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就是鲁迅读后感(汇总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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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鲁迅读后感篇一

鲁迅**读后感（一）

读罢鲁迅先生的文章，会被其深邃的思想所征服，心目中先
生的形象时常浮现，挥之不去。的确，从小到大，学的最多
的便是鲁迅的文章，开始也总觉得很难读懂，但随着年龄的
增大，思想的日趋成熟，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后，我便开始
喜欢先生的文章了。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就是人学。”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以塑
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的。鲁迅作品的成功不仅建立
在生动的人物的塑造上，尽管孔乙己的迂腐，华老栓的麻木，
阿q的落后……这些形象的完美塑造，已让我们领悟到了一代
大师那饱满的笔墨和深邃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那无畏的气
概和对正义，对光明的追求，充斥于字里行间，让人肃然起
敬。

犀利的笔墨剥落了封建旧制虚伪的外表，让丑恶无容身之处，
无愧于“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的称号。其中的含蓄与深
沉正是作者成熟的思想与精辟独到的见解的表现，从中不难
看出先生的执着与人格的伟大。哪怕风雨如晦，哪怕血荐轩
辕，先生都义无反顾，走自己的路。

1 的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其本质就是吃人。先生敏锐
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战斗呐喊，为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泰戈尔说过：“如果你俩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
的肋骨拆下一根来当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鲁迅
也是这样的，他在敌人的监视下燃烧自己，无论是上刀山、
下火海，他始终在为祖国命运、人类出路进行着哲人式的思
考。

从发人深省的《狂人日记》，到错综复杂的《**》，再到浓
重阴冷的《药》，无一不反映出鲁迅先生心中的呐喊，表现
了先生惊人的精神震撼力。

对于先生的钦佩还在于他的骨气，对封建社会的不满，能用
手中的笔来书写，对判国贼等人的讽刺，更是“骂”出了中
国人的愤慨，“骂”得淋漓尽致，“骂”得实在精彩！

正是这些风行不衰的文章，鲁迅先生的形象也时刻鼓舞我们，
既然是华夏儿女，既然是热血青年，就应当知恩报效，只有
有了这样的雄心，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才会走得越加坚实，
越加富有信心！

鲁迅**读后感（二）

我读了，《鲁迅**》这本书之后，对鲁迅先生有了一定的了
解，他是我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
穿透国民性，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意义。

2 非政治革命家。鲁迅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理解得非
常深刻的思想家。读鲁迅的着作，特别是读他的杂文，能培
养我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鲁迅的主要作品有：《狂人日记》、《伤逝》、《孔乙己》、
《祝福》和《阿q正传》等等，他的这些作品，每每读后，都
能给人深刻的启迪，使我们至今读他的作品，仍常常有一种



振聋发聩的感觉。他这种对于历史、现代和未来的完整观照
和深入思考，表现了他独特的文化观，他是中国文化最优秀
的继承者，又是中国文化的最彻底、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批判
者。在对旧文化进行批判的广度和深度上，不仅胡适比不上，
林语堂更比不上。没有鲁迅式的深刻反思和他那种彻底的批
判精神，我们这个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体系，不能完成
由旧到新的质的转化，同时国人对这种文化以及对于自身状
态的认识，也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

是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文化共同塑造成了鲁迅的文化形象及其
文化精神。这种形象和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鲜明的现
实意义。

鲁迅**读后感（三）

小说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封建的主题。

3 三折也是围绕着“**”而发展的。其中从七斤带给人们城
里的新闻和赵七爷有学问而受到尊敬中又可以看出，知识是
多么重要！最后六斤还是裹了脚，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并没有
脱离封建的阴影。赵七爷是一个乡村酒店里的主人，所谓的
遗老，有学问的人。他总是靠假学问来骗人。塑造这个人物
是为了表现长期以来封建势力对人民的统治之严酷，毒害之
深，造成了国民的愚昧。()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
代”不是简单的写她不满的情绪，而是要揭示出陈旧腐朽的
保守观念，从中也能看出农民的狭隘性。作者把国粹家“一
代不如一代”的论调折射九斤老太的身上，表现了对复古家、
国粹家的一种讽刺。七斤嫂是一个欺善怕恶，不分是非，努
力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人。从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国民
的劣根性。七斤是《**》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辫子在进城时
被人剪掉了，因此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七斤没有头脑，不
加分析的相信赵七爷的谎话，被赵七爷弄得神志恍惚。村里
的人都躲着他，甚至有的幸灾乐祸。



我的伯父鲁迅读后感 社戏鲁迅读后感 铸剑鲁迅读后感

这就是鲁迅读后感篇二

教学目标：

1、了解时代背景。

2、了解造成辫子**的原因。

3、评价辛亥革命。 教学重点：

1、解造成辫子**的原因。

2、评价辛亥革命。 教学难点：

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认同。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方法：启
发式 教学过程：

一、作者介绍（略）

二、篇名“**”的含义

本篇是以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农村中激起的**为题材
的。**由辫子问题引起，船夫七斤的辫子在辛亥革命中被大
剪去，可是在张勋复辟的时日里听说“皇帝是要辫子的”。
便因怕坐牢杀头，而全家惶惶不安，并且村里人对七斤的态
度也有改变，封建势力的代表赵七爷恫吓七斤，普通村人则
围观着热闹，最后由于皇帝未坐成龙庭，也就一切归于平静。
张勋复辟事件在农村引起如此 一场**，很快就平秘。这些描
写表明革命如果不是建筑在广大农民觉悟的基础上，即使像
剪辩子这种事，也会在风吹草动之中引起慌乱与骚动。

三、情节发展（见课本）



四、人物性格

1、七斤：

他是辫子**的主角，他的身份，经历与一般农民有所不同，
不捏锄头柄，只是帮人撑船，几乎每天进城眼界宽些，因而
比别人多知道一些事，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的
人物了”可是这样一个有条件多接触外部世界，有机会多接
近新事物的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只是在城里勉强被人剪
了头发，头发短了，见识却未长，他所知道的时事仅仅局限于
“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下一个
夜叉”而已一旦听说“皇帝坐了龙庭”“皇帝要辩子”便惶
惶不可终日，守着门槛坐着发呆，头脑中一片混乱，他根本
无法认清形势，根本不能整理思绪，他仍然是一个愚昧无知，
不觉悟的农民形象。见识稍多的七斤尚且如此，一般农民也
决不会有高于七斤的觉悟程度的。这一形象无疑表明辛亥革
命未能便农民、觉醒。

2、赵七爷

他不仅是个酒店主，还是个“三十里方园以内的唯一的出色
人物兼学问家”有“遗老人的臭陈”显然他代表着封建统治
阶级在农村的势力与基础。革命的影响只是使他把辩子盘到
了头顶上。辛亥革命不仅没能使农民觉悟，甚至连农村的封
建势力都少有触动。虽然赵七爷暂时有所收敛，一旦“皇帝
坐了龙庭”的消息传来便立即放下辩子，穿上“于他有庆，
于他的仇家有殃”的个个布长衫，跳将出来，选复辟舆论，
恐吓人们，他的所谓学问，只能作维护封建统治之用，本质
上是个顽固守旧，投机、不学无术的封建遗龙。

3、七斤嫂：

因循守旧，落后无知且粗野泼辣



４．八一嫂：

热心善良，然而在**中却受孤立

５．九斤老太：

九斤老太有一句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地表现了
这个年老无知的农村妇女的心理，她是一个极其守旧，看不
惯任何新事物而整天唠唠叨叨的老一代农民形象。

五、作品中人物对话对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作用，小说中
辩子**的发生发展，甚至平息，都是在人物对话过程中构成
的，对话描写是这篇小产的重要艺术手段人物对话不仅推动
了作品情节的发展，而且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显现出作
品的主题。

如

一、三部分的末尾，各有一段七斤与七斤嫂之是关于皇帝是
否坐龙庭的对话，既展示了**的发性与平息，又使我们看到
了两个愚昧无知的农民形象，同时还说明了张勋复辟与辩
子**的关系，两者都仅是一体骚动，农民仍蒙昧无知未觉悟。
这种简洁生动的对话显然刻画了人物，揭示了主题。

六、环境描写对烘托主题的作用

小说的开头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纳凉吃晚饭的场景，无论是
乌柏树叶、小桌矮凳、大芭蕉扇，还是乌黑的蒸于荣，秋花
黄的米饭，都洋溢着江南农村的生活气息，为“**”提供了
真实可信的物定环境，表现了一种因循守旧的传统生活方式。
小说的结尾又描写了这一村落有过一场**之后的情景，一切
恢复原样。开端与结尾前后呼应，说明了辩子**不过是死水
微澜，辛亥革命之后，农村并无真正的变革，这样的环境描
写渲染了气氛，烘托了主题。



七、关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

作者在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与个性方面所作的细节描写很富
特色。例如九斤老太的一句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
她的守旧；赵七爷的一件竹本长衫，在穿与不穿中，便能极
喜或极忧；他的一条辫子的盘与放，使这个封建遗龙的复古，
投机心理暴露无遗；七斤口里含一根湘妃竹长烟管时的不同
神态，有时表达了他的骄傲，有时又显出他的忧愁；而七斤
嫂骂人时手里挥着一双筷子生动地体现了她粗野泼辣的性格。
诸如此类的种种细节细节都很简练，并且符合人物身份颇具
生活气息，富有表现力。

八、运用白描手法的总体特色

详见课文提示

九、重点段落分析

结尾一段：

作品的结尾记叙了**平息后的结果与影响，其一：七斤仍受
到相当的尊敬这与他在**高潮中待遇正好相反、七斤曾被认
为犯皇法，并且人的固七斤可能受惩罚而“觉及有些畅快”，
这两种不同的情景，正说明农民对于究竟该不该剪发毫无认
识，对于革命毫无所知。

其二，他们仍以传统的方式生活着，仍像九斤老太那样按照
封建的旧观念平详判周围的一切甚至六斤也已裹起小脚，继
续走七斤嫂与九斤老太的老路他们的生活世代相袭，如死水
一潭。

其三，这种结果暗示了辛亥革命给这村落带来的影响只是像
辫子**那样，起一阵微澜，从而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变革农村、
唤醒农民的重大问题。显然这一结尾，对于深化作品的主题



起了重要作用。

这就是鲁迅读后感篇三

读了《鲁迅与时间》这篇文章，我了解到鲁迅先生是一个能
抓紧时间、善挤时间的人。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
下了极为宝贵而又丰富的文化遗产。

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
有的”。

以前，我不知道珍惜时间。放学回家后不是看电视，就是看
动漫书。直到爸爸妈妈要下班了，我才慌忙坐到书桌前，拿
出作业写了起来。这样写出来的作业质量可想而知。为此爸
爸妈妈没少批评我，我却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往心里
去，做作业照样拖拖拉拉。时间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流走了。

学了《鲁迅与时间》这篇文章后，我深受启发。放学后我会
抓紧时间写作业，手酸了，活动一下，继续写，这样我就会
很快地写完作业。虽然有时作业还会有错，但随着我的努力，
错误会越来越少的！因为我写作业的速度快了许多，妈妈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并且每晚奖励我半个小时做自己喜爱的事。

鲁迅先生说过：“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24小时，可是一天
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
片悔恨。”

我们每个人都应珍惜,把握时间,不要虚度年华。这样到年老
时就不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在世界上我们只活一次，所以应该爱
惜光阴。必须过真实的生活，过有价值的生活”。尤其是我
们这些学生,浪费它就没有阳光般的前途.所以我们要珍惜时
间,不要被时间抛弃。这样我们才能获取人生的最大奖赏---



幸福！

这就是鲁迅读后感篇四

辫子，曾经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而在鲁迅
笔下，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
命和国家危机的一种征兆，在《风波》里，鲁迅正是围绕了
在江南水乡发生的一场辫子引发的风波，揭示了国民缺乏精
神信仰和追求的国民性弱点。

文章一开始，鲁迅用最常用的先写景后些人的手法描述了农
村傍晚美好的景色，九斤老太，七斤嫂，**七爷相继出场，
他们有的不满现实，牢骚满腹，有的懦弱无能，有的墙头草，
小肚鸡肠。鲁迅用这些性格鲜明的特色形象表达了对当时社
会的不满，对没有信念和无信仰的人的批判和讽刺。

一九一七年的中国，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导致中国农村已然封
闭、愚昧，帝制余孽还在农村肆虐，农民还处在封建势力和
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二零一二年的中国，经济飞速
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可是部分没有精神信仰追求的国民自
私、苟活、麻木、冷漠。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封建统治下的中
国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而经济的繁荣也并不能真正的让国
民内心强大。

这就是鲁迅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看了《爱的教育》中的母亲给安利柯的一封信“希
望”，这封信讲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

这封信是围绕着“我愿意做个善良，高尚，勇敢，温和，诚
实的人，”来写的，他教我们要努力做个纯洁的善良的天使
般的孩子，还要学会宽恕他人不小心犯的过错，要爱我们的
亲人，爱我们的朋友，不能做坏事，也不能有恶的念头，要
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自己的朋友感到满足，这封信表



达了我们要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给与善良，对同学团结互助，
对家人相亲相爱，对熟人热情温和，对可怜的人要给与帮助，
对高傲的人也不能不屑一顾，生活中我不也曾因为和某某同
学碰了一下就和他大吵一架，有时还因为哪位同学借了我的
橡皮不还而斤斤计较，回想起这些不美好的过去，争取以后
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世界需要善，正所谓，“我们一起祈祷吧，我们要永远相爱，
永远为善，我们的心中永远保持这种神圣的愿望。”

这就是鲁迅读后感篇六

鲁迅先生的笔是投枪，是匕首，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
是最任性的。《鲁迅全集》融会了鲁迅先生的斗争思想，反
映了近代中国生活、思想的方方面面。这本书里收录的鲁迅
先生的散文集、小说集、杂文集等，其中最出名的有《呐
喊》、《祝福》、《阿q正传》、《药》等，这些文章都是极
具讽刺意味的都是透过一些小事描述当时的中国人的生活，
突出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人们的愚昧封建，国家的羸
弱，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近代史。其中反映得最深刻的就是当
中的《阿q正传》。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
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
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
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
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
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
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政策。
在阿q身上，我们能够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
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



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
的历史下构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应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
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应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
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他们对帝国
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
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礼貌”中，鼓吹中国礼
貌“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
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从更远
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
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
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
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
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
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
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
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
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
神状态。从阿q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当时国人的愚昧，自欺欺人，
国人悲惨的生活使得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斥着这种阿q精神，麻
痹这整个中华大地。鲁迅先生就是期望透过这篇《阿q》来进
行呐喊，对这个社会呐喊，唤醒国人，唤醒整个中华民族。

其实除了《阿q正传》之外。《药》、《祝福》、等作品也一
样映射着当代中国的社会，每一篇几乎都是鲁迅先生在用尽
全力再向国人呐喊，在呼唤国民的苏醒。鲁迅先生用那铿锵
有力的笔头一向奋斗着。《鲁迅全集》是一本从社会底层去
看近代中国的书，它反映着当时最真实的社会状况，是一本
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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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鲁迅读后感篇七

读过不少名著，但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唯独鲁
迅的文章，才令我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初次与他的《呐喊》接触，使我不免豁然一惊，惊得是他的
胆大，惊得是他的呐喊之声，惊得是他的‘疯言疯语’。说是
‘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满人吃人
的日记和那惊心动魄的解剖场面是社会的真实写照。

鲁迅是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解剖示以后人。他是甩开胆怯的
犹豫，困惑的迷茫，诚实的第一次自我暴光，不作任何无价
值的.表白，是踏上颠峰不轻狂；跌入低谷不凄凉；以其雄厚
的笔墨为后人展现了一个充满血腥，丑恶，残酷和绝望的社
会，一个真真实实的社会。

对于阿q，鲁迅毫不留情，将其用最不残忍的手段于解
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解牛以
刀解之，而鲁迅是以笔墨击之。开笔就将阿q的软弱无能解了
下来——在遭受别人的乱打时，阿q不作任何反抗。也不发出



任何疼痛的呻吟。只是一味的坐在地上画圈圈。站在那个时
代，鲁迅先生旨在警醒国人，但放在我们今之繁华红尘中，
或许有的人比起当初的阿q，或许还差一截。

生命或许只是一瞬间的事，谁也不敢狂言明天你会是什么样？
但我们可以真诚的过好当下，虚伪只是带给自己一生的欺骗，
旁人一世的远离。

人生过好从此刻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