之人，但他们此生注定要争权
夺利，人往高处走，只会越来越沉沦于官场之中。

读了这篇文章，我想我们不仅仅为陈士成的悲惨命运而悲叹，
更应该劝诫自己不要过度追求功名利禄，而要在这物质生活
中学会修身养性，过一个舒适、快乐的生活就行了。

白光读后感篇三

《呐喊》这本书我们都很熟悉，它是一本鲁迅先生的小说集。
本书篇幅不长，有124千字。但其中的'每一个文字都是精华。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本书作者——鲁迅先生。“鲁迅”，是



他的一个笔名，以其母姓作为首字，“迅”字结尾。他的原
名是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鲁迅先生生活在一个混乱、低
迷、腐败的年代，但这也为他的伟大人生奠定了时代基础。

整本书中每一篇小说的主题几乎都一样，但鲁迅先生却赋予
了每个人物不同的性格，从屈服于沦亡的孔乙己，疯了的祥
林嫂，到被斩首的夏雨……他们是旧社会的鬼魅，但却又无
可奈何。

别看整本书全在描写社会底层的亡国奴，但鲁迅的本意是呼
唤国民，唤醒国民的内心，用自己的呐喊去拯救千疮百孔的
旧中国。

旧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需要有人去唤醒他。于是，千千
万万的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振兴
中华！驱除鞑虏！”

如今的中国已飞黄腾达，那些“呐喊”仿佛没有了存在的意
义。不！不是这样的。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也要发出自己的
声音，让别人知道：“我们才是祖国的未来！”

《呐喊》这本书对我们很有帮助，是我们前进的支柱和动力。
细细品读《呐喊》，激发出属于自己的能量！

白光读后感篇四

当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的时候心情非常的糟糕，村
子里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也不知道对于赶考的落榜的人怎
么安慰，夜晚的时候，人们静悄悄的休息了。只有月亮陪伴
着陈士成，他看到一缕白光，他在绝望当中找到了一丝渴望，
那就是多年前的回忆，当时他们家庭有多么的富裕。

想起祖辈们给他留下来的一份保障，凭着他的意思记忆，有
了一些新的希望。于是他拿起锄头开始在自家寻找着藏了很



久的宝藏。

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出来。依然是那块儿地，找出来的却是一
个下巴骨，一个烂骨头。她看着那烂骨头，仿佛在嘲笑他。
令他毛骨悚然，他绝望了，彻底的绝望了。但在绝望的那一
刻，他又看到了一个白光。

心里仿佛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里没有，山里有。于是他又
走进了山里，寻找着。可是呢，第二天清晨，人们在湖里发
现了他的尸体。连一丝衣服都没有，这个故事真的是令人深
思。

主人公陈士成最后走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有，好可怜，给他入
土为安的，不是家人，亲人，而是太保。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真的是为当年的陈士成而感到悲哀，
这个故事充分的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年以前进京赶考对于能
考上状元的那一种期望，内容，深思。听到这个故事呢，为
陈士成进京赶考的那一种执着而有些感动，然而更多是一种
失落。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很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执着和坚
持是对的，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要开阔一些，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不能在这一条路上走到头，我们有很多的事业，会让我
们做。其实那个年代的城市，它不是像乞丐那样可怜，至少
还有祖宗留下来的房产。

还有他的一些好邻居，甚至还有他的一些学生，他不应该有
这样的结局。应该有开阔的视野和心思，如果当年他能有几
位好朋友去关心他，去爱护她，在她失落到极点的时候给他
一些安慰，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现实当中的我们。就要有几位好朋友，知心的朋友，在我
们最难的时候，最苦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地方落脚，还有
一颗心可以歇息的地方，还可以有一个诉说的对象。那么他
的世界观就会改变了，他的人生就会有价值了。



白光读后感篇五

读了鲁迅的书，有利于拉近学生和鲁迅的距离，还原一个立
体的、全面的人间鲁迅，消解鲁迅在学生心目中根深蒂固的
脸谱化形象，让学生认识冷峻鲁迅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

鲁迅作品教学的最高境界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阅读鲁迅的原
作，因此，如何从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兴趣出发，拉近学生和
鲁迅的距离，让学生亲近鲁迅，阅读鲁迅，是我们在鲁迅作
品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个冷峻的鲁迅也许令人心存敬畏，而一个率真的、温情的
鲁迅会让人愿意亲近。从儿童视角解读鲁迅作品，品味作者
回忆童年生活的优美文字，走进一方寄托深远的风雨故园，
触摸都市游子的内心情愫，学生或许暂时还难以理解其中复
杂的人生况味，但对故乡的脉脉温情，文学的纯粹与人性的
温暖，已经深入人心。学生感受到鲁迅的亲和力后，再去了
解鲁迅的时代、鲁迅的身世，去阅读鲁迅忧愤深广的作品，
这样就能形成一种梯度阅读的良性循环。

在鲁迅作品的教学实践中，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
有限，加上鲁迅作品自身意蕴丰富、艰涩难懂，造成了学生
对鲁迅的误读，甚至不读。在老师们抽象的政治说教和机械
的阶级分析中，鲁迅被简单地脸谱化为一个笔如刀剑的战士，
一个横眉怒目的好斗者。

事实上，鲁迅不仅是高声呐喊的斗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比如说他小时候顽皮，上课搞小动作，在课堂上偷偷地描摹
图画；他生活小资，好吃小吃，还抽烟，更爱看电影，尤其
是30年代的好莱坞大片；他还喜欢坐汽车兜风，这可是当时
的高消费；他甚至像普通的父母一样，溺爱儿子海婴。鲁迅
就是这么一个率性至情的人，用孔庆东的话来说：“鲁迅不
是冷冰冰的一个简单的文化斗士，而是这么有人情味的一个
人。”如果我们在文本教学之外，引导学生拓展阅读一点关



于鲁迅的相关材料，还原一个立体的、率性的鲁迅，学生也
许就不再畏惧鲁迅先生，不再抗拒阅读先生的作品了。

教学大纲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鼓励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
多角度解读。鲁迅的作品往往意蕴丰富，角度单一的解读活
动难以涵盖其深刻内涵，教师如果能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去理解作品，学生的收获一定会大得多。

鲁迅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不可能是
一次性完成的，教师的讲解只是一座桥梁，目的是能使学生
认真地品读鲁迅作品，以自己的眼光去鉴别，以自己的经验
去审视，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从而
得到自己的感悟与体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