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呐喊读后感大学生(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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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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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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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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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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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四

《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了黑奴汤姆叔叔一生为奴的悲惨遭
遇。

汤姆叔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主人欠债而被主人卖掉了。
和他一起被卖掉的还有一对母子，这对母子见自己还没有落
到黑利（奴隶主）的手上，乘机逃跑了。汤姆帮她们逃跑，
自己却不走。后来几经转卖，汤姆被卖到了一个残暴的棉花
种植园主的手上。园主对他施以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汤姆叔



叔最终死于他的皮鞭之下。

读完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文明”的资本主义身后，是对黑
奴无情的刻骨剥削。某个国家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讲人权的
国家，并且经常攻击别的国家不讲人权。《汤姆叔叔的小屋》
就是某个国家所讲的“人权”。

希望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饥饿和寒冷，没有欺凌和
压迫，没有等级观念，人人都有享有平等和自由。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五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需
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呐喊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鲁迅先生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如此值得让我们这些后辈
敬佩、模仿。所以，鲁迅先生的名作也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
鲁迅先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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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从《孔乙己》里面领悟到：鲁迅先生的本来目的是要表现世
人的凉薄，我却从中看到了读書人的悲哀，自尊心强却无地
位，可供卖弄的惟有学问而已，可是学问在世人眼中算什么
呢？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方面并非象西方小说那样大段大段
的描写介绍，而是抓住最具特点的地方寥寥几笔传写精神，
这就是他写作的独特之处。《孔乙己》中写那个因为家境贫
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
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酒店是人们取笑的笑柄，在生
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書后被打
了个半死，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像《故乡》时那个见什
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
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



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势力
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
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
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那些在茶
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
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
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
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们的麻木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
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而
《狂人日记》的优秀之处在于他用了日记体和精神病人的内
心独白这种手法。狂人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是先觉者的形象，
而且庸人不加分析地就认为他说出真实是一种威胁，尽管那
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我们活在谎言中，还有就是对
他恐惧的也多是这个社会的被奴役者，但他们不仅不理解他，
反而本能地就认为他追求真实和人道是不正常，拼命地想让
他从青春期的发疯状态恢复到适应社会认可社会潜规则的正
常状态，果然他最后“赴某地候补矣。”可见统治阶级的意
识形态已经与普通的庸众合流。从而，维护黑暗的已经不仅
仅是统治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他们对真实和反叛本能地
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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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自然，就象哪部是金庸最好的小说，
人们争吵不休没有定论一样，对于哪篇是鲁迅最好的小说，
人们肯定也有不同看法。但《阿q正传》得到了最大多数的认
同应该是事实，而且也成了世界名著。那么这部鲁迅的最长
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呐喊的读書笔记我个人认为是他对
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他的语言总
是独特而又给人予深刻的印象，但在本篇小说里表现得尤其
突出。《阿q正传》中的阿q，由于受剥削受压迫而要求革命，
但又因为受愚弄受毒害而落后，不能真正觉悟，最后还是被
迫害致死。阿q是旧中国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在未庄，阿q
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所以被人叫着阿q。他是勤劳，专做短



工，但穷得只有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是弱者，受了
欺负却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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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为生计发愁，
而关于妇女和婚姻，他还要“合乎圣贤经传”。野蛮的压迫
剥削使他贫穷无奈，深重的愚弄毒害更使他愚昧麻木。从他
深恶革命到“神往”革命，都表现他对革命对象，革命目的
等的认识都是极其模糊的，是小农经济的闭塞短浅的心态。
他的革命行动是去静修庵里胡闹。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时，
他恨假洋鬼子，却又恨起造反来了，这些都是阿q想革命却又
愚昧不觉悟的表现。

当然，在《呐喊》这本書中，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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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
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
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
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
势利，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摧残……反映社会的真实面目，
也让当时的人民醒觉起来，对抗社会的黑暗势力。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六

读完《呐喊》的自序，我了解到鲁迅先生的.生平和他的人生
感悟，我从心底发出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

小时侯，鲁迅几乎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之间，隔着比自己
高一倍的柜台，鲁迅为他久病的父亲买药，最有名的医生开
的药引果真稀奇。回忆起我们小时侯的生活，那真是太幸福
了，而我却常常撒娇，惹爸爸生气，那时，我为父亲做过什
么？我真惭愧。

鲁迅在他的父亲亡故之后，便到东京留学，他一开始选择医
学，后来有弃医从文。学医是为了拯救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
所害的人，他在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也促进了国人对于维



新的信仰。但是后来他又深刻的认识到学医只能治疗人们身
体上的疾病，更重要的是要拯救国人的心灵。

鲁迅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梦想，不管是学医还是做文章，
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被腐朽思想束缚的人们，为了拯救国
家，他的这种执着的追求，不懈的努力的干劲，也激励着我
要百尺竿头，更近一步，坚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断的
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相信成功会在前方等着我。

我一直以为“ 国家”离我很远，我的存在似乎与国家无关，
国家太大，太空，太远。但是，在我看了《呐喊》的自序后，
我发现我错了，我这样想是缺乏责任感的表现，其实，我和
国家还是密切相关的，国家减免学杂费的措施不就惠及到了
我吗?我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在高考的考场上自由的发挥，之
后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给国家添麻烦，
虽然没有鲁迅那么有影响力，但也尽了一份力。

鲁迅在弃医从文后，也遇到一些困难。但他没有放弃。在追
求成功的道路上，挫折是难免的，我们只越过这些坎坷，坚
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迎来令人兴奋不已的成功。

鲁迅先生的爱国精神然我佩服不已，他将拯救人们的思想作
为自己的责任，并且全身心的投入到写作中，一篇篇优秀的
文章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修养。他，是我们的好榜
样。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七

这儿干净得像连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阔佬们的马车依旧在路
上行得飞快，谁又会为刚才的一条小生命浪费自己的宝贵时
间呢？难道人们真的到了漠视他人生命的地步吗？请仔细听
听先生这沉重的叹息：“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
呢？”小兔、小狗、鸽子，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它们那可
爱的模样不时在眼前闪现，一堆毛、一滩血——一幕幕血淋



淋的镜头交替出现在我的面前，久久不能抹去。在先生看来，
鸽子、小狗、苍蝇，以及他笔下的小兔子、鸭子、黑猴，乃
至宇宙万物都是生命，不仅和人的生命一样，有着它们独立
的价值，且他们的生存与死亡，欢乐与痛苦都和人们息息相
关。先生因此把他对生命的关爱由人扩展到一切生物。从文
章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先生对弱小的.生命、年幼的生命
身上倾注的无尽的爱。安徒生爷爷说，每一条生命走到尽头
后，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

呐喊读后感大学生篇八

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
小说集，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
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
《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
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
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
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澡
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
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
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
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
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
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
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
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
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
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小说集《呐喊》这本书中，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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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
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
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
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
重整我中华雄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