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后读后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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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朝花夕拾后读后感篇一

《朝花夕拾》，早晨的花儿，到晚上再去拾起，很有诗意的
书名;同样，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使得我收益非浅，
感触良多啊!

后来多读了几遍，我明白了，不要把这样的名着当作佳作，
其实，这本书的文章看似“聊天”也正是鲁迅先生的文字魅
力所在。它看上去很朴实，甚至比较口语化，但为什么却能
够深深地吸引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朴实，让人感觉很亲切，
就象他站在你面前跟你诉说着什么似的，“说”到兴奋处，
文字又会变得非常热烈，这就让人能够从中品味和感受鲁迅
先生的点点滴滴。

郁达夫是这样形容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
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
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这个特点在《二
十四孝图》这篇文章中表现得一览无遗。一开头，便以“寻
咒”从侧面点出中心，接下来便诉说了一段他童年的一段故
事。

《朝花夕拾》中那几篇描写人的文章，我是比较喜欢的。首
先，这些文章的内容比较吸引我——因为我喜欢看到各色各
样的人，再加上鲁迅那种轻松而生动的语言，读着读着，你
仿佛就可以看到那个人似乎站在你面前一样。比如《阿长与
山海经》，描写的是鲁迅家的保姆阿长。文章生动地塑造了



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时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有人比喻这
篇文章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
花”。

的确，对于这个妇女，鲁迅先生不但没有避讳写出她的美与
丑，反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怀念她的一切。不论鲁迅先生对
她是佩服、厌烦、喜欢或是讨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感
情。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长妈妈”跟“孔已己”很相似，
同是旧中国的人民，遭遇也差不多，比如他们的名字，都是
已经被人遗忘了的，而外号也是随便起的。可悲的人啊!

直到我写完了这篇读后感，“感”到了这么多，我认为我才
算是真正地读懂了《朝花夕拾》这一本名着!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朝花夕拾后读后感篇二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朝花夕拾》。这本书的内容很
精彩，寓意深刻，让我受益匪浅。

《朝花夕拾》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是他于1926年所创作的
回忆性散文集，原名为《旧事重提》，后于1927年编辑成书，
改为现名。鲁迅在创作期间经受着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但
他毅然支持学生运动，反对敌对势力。他面对这种困难的处



境，毫不畏惧，这种信念和精神激励了他创作了这本书。

内容上，这本书主要记叙了鲁迅童年时期的生活以及他的求
学生涯，回忆了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表达了他对往事美好的
的回忆和眷恋，以及对反动守旧势力的批评和嘲讽。

第一篇文章《狗猫鼠》是针对那些“正人君子”发起攻击的，
讽刺了他们的流言，告诉了他们——真正的中国人的灵魂是
不会被销毁的，更何况这些“正人君子”是中国人，但却因
为贪生怕死而服从与敌对势力，这样的人实在是太辜负自己
的祖国和父母了；表达了鲁迅对这类人的嘲讽与憎恶，以及
对弱小势力的同情。

第二篇文章《二十四孝图》揭示的是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表达了作者的讽刺之情。《阿长与〈山海经〉》记述了鲁迅
幼时和长妈妈相处时的情景，表达了他对这位勤劳善良的的
劳动妇女的喜爱和怀念。《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这三篇作品主要讲了鲁迅儿时的生活情形，展
现了当地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面貌，是了解少年鲁迅的可贵文
章。后面的《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三篇作品是鲁
迅远离家乡，赴日本留学的成长经历，也是他印象最深的记
忆。

这些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有机结
合，充满诗情画意。如我们学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写景的一段：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的桑葚；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
黄蜂伏在菜花上，云雀从草间直窜向云霄，斑蝥从后窍喷出
烟雾……作者调动了人的视觉，触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按
照从上到下的空间顺序描写了百草园的美丽风景；“碧绿，
光滑，高大，紫红”等形容词，生动形象地把百草园的景色
描写得绘声绘色。还有长妈妈给儿时的鲁迅讲“美女蛇”的
故事，串入这一情节，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作品的语言朴
实，亲切，是现代回忆散文的典范之作。



最后，我向大家推荐这部不朽的灵魂之作，希望大家能细细
品味，感悟其中的真理。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启
发。

朝花夕拾后读后感篇三

我常常不可自抑地设想，儿时种下的香樟，竟枝繁叶茂、遮
阳庇荫。夕阳微暖，透过树与叶的间隙，有型有质地打在脸
上。历经时光磨砺的容颜，早已皱纹斑驳，再也承受不
起“明眸皓齿”的形容。唤几个儿孙，搬一把摇椅，拿两三
张老照片，老树下回忆那些似水年华，幸福而温馨。

我想鲁迅在写《朝花夕拾》的时候，是否也是这般平和，一
如慈祥的长辈，向后人细细的讲诉那些动荡和欢颜。藤野先
生正直而热情，范爱农的抑郁爱国，“猫”

有着正人君子的面具，祖母的民间故事生动而有趣，五猖会
让我期盼却失望而归......其中我最喜欢大概是《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没有繁琐的笔触，只有淡淡的清闲。翻开书
页，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年少轻狂的纯真，让人动容。

那是一个沾满碎屑的青葱时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
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这样浓重的五颜六
色，恰恰就是鲁迅先生童年的光彩。鸣蝉、黄蜂、云雀、蜈
蚣，哪个不是他童年的伙伴，对他们的捉弄和玩笑，成就了
一份烂漫的童心。记得第一次读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
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的远。”舌尖也开
始泛着酸涩和香甜，那汁水幽幽的仿佛能滋润整个身心。

百草园里，动物和植物都是他的玩物，长妈妈的故事犹在耳
边，雪地捕鸟智慧而有趣。“出门向东，走过一道石桥”便
是枯燥的三味书屋。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这样异想天开的问题，



连渊博的宿儒都脸有怒色。爬上花坛折腊梅、捉苍蝇喂蚂蚁、
读着文章画绣像，这些孩子们总能在无聊的书屋中制造无限
的趣味。这便是童心吧，玩是孩子的天性，玩具是孩子的天
使。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不觉间会心一笑。那般玩乐，那些天真，
来过，已离开。仰面朝天躺在树影下的草地上，耳边是禅的
聒噪，以及伙伴的唏嘘欢笑。贪婪的舌尖缠绕着香草味的冰
淇淋，幸福的滋味，甜甜的入口即化。

因为不小心的触碰而引发一场恶战，但是明天，明天的明天，
我们依旧是快乐的伙伴。

可以趴在土堆旁，整个下午看蚂蚁搬家，看着它们，觉得自
己超级伟大。

可以穿梭在水稻田间抓青蛙，然后无所畏惧的玩解剖。

可以大中午的跑去溪边堆城堡，等风把湿漉漉的自己吹干。

可以偷偷翻进邻居家的高墙，妄想拔鸡毛做毽子，却被大狗
追着跑。

回忆街头巷尾乱窜的小时候，真幸福。身上充斥着青草的清
香，阳光的暖意，仿佛空气中洋溢者幸福的滋味。

只是脱下稚气，我不再奢侈。所以只能思念，思念。因为曾
今拥有的美好，因为如今空虚的惆怅，因为渴望回到天真烂
漫的小时候。朝花夕拾，是甜蜜的。

朝花夕拾后读后感篇四

好词造句：



隐隐约约——早上的雾可真大，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的房
屋。

光明正大——妈妈经常说，做一个人一定要光明正大，我也
觉得很有道理。瑟瑟作响——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只有
淡淡的月光为我照亮前行的路，树叶瑟瑟作响，让人心头不
免涌起一股凉意。

佳句：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
正大的。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
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耍，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
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
地折磨弱者的换脾气相同。

仿句：

现在说起我爱狗的原因来，人人都会认为颇有理，而且十分
赞同的。它的外貌就十分讨人喜欢，凡是什么狗，总是一个
大忠臣，给人家看家护院，不知疲倦，直待老了，才会稍稍
休息，颇与人们尽忠职守的好习惯相同。

读书心得：

这篇文章正中了一些“正人君子”的下怀，表达了作者对欺
凌弱者人的憎恨和对弱小者的关爱和同情。作者句句针对那
些欺凌弱者的人，我读了后十分赞同，我们都应该用一颗同
情之心来对待需要关心的人。

《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好词造句：



毫不相干——有的人随地乱扔垃圾，还不屑一顾，似乎城市
的环保与他毫不相干。情有可原——如果没有教过的内容做
错了，那也是情有可原的，记住了就好了。深不可测——爷
爷说的话总是深不可测，让人琢磨不透。

莫名其妙——我总是喜欢莫名其妙地就一个人个个地笑起来，
好像有什么天大的好笑事，惹得周围的人也笑了起来。

佳句：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
了罢。我终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
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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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后读后感篇五

初读《朝花夕拾》并不就得像一本名著，反倒觉得想一个熟
悉的朋友在与你唠家常，原来这才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我在读“无常”的时候，也正是全书的一半，这无常与之前的
《五猖会》一文中的塘报、高跷、抬阁、马头等，这一定都
是鲁迅爱看的，不然怎会写的如此详细呢！从此看来，鲁迅
小时候一定也很贪玩，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鲁迅怀念故乡、
思念亲人的感情。

再接着往前看《二十四孝图》，让人摸不着头脑，读不懂，
只是觉得这篇文章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看来我还要慢
慢品味，才能得出其中的奥秘。

说起《狗，猫，鼠》和《阿长与山海经》，这可是我在这本
书里最感兴趣的文章了。



一开始，看第一篇文章时就像在听故事一样。文中，鲁迅把
他仇猫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说了清楚，虽说我不太喜欢老鼠，
但看了这篇文章，觉得“隐鼠”还挺可爱的。但看到了阿长
踩死了小鼠，还真有几分气愤，同时也为鲁迅失去“隐鼠”
而感到惋惜。更感觉阿长真坏，不仅踩死了小老鼠，还把罪
名嫁祸给猫身上，并使鲁迅错怪了猫。

但看了《阿长与山海经》后，我已不记恨她了，她虽然多嘴，
礼节又多，但是她直爽、淳朴的品质感染了我。

《朝花夕拾》的确是一本耐人寻味的好书啊。

朝花夕拾后读后感篇六

——题记

“不必说碧绿的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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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捷的叫着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去
了……”

这是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一篇，写的是鲁迅童年
的生活和学习，回忆中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不是简单的勾
勒，也没有浓浓的笔墨，而是流露着儿时的快乐，甚是打动
人心。

回忆起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新、忍俊不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