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 好好
先生读后感(优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
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一

茶盘是茶具里最有涵养和度量的好好先生，终生甘当配角，
但这个配角不可或缺，有了茶盘，壶、杯、公道等才好粉墨
登场，演绎出一场关于茶文化的好戏，即便是在郊外或公园
的.无我茶会，也至少需要一面茶巾来替代一下茶盘的角色，
似乎那茶盘一摆，就能在繁杂与琐碎中平出一片清凉而广阔
的天地。十把壶摆在一起也没有一面茶盘摆在那里更有饮茶
的氛围，前者只会感觉杂乱，后者才有一统局面的整肃。确
实遇到因陋就简的局面，譬如羁旅异地，莽原丛林中，幕天
席地而坐，只有壶和杯子，那壶与杯的摆放也必然是遵循其
原来在茶盘上的位置，心境到了，似乎什么都有了。

《好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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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二

《藤野先生》，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所
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
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深切的怀念
之情。另外，文中热烈赞颂藤野严九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
不倦的精神及其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
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
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

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三

《藤野先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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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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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四

今天，我读了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的故事。文章主要讲了
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师生情。那一年，鲁迅在日本留学，他的



老师就是藤野老师，教导鲁迅医学、解剖学。藤野老师是个
一丝不苟、十分认真，但十分和蔼的老师。他认认真真教导
鲁迅医学，乃至鲁迅血管画偏一点也不行。藤野老师还是一
个十分重师生情的.老师，当鲁迅决定不学医时，还送给鲁迅
一张他的照片，照片背后还写着惜别俩字，可见藤野先生是
多么重视师生情。在鲁迅到日本求学期间，藤野先生给予鲁
迅很多的帮助。

在求学见，如果有位这么好的老师是多么的幸福，他关心你，
照顾你，重视你。这样的好老师可真不多见，但愿我以后也
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好老师!

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五

我看了《汪汪先生》这本童话书，作者是德国的保罗*马尔写
的，主人公是汪汪，此书非常有趣，趣味多多。

汪汪是一只来历不明的卷毛大狗，一个叫马克斯孩子在和爸
爸去农场玩的时候发现了它，把它带回了家。从那天起，趣
事发生了。夜晚，马克斯带它去公干，野狗们召唤它了，它
跑了。第二天，它又跑回了马克斯身边。来路不明的食物是
不能吃的，而汪汪因不小心而舔到了一种奇妙的蓝色液体变
成了人。恼火的是，它变成人后，习惯把手搭在对方的脸上
伸出舌头去舔人家的脸表示友好，却遭到斥责，他半夜跑的
街上与原先的狗友吠叫，却被抓到了警察局，警察决定请青
少年事务局的克纳普夫人来家访。在这期间，汪汪变回了狗，
帮助马克斯以及他的爸爸成功地使这次家访成功。苦恼的是，
他爱上了丽希布鲁夫人，因为她很可爱，很漂亮。但是，丽
希布鲁夫人喜欢的却是马克斯的爸爸。他只好让他的意中狗
（爱德里娜）喝下蓝色液体变成了人，和他一起住。

收获及知识：所有自己不知道的食物不可食用，要不然就会
有一系列的麻烦。我认为马克斯对任何生命都很有爱心，他
收养了汪汪，喂它食物，和它一起游戏玩闹，不管它是人还



是狗，马克斯都很喜欢他，没有嫌弃它。还有他应该知道别
人的感受，比如把用舌头舔别人的脸就很恶心，他却很快乐，
那是不对的。汪汪也很聪明，成功地帮助了马克斯他们受过
克纳普夫人的检查。

这本书很有趣，很好玩。百看不厌，笑声充满童趣。来看看
吧！

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六

在我们的求学之路上，老师就是我们前行的引路人。而鲁迅
先生在日本东京学习时期，也遇到了他自己非常敬爱的老
师——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因为“匿名信事件”和“看电影
事件”而弃医从文。多年之后，鲁迅先生回想起来藤野先生，
依然充满了感激。文中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深情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何谓良师？藤野先生给了我们答案，良师不应单是学富五车，
满腹经纶，更应该是正人君子，是学生人生的转折点，能够
时时给学生以良知和勇气，文章最后也写出了鲁迅先生决心
以笔做刀枪，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为中国的`光明继续奋斗。
藤野先生是一个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给
予的温暖、陪伴与引领，这使作者的生命走向坚韧，从而拥
有了照亮国人生命的强光。

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七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不拘小
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有时竟会忘
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生
对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修改过了，
血管移了一点位置都要指出，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
孜孜不倦的教诲以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
国留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



个真正的君子。

《藤野先生》中的'藤野鼓励着鲁迅从事反对封建的斗
争，“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下督见他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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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增加了勇气于是点上一只烟，在继续为那些‘正
人君子’只流所痛疾深恶的文字。”藤野先生影响了鲁迅一
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身那近乎完美的品质。

他以平等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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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学生当面改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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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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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都对日本人有着颇为不好的印象。
但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们或许会有另一种体会。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象
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
速成班，头顶上盘着的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
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这是作者初到日本看到的一切事物，
不管怎么说，读起来是美好的。

在上课的时候，进来一位“黑瘦，八字须，戴着眼镜，夹着
一叠大大小小的书”的先生，向同学们介绍自己说“我就是
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在此之后，藤野先生会很细心的帮助“我”，修改我的讲义。
虽然“我”有点不服气，但最后，还是对他表示敬重。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
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



而且增加勇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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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永远会给鲁迅先生
精神上带来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本书中出现的人才以各种独特的风格魅力出现在我们眼前，
影响着我们。

小先生读后感树杈上的排所球篇八

读完名著《朝花夕拾》，在著名学者鲁迅写下的十二篇中，
有一篇让我感触最深那就是藤野先生。为什么对我感触最深
呢？在文中我能感到藤野先生是一个洒脱、懂得尊重他人的
人。

藤野先生也是一个细心的人，会为鲁迅先生纠正他的语法，
帮他做点笔记，一步步帮他提高成绩。当鲁迅先生实习解剖
尸体一星期后，藤野先生很高兴地说出自己对鲁迅解剖尸体
不会恐惧而开心。

在后文看到日本人对鲁迅的态度，精准的说是:“对中国人的
不屑和讽刺”，可藤野先生和那些日本人不一样，藤野先生
不因“我”而以和他人们态度，在文中有一段话把他写得淋
离尽致。

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没法改换它。现
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画。就是这段
话可以表现出藤野先生沒有民族歧视，而且也反映出藤野先
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也是严格要求的，可用一句话
来说明“鲁迅先生遇到了藤野先生一样的伯乐”。

我就是认同藤野先生这样的人。具有高品格和对工作一丝不
苟的'态度。真希望，我在求学的路上也能遇到伯乐一样的藤
野先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