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呐喊读后感高中(实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一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
《呐喊》深刻地揭露了旧时封建社会的.残忍，从中我也读到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忍景象。

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再到《阿q正传》，从《风波》到
《故乡》再到《社戏》，没有一篇不是在用犀利的笔锋与封
建社会的欺压百姓的人们手中的尖刀、火枪做斗争，鲁迅犀
利的笔锋令反动派闻风丧胆，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爱国
之心，都是那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在《呐喊》这本书中，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
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

文章中处处都有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
有鼓励的语气，为的就是激励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指责
和批判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当时作者的心境是
多么急切，多么急切地期望中国这条龙早日从梦中醒来，重
整我中华雄伟。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
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迈进，这是经过我们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
经过了几代的国家领导，才走来来的，我们要继续努力!



同学们，让我们站起来，为我们的完美明天而奋斗吧!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二

要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呐喊》当居首位。它带给了我
很多，让我受益匪浅。它并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作品，它是
一部封建社会的病历本；他描述的不只是社会事件，而是披
露封建社会腐朽制度的写照！不论是《孔乙己》中的主角；
《药》中的华老栓；《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还是《阿q正传》
中的阿q，都跃然纸上。

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精神脊柱，他弃医从文，在《呐
喊》中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
国人民。这八字深深包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怜惜和哀伤。

曾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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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样的剧情故事，让我懂得了很多，成长了很多。这本
《呐喊》注定从来都是孤善，我们在其中找寻息息相关，仍
未足够冷却的时代，又向往着从罅隙中觅得我们知道，却又
不知道的传统的桥接。在对于传统的有限接续中，我们每次
停下来回头，都会发现，有响亮，但却孤单的呐喊声投诸前
方。然而，前方，仍未知晓。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三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得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
得作品。读过那么多得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
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得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



写满"吃人"得日记，是社会得真实写照。恐怖得封建压迫，
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得面具下掩盖得
是吃人得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得孩子，或者还有？救
救孩子！"在那样得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
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得灵魂？那是发自内心得狂
呼。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得人都会自然而然
得发出这样得呐喊。可是，最为可悲得是，在封建礼教得压
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得呐喊！狂人是幸福
得，因为他得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得对心灵得摧残和压
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得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
疯子！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
多少个性得棱角，它所塑造得是无数条没有思想得，满口之
乎者也得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
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
后第二篇评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得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
得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
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
对他最好得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得社会，
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

《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得文章之一。他之所以
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得我们国人得魂灵来"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得弱点。
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
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得不满，
表现出某种自发得朦娩得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
和正统思想得严重影响。但作为他得主要性格特征得是他得"
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得失效中随
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
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得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得奴
隶生活中去。



没有华丽得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得作品里，
表现得是他那忧国忧民得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得深
深热爱。他得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得封建制度，
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得第一声春雷。他得言语犀利，像
尖刀一样直刺敌人得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
社会得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
说集得呐喊，唤醒麻木得灵魂，被压迫得人们，都来呐喊吧！
都来反抗吧！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四

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我就忍不住读了下去。《呐喊》这个题
目短小而犀利，可是我不断地阅读当中，却仿佛真的听到了
一声声来自心底的呐喊。

初读《呐喊》，我是没有读出其中蕴含着的深意的。我只当
是一种特殊的写作风格来看待。《狂人日记》、《阿q正传》
等文章，更是看得我忍俊不禁。一遍遍的复读，笑容渐渐凝
固，我开始被它其中所蕴含的深意震惊。其中，我感受最深
的大概是《狂人日记》。

“狂人”在书中并没有被提及名字，只说是一个“迫害狂”，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被精心刻画了的形象，各种细节都很到位。
狂人不被村里人所认可，据其老友所言，“语颇杂错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写的日记只被“供医学研究”。在今天所
看来，大概就是一个与别人格格不入，一个发病的疯子。但
是当读者开始读日记，才发现并非如此。

作者借了狂人之口，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狂人翻看历史，
却发现人“仁义道德”的实质其实是吃人。村中人以异样的
眼光来看待狂人，狂人却无所畏惧，很大胆的对于那些“吃
人的人”发出了声讨。最后面对自己的哥哥和村中人，说出
了极为精彩的一段话。“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面
对着吃人的礼教，狂人勇敢的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当然，整



本书多处运用了象征的手法，借病人之口，道出被压迫人民
的心声。

狂人是真的疯吗？我认为肯定不是的。狂人其实就是一个觉
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个敢于向封建社会挑战的战士形
象，但是显然，这种想法却不被麻木的百姓们所认可。最后
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正是狂人的呐喊，要把麻木的
人们喊醒，要使更多的青年觉悟，参加到推翻封建的斗争中
去。

《呐喊》一书，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同时对那些仍处于
迷茫的青年们发出呐喊。正如作者自己那样“有时候仍不免
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与
前驱。”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五

要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呐喊当居首位，真的，一点也不
夸张。不论是孔乙己中的主角；药中的华老栓；明天中的单
四嫂子；还是阿q正传中的阿q，都能跃然纸上。呐喊是鲁迅先
生经典小说集，更是中国的名著。

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精神脊柱，他在呐喊中用?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这八字深深
包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怜惜和悲伤。

曾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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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
还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他们可供炫耀的惟有学问而已，
可学问在世人眼中又算什么呢?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方面仅寥
寥几笔，但细腻地刻画出了一个落魄书生的形象，不知感染
了几代人。



曾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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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呐喊中的哪部小说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
地选择阿q正传。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是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
的魂灵来?。阿q性格极其复杂: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
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他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阿q由于
受剥削受压迫而要求革命，又因为受愚弄受毒害而落后，最
后还是被迫害致死。阿q其实只是旧中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在
未庄，阿q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他专做短工，穷得只有一
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是弱者，受了他人欺负却又要欺负
比他更弱小的小d；他挨了打，常用?儿子打老子?的话来安慰
自己，在精神上求得胜利，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他还
常为生计发愁??野蛮的压迫剥削使他贫穷；深重的愚弄毒害
更使他愈发麻木愚昧。他的?革命行动?竟是去静修庵里胡闹。
所以说，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
活中去了。这也是就中国人民的最大弊病。

在我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之后，鲁迅先生的呐喊却仍让我
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在鲁迅的作品里，尽是他那忧国
忧民的民族责任感，尽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的言
语犀利，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啊!中国，快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