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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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
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一

这学期，我的家人帮我买了《散文大全》这本书。这本书有
许多篇散文，每一篇散文意义深刻，让人很难理解，不过你
认真读，反复读，还是能读出一些其中的`意义。

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
有丰富哲学思想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
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
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

在这么多散文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散文是鲁迅先生写的
《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主要讲了鲁迅先生回忆在日本留学
期间的生活片段，以诚挚的感情描写了对日本学者藤野先生
的深切怀念，并叙述了自己对当时现实的光感。文章重点写
藤野先生。首先是摹写他的外表，然后不惜笔墨挖掘他的精
神气质。选择了五个例子，用白描手法予以描绘。整篇文章
步步近展，层层开拓，犹如大潮顺势直下，极有声势。而作
者的感情贯穿于三个层次之间，成为结构的纽带，这情就是
对藤野先生的思念，对祖国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愤恨。

这样就使这篇散文十分紧凑而又气韵萌生，相当感人。

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让我明白很多道理，学会做人。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二

人的一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在无数的选择中，生命长河也
源源不断地流过。每一次选择都像从河岸边拾起一只贝壳，
你会有所感悟。恩师是让人怀念的，特别是当你身处异国时，
经常会让你觉得孤独。而在那时，却有一位老师唤醒你的灵
魂，给予你关爱和鼓励。

鲁迅先生从他父亲的病中受到了影响，从而去东京留学。他
从为父亲看病的中医身上，看到了那些人的自私自利，甚至
为了钱财利益，不惜草菅人命！这让他觉得失望，从而踏上
了东京留学之旅！

但是，到了东京以后，他看到了那些清国留学生不务正业，
醉生梦死，不顾国家民族危亡，而追逐风雅的丑陋行为！

从而，鲁迅毅然离开了东京，前往仙台。

藤野先生，一个生活简朴，治学严谨，待人热情诚恳，对学
生严格要求，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的学者，他就是鲁迅在仙
台学医的老师。在他的教导下，鲁迅受益匪浅。从他添改讲
义中，看到了他工作认真负责，没有民族偏见；从纠正解剖
图中，看到了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从关心解剖实习中，看
到了他的热情诚恳；从了解女人裹脚中，看到了他可贵的求
实精神！

虽然鲁迅在他的指导下懂得了许多。但从后来的匿名信和看
电影事件中，他选择了弃医从文这条道路！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可能有的选择会从此改变你的
人生！而鲁迅在看电影事件中，被深深地刺痛了，他看到了
一群思想不觉悟，麻木无知的国民。从而他意识到医学救国
是行不通的，只有文艺救国、科学救国才是根本治国的方法！



于是他选择了弃医从文，而这也为他以后的`文学道路立了一
个新起点，也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点，同时也成就了他的文
学历史！

从这课当中，我们不难知道，鲁迅他所表达的是要想真正的
救国，就必须先改变人民的思想！

确实，一个人如果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根本达不到国家
的人才标准。相反的一个人如果勤奋好思，求知欲强，那必
定会为祖国的建设增添光彩！

把握现在，努力学习，你就会感受到世界的精彩，人生的美
妙！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三

《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一向鼓舞着鲁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下瞥见他黑瘦
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
现，并且增加了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
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影响了鲁迅的一生，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藤野对鲁迅倾注了无私的爱。他平等公正、
一丝不苟的为一个清国留学生改作业，连一根画错位置的血
管也要当面替学生改过来；他关心学生的个体差异，听说中
国人敬鬼，担心鲁迅不肯上解剖课；他尊重学生，尽管替鲁
迅弃医从文感到惋惜，但理解鲁迅这位弱国子民的强国梦，
临别还赠与题写了"惜别"二字的相片。这些对一个受尽了歧
视和污辱的清国留学生是多么大的鞭策和鼓舞啊。热爱学生、
理解学生，使藤野具有了强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影响学生
的一生。

所以，作为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
系，促进教学上的师生互动，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下精神的
底子在学校人际关系中，居首位的是师生关系。美国罗杰斯



的"人际关系"理论、前苏联的"合作教育学"，都把师生关系
提到办学水平的高度来认识。良好的师生关系必须依靠深厚
的师生情感来维系，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热爱、学生对教师
的敬佩和爱戴，是产生师生情感的源泉，也是和谐师生关系
的基础。蔡云芝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十分和谐，他爱学生，
教学生唱歌跳舞，和学生打成一片，关心爱护弱势学生，为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学生"打抱不平"，难怪学生做梦都想到他，
几十年以后仍然惦念着他。

在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和谐的师生一旦建立，很容易促
进教学效率的提高。亲其师然后乐其教。韩麦尔先生的爱国
情绪感染了小佛朗士，他听得异常认真，感觉"真奇怪，今日
听讲我会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在莎利文的爱
心感召下，失聪又失明的海伦最终理解了抽象的"爱"，突破
了认识上由具体到抽象的瓶颈。

对学生而言，教师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
力是建立在教师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那是不稳固
的。而如果这种影响力是靠教师的人格魅力赢得的，那就相
当持久并且强大了，这种影响甚至强大到足以影响学生的一
生，教师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学生心田，为学生奠定坚
实的精神基础。鲁迅就是时时受着藤野先生的鞭策，几十年
过去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坚韧的斗争着，为民族的觉
醒和解放而奋斗。在鲁迅的精神家园里，有藤野播下的种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材中出现的教师形象以他们独特的
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也启发着我们当代教师：提高
自身修养，增强人格魅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以影
响一生的精神食粮。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四

他，是鲁迅先生在歧视的浪潮中遇见的一抹孤帆;他，是鲁迅
先生在外国孤援无助时的一把温暖的手;他是鲁迅先生事业上



的助力人。他不因外人的'非议、流言而改变自己的做法，他
是鲁迅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藤野先生。

还记得鲁迅先生初识他的模样：“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
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从其
面貌上来看，似乎像极了那一心苦读的书生。但，人不可貌
相。或许鲁迅先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一生的良师。

或许在我们的眼中，藤野先生只是尽了他做老师的职责。可
你们却未看到，在日本学生一起背后议论鲁迅时，一起对鲁
迅先生指指点点时，读后感藤野先生并未听取流言蜚语，他
坚持自己。他没有种族歧视，他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他给
予鲁迅的不仅是科学知识上的丰富，更是灵魂与精神上的慰
藉。

或许在我们眼中，鲁迅先生的遭遇、处境对我们来说没有那
么深刻，也不够十分糟糕。但我们未尝看见外国人对鲁迅的
无情嘲讽与打压，在这种时刻，藤野先生给了鲁迅温暖，这
可将谩骂、嘲笑与黑暗都冲淡，留下爱的淡淡芳香。

在我的眼中，藤野先生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身为当时发展
很快并是强国的日本教授，无小看弱国的学生，还倾力栽培，
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他学识渊博，细心未鲁迅纠错与讲解，
人的一生莫过于有良师指导。

还记得初识你的模样，只是后悔未能给您写一封信，以表达
对您的深深感激。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五

《藤野先生》回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鲁迅
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跟对他的怀念。

鲁迅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



的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
舞的喧闹。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
在那与藤野先生相识。

藤野先生的衣着模糊，他为鲁迅添改讲义，他就正解剖图，
他关心解剖实习，他了解中国女人裹脚。

在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野先
生，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那个
对科学严谨求实的藤野先生。

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老师，也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
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六

上周，我们学习了《藤野先生》这篇课文，它选自于鲁讯先
生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这篇课文写的是：青年时期
的鲁迅先生去日本留学，当他来到东京时，却失望至极，他
看到清国留学生生活的污浊，失望以及不满。当他来到仙台
时，受到了特殊的待遇，这里的学校对自己不收学费，还为
自己食宿操心。接着，鲁迅便遇见了改变自己一生的老师—
藤野先生，在这里作者又与藤野先生之间发生了几件事情使
鲁迅学医的信心转变了。第一件是先生为“我”添改讲义，
这件事表现了藤野先生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第二件事是藤野
先生为“我”纠正解剖图，而鲁迅只将解剖图中的一条血管
移了一点位置，藤野先生就给改正好了，这表现了先生的细
心与认真和对学生严格的品质。后来,藤野先生又关心
起“我”的解剖实习,表现了他的热情与诚恳。接着,藤野先
生又了解女人裹脚的事,这又表现了先生的求实精神.

在鲁迅身上有两件事真正使他改变志向。一件是匿名信事件,



另一件是看电影事件。“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
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这句话是鲁迅先生擅长的反语，表达了自己的自尊心所受
到的挫伤，思想上受到的极大震动，以及改变志向，弃医从
文的决心。从这以后，鲁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作者
认为应该从精神上救国民，即使身体再健壮，也改变不了愚
昧的思想，只有从精神上唤起国民的觉醒，才能救国。

从这篇文章中，我学到了鲁迅先生的'爱国思想，也知道了人
一生中不能没有导师。

前天开学发了新书，第一篇课文就是鲁迅的《藤野先生》，
为此有点感兴趣就读了一边，感觉到有一股对老师的亲切和
尊敬。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老师是一位日本人，那时的鲁迅是“留学
生”，可是和他们一起的留学生，都是以吃喝玩乐生活的，
国家给他们最好的条件，但是有的学生是在那日本的樱花烂
漫下度过的。鲁迅对此做了讽刺，我也很愤怒，所以我已经
和这篇文章合为一体。

藤野先生是教医学的，知道日本的老师工资都是很高，但是
藤野先生的生活很朴素，他的穿着、及他的一切都是那末简
单随意。可是生活随意的藤野先生，教学的责任是那么的细
致，两种很矛盾的事情，成了鲜明的对比。

记得书上是这样说的，鲁迅的画图很好但是他画的血管偏移
了，藤野先生给他的讲义做了左左右右的批注，对此事认真
负责鲁迅也铭记在心，也看到藤野先生但是对中国人的看法。

读了《藤野先生》让我知道了老师的职责和老师的生活，也
深有感悟，所以我们中学生要尊敬老师，对老师的看法也要
改变，也对鲁迅回忆藤野先生做了最大的总结。



在读完《藤野先生》后，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对鲁迅先生
无限吹捧，更多的是对现在社会上种种现象的思考。

在现实社会中，在本应充满阳光的青春校园中，那大多数学
生，用着国家免费提供的桌椅.书本.甚至免费的住宿,每天念着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将校规班规背得滚瓜烂熟，背地
里，却从不把学习当回事，吃喝玩乐，攀比成风。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学生成群结队，以打架为乐。甚至将
谈恋爱常挂于嘴边，拿出来炫耀。

十五六岁的年纪，本应无忧无虑，一心为未来奋斗，打下坚
实的知识基础，结下莫多的真挚朋友，收获最纯真的友谊。

十五六岁的年纪，是人生中最美好最轻松的时代，是一个人
展望未来，目空一切，不断攀爬的时代。

然而，又有多少人为了明天会挨打而担忧，为了失恋而痛苦，
为了显示自己多么美丽富有而惆怅。那是他们本不该有的。

想一想鲁迅先生当初为了中华民族毅然弃医从文的壮举，想
一想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他们做着不同的事，却有同一个
理想----中国有一个崭新的明天!为了这个理想，他们奉献了
自己的一切，将青春年华送给了祖国母亲!

当初，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众多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从
未有一个人喊过苦，说过累。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
人畏惧，纵使知道前面危险重重，纵使自己有机会可以逃掉
且毫发无损，但没有人那样做。即使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愿
意用鲜血去唤醒中国。

为什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有一颗爱国心。

我相信，无论同学们平日多么放荡，在在内心深处，一定有



一处最美的地方，那里装着一颗心，一颗爱国心。给你也给
我一个机会，给你也给我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
以为了祖国的明天，请放下那些本不应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
事，让我们一起努力翱翔!

革命前辈为中国铺好了道路，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走出明天的!

对学生而言，教师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
力是建立在教师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那是不稳固
的。而如果这种影响力是靠教师的人格魅力赢得的，那就相
当持久而且强大了，这种影响甚至强大到足以影响学生的一
生，教师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学生心田，为学生奠定坚
实的精神基础。鲁迅就是时时受着藤野先生的鞭策。，几十
年过去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坚韧的斗争着，为民族的
觉醒和解放而奋斗。在鲁迅的精神家园里，有藤野播下的种
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材中出现的教师形象以他们独特的
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也启发着我们当代教师：提高
自身修养，增强人格魅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以影
响一生的精神食粮。

1.《藤野先生》读后感

2.藤野先生读后感

3.《藤野先生》读后感范文

4.鲁迅藤野先生读后感

5.藤野先生读后感1000

6.《藤野先生》读后感800字



7.藤野先生读后感1000字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七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最的老师之一。

日本，一直以来是中国，中华民族很是深仇大恨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鲁迅先生笔下，藤野先生的形象才那么高大，伟岸。
但我发现的一点，就是鲁迅先生即使在美好回忆文中也捎带
了对的，对“正人君子”的。鲁迅先生似乎早已发觉了人们
的病根——思想及行动，不管是日本军民狂热的思想，还是
中国不仁的，又或是见利忘义或顽蒂根深的“正人君子”，
无不透露出惘然恍然的思想。

思想，又是思想，鲁迅先生成为了思想的巨人。

藤野先生，在鲁迅先生日本求学道上引了一道光。是啊，连
藤野先生这样一个日本教师也为中国献一份力--希望学术传
往中国，那中国人自己呢?是啊，中国人都为自己国家担忧，
那么哪有什么光亮可以中国那一片歇斯底里的呐喊再颓丧。
对于鲁迅先生，藤野先生给了他许多，以及信心。鲁迅先生
亦也成为了一道光，一道锐而刺目的光，他使中华之兴起有
了方向。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最精彩的内容莫过于藤野
先生的悉心。但更重要的是藤野先生为中国学术献出一份心
力，对鲁迅先生的鼓励。

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讲：“既然是从王座上覆盖出的，那就让
从焚烬的墓里出来，让人类再见”

对于鲁迅先生来讲，这样一份又是多么珍贵。凡是希望中国
兴起的反封建新生代，如青年作家萧红等人，鲁迅先生都舍
尽全力去帮助他们，使微光点燃蜡烛，让茫茫旷野上，出现
那远处耀眼的。在中，在茫茫中，在藤野先生的激励下，鲁



迅先生举起锋锐的笔。但在这时候，也出现了由发出的另一
支写作队伍。

他们自命不凡，是接受沙俄，资本主义思想的一批“”。他
们着一切，指挥他们的人。

生活中何尝不存在这么一批看客，不，是“说客”呢?

在现如今的网络，在一切凌然的事件中，这些“者”的影子
层出不穷。这些“者”为了一人之情绪而公然喧骂。那么这
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呢?在人类心安理得化思想遍及的同
时，“者”们开始在可以不负任何后果。

现实的“狭义”，只是鲁迅先生所的那群人的缩影。

那么是否要有另一位藤野先生，来引导思想呢?不，思想早已
构建，只是没有成为一个要求。

藤野先生读后感读后感篇八

读了中国鲁迅对于先生的《朝花夕拾》，我个人的感触是比
较大的。其中我对《藤野先生》这篇文印象比较深。

在本文中，我能感觉到藤野是一个英俊洒脱，尊重人。

前面有提到，当藤野先生上讲台的时候，会有一个学生我们
发笑。是因为他的穿着“模糊”。有一次学习鲁迅自己甚至
可以看到他教课的时候他们没有带领结。这个“特点”常常
需要引起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像是在坐公交的时候，会
被影响司机不能认为是通过小偷，被乘客们提防着。可见他
穿衣是很随性，洒脱生活的人。

藤野先生也是一个细心的人，他会为鲁迅先生纠正他的语法，
并帮助他做一些笔记。一步一步帮助他提高成绩。鲁迅先生



实习一周后，藤野先生很高兴地说，他很高兴鲁迅不会害怕
身体。

看到日本人鄙视鲁迅，或者更确切地说，鄙视中国人，当鲁
迅先生没有完成最后四分之一的成绩时，他依靠的是“中国
人都是低能儿”的信念他们甚至提出鲁迅先生作弊的说法。
他们的态度与一个人尊敬的姓名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姓
名先生能够对待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
还是一个弱国的时候，像其他学生一样公平、尊重和宽容，
甚至主动提出帮助他学习。

这样想来，真藤野等“高尚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值得
尊重，值得一个好老师的爱。

看到一个结尾，我虽然对当时社会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抱着恶
劣工作态度的日本产生了具有浓厚的厌恶感，但是对于是日
本人的藤野先生产生了极高的好感度。同时，也为鲁迅先生
可以得到发展如此一位好老师学生感到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