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读后感如何(通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朝花夕拾读后感如何篇一

除去雨果，不算上金庸，鲁迅便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鲁
迅的思想、教育，如风雨般丝丝哺育着人民，滋润着中华。
他那趣味却蕴含深刻内涵的文字，使我过目不忘，铭刻心间。
虽然鲁迅先生已逝去多年，但他那字里行间溢满对中国一腔
热血的文章，却是永垂不朽！

《朝花夕拾》这部回忆性散文集令我难以忘却。其中，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它重重撞击了我的心。当时，
中国一盘散沙，已经不能与海外诸国相比较了。在邻国日本
看来，中国只是一个弱国。《藤野先生》中的那一句话，让
我心痛，甚至愤怒起来：“中国是弱国，中国人自然是低能
儿……”在日本民众的侮辱下，那些留日青年自然悲愤，可
他们努力了吗？并没有，他们只是无助地祈祷祖国强大起来，
却又不让人怜悯，但这些国人却眼睁睁地看着影片中同胞被
杀，还与日本学生一起欢呼，这种国人，让我可怜，甚至令
我觉得可恨！

这些骨子里麻木的国人，实在是让人厌恶。另一篇在我心里
烙下深深伤疤的便是《二十四孝图》。

《二十四孝图》原是培养孩子孝心的，可令鲁迅先生所反感的
“郭巨埋儿”着实令我不寒而栗，甚至使年幼时的鲁迅觉
得“白发的祖母，是和我不两立的'人”，啊！这种封建孝道
非但没有使孩子们怀有孝心，反而留下了可怕的阴影，甚至



损害了祖国的振兴！封建礼教真是有“奇毒”哇！

鲁迅先生在文学的领域里做着斗争，大胆指出中国存在的弊
端，抨击了社会上的“伪君子”，使中华一点点崛起。

鲁迅先生，在您的精神指导下，中国不再是弱国了，国人也
不再是低能儿了，中华民族，又重新站起来了！

朝花夕拾读后感如何篇二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 鲁迅先生记述
他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文章。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
整理的朝花夕拾读后感，供大家参阅!

《朝花夕拾》是一部出自鲁迅先生的记录时事的散文集，记
录了鲁迅先生儿童时期的各种经历的事情。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对一个人运用了许多描写，那便
是带领鲁迅先生的女工“长妈妈”，她因为社会的影
响，“阿长”保留了许多的习俗，像在新年的早晨要吃福橘，
还要对她说：“阿妈，恭喜恭喜!”等等。有一次她踩死了我
最喜欢的老鼠，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虽然到这里我们
肯定会认为“阿长”是个粗鲁的人，但她有善解人意的一面。
“阿长”知道“我”很喜欢《山海经》，跑了许多路，
帮“我”买来了《山海经》。因为“阿长”所做的一切，鲁
迅先生十分感动在‘阿长与《山海经》’结尾表达了他对长
妈妈的爱。

这一个人物，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受尽压迫，到起来反抗，
经历了多少次改革与战争。现在，我们可以愉快地生活这，
有着良好的生活环境，有着高科技的电脑，家里有电视电话，
有的还有，电器设备和自由的生活，我们不用遭受黑暗社会
的压迫，不用吃苦。这都是无数革命烈士用自己的先躯和鲜



血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
椹……”光这些景色，就让鲁迅先生百玩不厌。百草园这个
乐园仿佛会让读者恨不得马上去那儿饱饱眼福。进了三味书
屋，鲁迅先生“每天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尽管如
此，鲁迅先生还是经常和伙伴们出三味书屋后的一个小园玩。
虽然能折梅花、寻蝉蜕、喂蚂蚁，但人去多了，时间久了，
就会被老师叫回来，继续读书，这远远不及在百草园的自由、
快活。

从这也能看出鲁迅先生向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反
对当时社会的压迫。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名着，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当
时社会的反感与不满，表现了一个想让民族进步，想让社会
安定的一个思想。

《五猖会》是鲁迅儿时回忆去东关看五猖会的一件罕逢的盛
事。

因为东关离县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前夜预定好的大船，
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
下去了。儿时的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搬得快些。忽然，工
人脸色变得很谨肃了，小鲁迅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他身后。
父亲叫他把书拿来，他忐忑着，拿着书来到父亲面前。父亲
教他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背出来就让他
去看会，否则不准去。这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鲁迅的头上，
他读着，强记着。

太阳升得很高了，鲁迅才有把握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梦似的
就背完了。父亲这才答应让他去。大家同时活动起来。工人
们把他抱起来，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但鲁迅却并没有
他们那么高兴，开船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



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这篇文章描述了儿时父子之间一场微妙的冲突，“我”对五
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无
知和隔膜，含蓄地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鲁迅说出
了孩子在父母毫不顾及孩子心理时的无奈和厌烦。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鲁迅生在一个县城里的家境小康的读
书人家，遭逢社会变革和家庭的日渐败落。鲁迅被包围在这
种黑暗封建的家庭风习和社会现状。

鲁迅的童年，许多来自儿童的玩性，天真的稚气都被抹杀了。
我们的大人，真该反省反省了。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 鲁迅 先生记
述他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文章。本应该快乐美丽的童
年，因为笼罩在那个封建社会。从文章表面看，鲁迅似乎都
是用了些温情的文字，其实，他把愤怒藏得更深。有人说柔
软的舌头是最伤人的武器，也 许鲁迅 先生正是想达到这个
目的吧!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在
《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 师藤野 先生是一位穿
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
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但藤野先生工作
是很认真的，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写出了藤野先生
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敬佩。另外，藤野先生对中
国留学生的一视同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人物，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深的。是衍太太，她在
《父亲的病》中出场。在“父亲”临死前，她让鲁迅叫父亲，
结果让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
睁，仿佛有一些痛苦。后来“父亲”死了，这让“我”觉得
是 ‘我’对于父亲最大的错误”。衍太太对别的孩子们很好,



但对鲁迅不是很好，怂恿他吃冰，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
卖。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憎恨衍太太。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朝花夕拾读后感如何篇三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回忆散文集。关于鲁迅先生，对我们
而言啊，真是一个字——熟，以前不是有句话吗?叫：“一怕
文言文，二怕周树人“。这可是从前学生娃们的恶梦，这里
的周树人指的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树人，浙江绍兴人，
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集，在我们
的课本中学习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和《好的故事》。

鲁迅先生，擅长杂文，不过在我看来，《朝花夕拾》也是一
本很好的书。我最初知道这本书也是因为那个小说《狂人日
记》，他提出了“礼教吃人”的观点，从此，步入他的“世
界”。

其中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篇《阿长与山海经》。

阿长是鲁迅先生幼时的“保姆”，在鲁迅先生眼中，他也总
是切切察察，而且很迷信，睡觉时还摆“大“字，还懂很多
规矩，还不识什么字，把“山海经“叫成“三哼经”的一个
人，却给鲁迅先生买来了《山海经》，连鲁迅先生自己也说
过，这是他最心爱的宝书。



鲁迅先生一直对这套书念念不忘，连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书的模样，还一直在眼前，鲁迅先生，小小年纪就如此爱书，
也是我对这篇文章记忆深的原因。

《朝花夕拾》这本书别有韵味，写出了一个童年真实的鲁
迅……

朝花夕拾读后感如何篇四

读完鲁迅的《朝花夕拾》，不禁让我抚书轻叹，鲁迅不愧为
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笔锋如刀，言语幽
默而辛辣，分析精辟；一针见血，他对当时社会不公现象的
批判让当政者如“骨鲠在喉”既吐不出也咽不下。

充满童真又让人身同感受的《五猖会》中，最后一句话，让
我沉思和玩味。书中写到“我至今，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
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也许父亲的冷漠和严厉正是他们仅为人之父的责任。鲁迅的
《朝花夕拾》的确有着许多让我们借鉴、学习和深思的地方。

朝花夕拾读后感如何篇五

相聚有时，后会无期。在那奔波的人流之中，我们总是一昧
地在盲目前进，却从未朝花夕拾。

“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
旧味保留。”这是鲁迅在自序中感慨的句子。一件事物，在
少年时和现在表面上无太多的差异，可那时的所闻所感，却
只有在记忆里才能重新品尝。可这些记忆，总是会在不经意
间被触发，让你回味一生，使你久久不能忘怀。

中国文坛里不乏有肤浅的得意，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
而鲁迅先生的文笔却始终透出一股刀锋般的锐利，用那尖锐



的文字向人们诉说着世间的种种邪恶。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较为封建的国家，思想上也较为落后和僵
硬。而也在这时，鲁迅渐渐发现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治愈身体，
真正需要治愈的，是那被社会渐渐污染的思想。从而，鲁迅
有了弃医从文的想法，用文字来拯救人们已被那个封闭而郁
闷的社会麻木的思维。当时全世界在工业发展的作用下时代
更替迅速，可中国却仍排斥所有新鲜的事物。所以在《藤野
先生》一文中，中国人遭到了日本学生的歧视，认为中国人
是低能儿，根本不可能在一个非母语的国家参加医学考试成
绩能如此之高，从而便怀疑藤野先生泄题给鲁迅；而在看枪
毙中国人的片段时喝彩，更是激起鲁迅想改变中国的想法。

猫。是一种妩媚的生物。不仅有着折磨弱者的坏脾气和天生
的媚态，而在夜间嘶叫更是加深了鲁迅对猫的厌恶之情。可在
《狗猫鼠》一文中，鲁迅则用猫来比喻一些做作，矫情，自
鸣清高的人，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子说一些违心之论，而在
鲁迅眼里，这就是一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但
即使到现在这个年代，这样的人似乎也并不缺少。

朝花夕拾，指回忆以往的时光，可我想，鲁迅应该是借此向
世界揭露那个时代的种种邪恶与心计。我们缺少的不是正义，
而是能勇敢站出来揭露世间险恶的人。希望慢慢的，这个世
界所有邪恶的人不再掌握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