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模板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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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一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多么矛盾呵，
可见孔乙己对自己唯一值得“炫耀”的事是——他读过书。
尽管是老童生，这也是他唯一有尊严的地方。

“‘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孔乙
己竟天真地以为旁人不晓得他这些钱是偷来的，相当自信地
掏钱，可真是自命清高呵!可是他的尊严被旁人毫不留情地摧
毁掉了。“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什么清白?我前天
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
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老不到呢?”

短衣帮一次又一次地几次刺激到孔乙己，他不是面红耳赤地
辩驳就是不屑置辩。最后呢，没法沟通了，将希望寄托在孩
子身上，小伙计以“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的思维冷
漠回绝了孔乙己。孔乙己依然恳切地教小伙计四种写法
的“回”字，迂腐可笑呢。

就这么的结局，孔乙己的不幸人生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二

学了《孔乙己》这篇文章后，不难看出孔乙己是个深受封建
科举教育毒害的人。从中我总结了一个感想——人不能死读
书。



明末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曾说过：“临书不可以死临”。所以
他的字虽然都是模仿古人的，但都有自己的特色，令世人赞
赏。同理可的，学习不可以死学，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所学
的只是加以自己有特色的修饰，很好的发挥，表现出来。反
之，结局就会跟孔乙己一样。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死学方法也是十分多见的，由其是
语文和英语，没有合理的方法和学习节奏去提高学习效率，
虽然十分用工，考下来却不理想。所以要想提高学习效率，
首先要找到一套适合你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节奏，这是至关重
要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死学，努力，还要加方法。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三

我相信，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可悲的，也是悲剧的。

孔乙己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只不过
是社会以及统治者的'工具罢了，正如那们的导演在《末代皇
帝》所传递的悲凉的声音：“当这个王朝要灭亡了，你也要
去陪葬。”

孔乙己就是个陪葬品。

社会是变动的，变动是残酷的，那位英国的达尔文在提出了
生存竞争之后，摧毁的不仅是神权的统治，也摧毁了一代人
对于美好秩序的想象。

人的不屈与反抗在世俗这位x君王面前永远是渺小的，每一个
时代都反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

帕斯卡尔曾经对于人为何宁愿向着禽兽也不愿向着天使表示
过疑问，但事实是，天使活不下去禽兽活下去了。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四

社会的沦落，人性的麻木，鲁迅用犀利的语言刻画了一幕又
一幕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

鲁迅笔下所写的孔乙己悲惨可怜，被封建科举制度所摧毁。
而间接让他沦为这个模样的，还有旁观者们麻木不仁的笑。

课文中第一次写到笑，是在“我”认为生活无聊，只有孔乙
己到店的时候大家才会笑。这个“笑”为后文做了铺垫，不
禁让读者好奇，为什么大家会因为孔乙己而笑呢，寥寥一句
话，设下了巨大的悬念。第二次笑则是孔乙己到店的时候，
总会有人挑衅他，对他脸上的伤疤进行论道。几个人你一句
我一句，俨然把孔乙己当作笑话。在那个社会，人们的优越
感似乎只能从嘲讽其他人的身上而取得。从这次描写中也为
读者解答了开始的疑惑，大家以孔乙己的各种作为，看成无
聊日子里最大的乐趣。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孔乙己使用那些晦涩难懂的话语来反驳看
客们，同样这也是课文中间部分着重刻画表现的内容。众人
都嘲笑他偷书遭挨打，嘲笑他考不上秀才还装模作样。他每
次气急败坏的反应，就犹如给他们的嘲笑喊呐助威，使他们
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在这背后的，究竟是社会的黑暗，
还是人性的扭曲？其实这些都有原因，社会封建科举制度已
经把孔乙己变得失去了读书人的活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
让孔乙己变得颓丧。在这种阴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性格
也是越来越麻木，甚至可以说是人皮下的恶魔。就如课文中
所写的那样，以孔乙己的伤疤为乐，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
的痛处上。以麻木不仁的心态对待他，确实可怕。在这之后，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不光大人看不起孔乙己，就连小
孩子也对孔乙己冷眼相待。可见孩子们也深受这个社会的感
染，将大人们的阴暗学得淋漓尽致。

课文的最后，鲁迅又反写一笔，把孔乙己又写入店里。只可



惜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不是健全的人，从众人的口中我们
能分辨出，他是因为偷了书而被打断腿。可掌柜对他还是笑
眯眯的，让人觉得十分讽刺。众人也在旁边笑，没有一个人
同情他。此时的孔乙己已经被摧折的没有人样，变得迂腐不
堪，周围的看客们也变成了所谓的恶魔。从此“我”再也没
有见过孔乙己，“我”便推测在这种苟延残喘的情况下，孔
乙己已经死掉了。

最终设下的悬念引人深思，几次笑的场面也是从更深的角度
暴露了那个社会的迂腐和人性的泯灭。

时代的变更让这个社会褪去了黑暗，我们生活在一个光明的
世界，愿这个社会没有孔乙己的悲剧。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五

读完了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写的小说《孔乙己》，我不禁生出
了许多感想。它使我想到了自我，使我认真思索了生活这件
事。

文章透过个性化的语言描述，看出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不
堪、自欺欺人的性格。反映出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而透
过孔乙己教“我”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又表
现了他心地善良。孔乙己的一生是可悲的而又可怜的。原因
在于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我。在这种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他
自我放任，只能退回到心灵深处的自我安慰中去，释放心灵
深处的压力。当然他将一事无成，最终在贫困中死去。所以，
即使他再怎样样自命不凡，也禁不住社会现实的打击，和自
我早已注定的命运。

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
举制度的罪恶;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
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孔乙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有着
特殊的经历，他受着科举制度的残害，但是，在那时候，这
却是人们想要得到荣华富贵的必经之路。孔乙己扭曲的心灵
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困潦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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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
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对他的不求上进，麻木迂腐大肆批判，
同时对他身心所遭受的摧残又略带同情。事与愿违，等待孔
乙己是一生的悲惨遭遇，在人们心目中他没有地位，是个可
有可无、可笑可怜的剩余人。

他的路不知从哪里开始，但却明白在哪里结束：一段岁月的`
冷漠，一个旧制度的腐朽，一个时代的没落。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六

从孔乙己这一面看，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
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从民众这一面看，小说揭
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
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
的腐朽和病态。

通过对外形的整体描写揭示孔乙己的特殊身份。孔乙己是站
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外形的整体描写，集中而
简练的概括了人物的特殊身份。

肖像描写揭示孔乙己的不幸遭遇。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
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活画出一个穷困不得志，
又经常挨打的老书生的形象。断腿前后肖像的对照，更显出
他遭遇的悲惨。

通过服饰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孔乙己懒惰而又死爱面子的特征。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
有洗。又脏又破，长期不洗不补，既说明孔乙己很穷;只此一



件长衫，又说明他很懒，连洗衣服都不肯动手。不肯脱下这
么一件长衫，是唯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作者通过一件破
长衫的描写，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
揭示的十分深刻，让我想到当时社会的恶劣。

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揭示孔乙己自命清高的性格。多次
写他满口之乎者也，反映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孔乙己用
四书五经中的所谓圣言为自己辩解，连偷书也说成窃书不能
算偷。这些性格化的语言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

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显示孔乙己善良的心地。孔
乙己教小孩子们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表现了
他善良的心地。

总的来说，孔乙己在我心中是一个光明正大，心直口快的人，
他不会被当时社会而弄巧成拙，反而更讨厌封建文化，是鲁
迅笔下的一个优秀人物。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七

今天放假，在家里听了袁源老师的《孔乙己》，稍有些体会。

首先不得不佩服袁源老师的课堂设计，这堂课袁老师只是通
过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带领学生阅读全文，了解文章的主题
思想，很了不起，设计很独特。

如在文章开头的时候，先让学生介绍作者鲁迅，在已经有所
了解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答出来：鲁迅原名，代表作，社
会地位。接着袁老师就让学生从书中找出一些句子来介绍孔
乙己，让学生对孔乙己有个了解，对文章的基础内容有所了
解。

接着袁老师就抓住主人公孔乙己来分析，让学生用可＿＿＿
＿＿＿＿来分析孔乙己这个人物。学生们看了课文，从可怜、



可鄙、可悲等角度来分析，学生很容易找到答案，又能很好
的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这些都值得我平时教学时借鉴，教学时不一定非得循规蹈矩，
有时可以从一个突破口出发，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不过有一
个地方，我不太赞同袁老师的意见。

袁老师在讲到“孔乙己吃豆时的情景”，她说孔乙己分完豆
之后对小朋友们说“多乎哉，不多也”，显得他很酸很迂。
我个人不同意这样的说话，我觉得这恰恰是他朴实，缺乏社
会经验的特点。

孔乙己把豆子分给小孩子，这是他善良的表现。这一点与其
他人相比，无论是长衣衫还是短衣帮，都不可能这样去做的。
而本身并不富裕的他，当然不会舍得把所有的豆子都分给孩
子们，于是当到最后的时候，他便说“多乎哉，不多也”，
不也是他幽默的表现嘛。

从这个对话，我觉得写出了孔乙己愿意把小孩子当成朋友，
和他们诉说，可是在这样一个世态炎凉的社会，是没有人会
理解孔乙己的，只能让他成为可笑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总体而言，听了袁老师的课，还是收获多多呀。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八

其实看完后，我最想问也是最纠结的问题是：孔乙己到底值
不值得我们可怜?看全文，好像是该可怜他的，他在文中的命
运到底是怎么样的?在笑声中出场，在笑声中退场，然后就再
也没有出现过。看起来，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但我觉得，孔乙己其实是一个自卑且虚荣的人物。和别人(短
衣帮)聊天，分茴香豆，教伙计写字，为自己辩解，每一个场
合，他都在卖弄学问，看似是一个高尚的读书人，实则在掩



护他那颗自卑的心。最后一次出场，是以一种颓废不堪的形
象登场的，他褪去了代表身份的长衫，换上了破夹袄，最终
放弃了他“读书人”的尊严与固执，在用手一步步走回去时，
孔乙己早就不是什么读书人了，语言再和“读书人”沾不上
边了。又或者，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从一开始
替人抄书，连人，书籍，纸和笔砚一同消失开始，我就给他
贴上“好喝懒做”的标签了，再到后面教伙计写字的片段时，
可以看出孔乙己是的迂腐的人了。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
才褪去平时的傲娇，只说了一句“不要取笑”。看到这时，
我嘲讽地笑了，当初，孔乙己并不认为窃书有错，自诩清高
的为自己辩解“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的时候，他就已经
不配做个读书人了。

当时的社会的人心，可笑而可悲。

有没有发现，孔乙己到哪都是别人嘲笑的对象，酒馆的客人，
伙计，掌柜........孔乙己的出现，总伴着笑，嘲笑，就好
像，孔乙己生下来就是给别人嘲笑的，到死也是在嘲笑着，
到死也是在嘲笑中，一辈子都是个没有尊严的可怜虫罢了，
这跟当时的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冷酷无情，
互相嘲笑，永远都是个看客。孔乙己为什么没有尊严?因为他
科举没有中，同样的都是读书人，丁举人和孔乙己之间的关
系，就好像“摔下来的可怜虫”和“爬上去的胜利者”。于
是，丁举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打断孔乙己的腿，孔乙己却无法
反驳。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孔乙己真的无法自力更生
吗?”文中是这样描写他“身材高大”，他是有能力自己生活
的!可“又脏又怕的长衫”有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们“他根本没
有努力!”他在自我放任，自我安慰。呵呵，这种人，当然将
一无是处。

孔乙己的塑造，是畸形的，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

这篇文章，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迂腐，封建社会的世态炎
凉，人们麻木不仁，精神思想昏沉对不幸的冷酷，对当时人



们自欺欺人的态度的描写，从侧面反映社会的阴暗，对社会
的批判。

看到这样一句话，深有感受“孔乙己的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但却知道在哪里结束，一段岁月的冷漠，一个旧制度的腐朽，
一个时代的没落。”这应该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吧!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九

《孔乙己》是近代文学巨匠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最早发表
在1919年4月《新青年》，后编入《呐喊》，是鲁迅在“五
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小说
中写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
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
嘲笑戏谑中度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

读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明白多少人为了四书五经竭尽
一生才能，多少人为了功名利禄尽折腰，又有多少人因科举
制度被抹杀。孔乙己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他出生在一
个特殊的年代，又有着特殊的经历，他一生都在追求科举，
却又受着科举制度的迫害。他穷困潦倒，被人当作笑料，在
封建压迫和“吃人”的社会下，或许“死”是他最好的解脱。

文章多次对孔乙己着重描写，如“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
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
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描绘出一个穷
困不得志、懒惰又爱面子的孔乙己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孔乙
己的不幸遭遇，也预示了悲剧的必然性。孔乙己满口“之乎
者也”，将自命清高、迂腐不堪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
下文中孔乙己教“我”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的情节又让
我们看到了他心地善良的一面，这也说明了孔乙己的心灵被
封建文化所扭化，变得不堪的事实。

这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孔乙己这样一个



悲剧形象，他的一生悲剧和全部心态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科举
制度的牺牲品，没有人同情他，也没有人帮助他，只有哄笑
取乐包围他，活着无人关心，死了无人过问，犹如一个匆匆
过客，死了不带走一丝留恋。

由此也想起了一些生活感悟，尊敬老人、奉献爱心，应是每
个人的高尚品德；乐于助人、互助友爱，应是每个人生活的
一部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应是每个人亮丽的风景线。
生活在如今社会的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是多幸运，生活
的多幸福。不管怎样，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我们要谨
记这些教训，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在期待！我们呼唤一个更为合理的空间！

鲁迅先生孔乙己读后感篇十

从孔乙己这一面看，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
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从民众这一面看，小说揭
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
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
的腐朽和病态。

通过对外形的整体描写揭示孔乙己的特殊身份。孔乙己是站
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外形的整体描写，集中而
简练的概括了人物的特殊身份。

肖像描写揭示孔乙己的不幸遭遇。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
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活画出一个穷困不得志，
又经常挨打的老书生的形象。断腿前后肖像的对照，更显出
他遭遇的悲惨。

通过服饰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孔乙己懒惰而又死爱面子的特征。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
有洗。又脏又破，长期不洗不补，既说明孔乙己很穷;只此一



件长衫，又说明他很懒，连洗衣服都不肯动手。不肯脱下这
么一件长衫，是唯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作者通过一件破
长衫的描写，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
揭示的十分深刻，让我想到当时社会的恶劣。

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揭示孔乙己自命清高的性格。多次
写他满口之乎者也，反映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孔乙己用
四书五经中的所谓圣言为自己辩解，连偷书也说成窃书不能
算偷。这些性格化的语言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

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显示孔乙己善良的心地。孔
乙己教小孩子们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表现了
他善良的心地。

总的来说，孔乙己在我心中是一个光明正大，心直口快的人，
他不会被当时社会而弄巧成拙，反而更讨厌封建文化，是鲁
迅笔下的`一个优秀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