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 藤野先
生读后感(精选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篇一

人的一生将会遇见许许多多的老师。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老套的比喻了，只要是老师我相信这些一
定很准确。藤野先生也拥有，但他独有的是没有民族偏见的
高尚品格。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在各方面大公无私的人，藤野
先生已经很了不起，因为他对“学术”大公无私。他的生活
如此奔腾不息，又如此清澈。因此他成了鲁迅的“第一老
师”，他给了鲁迅勇气，让他煽动自己的羽翅飞向自己的天
空，鼓励着他的爱国精神。

藤野先生的生命就像是一把燃烧的火，有热、无热地去温暖
人的甘田。

藤野先生的生命就像是一片碧绿的草，有生、无生地去坚定
人心的动摇。

虽然最后鲁迅留下的还是遗憾，但我觉得这也很好了不是吗？
大多数人都是憧憬完美的，但是也需要欣赏遗憾，因为所有
的完美似乎都指向遗憾，而那么遗憾却常常能映现完美。

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篇二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莫过于藤



野先生。他是鲁迅的老师之一，也是鲁迅最感激的一个人。
从他对作者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民族歧视意识，这一点
在当时是难得可贵的。藤野先生对作者十分严格，从改讲义
上就可以看出藤野先生对工作的热心，以及对工作的一丝不
苟。

他把讲义从头到尾的仔细修改，说明藤野先生对作者寄予了
厚望，他想让中国人过的更好，他希望了解中国的裹脚，看
看脚怎么变成那样的，但他并没有嘲讽的意思，他只是单纯
的想帮助中国罢了。

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篇三

在读完《藤野先生》后，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对鲁迅先生
无限吹捧，更多的是对此刻社会上种种现象的思考。

在现实社会中，在本应充满阳光的青春校园中，那大多数学
生，用着国家免费带给的桌椅。书本。甚至免费的住宿，每
一天念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将校规班规背得滚瓜烂
熟，背地里，却从不把学习当回事，吃喝玩乐，攀比成风。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学生成群结队，以打架为乐。甚至将
谈恋爱常挂于嘴边，拿出来炫耀。

十五六岁的年纪，本应无忧无虑，一心为未来奋斗，打下坚
实的知识基础，结下莫多的真挚朋友，收获最纯真的友谊。

十五六岁的年纪，是人生中最完美最简单的时代，是一个人
展望未来，目空一切，不断攀爬的时代。

然而，又有多少人为了明天会挨打而担忧，为了失恋而痛苦，
为了显示自我多么美丽富有而惆怅。那是他们本不该有的。

想一想鲁迅先生当初为了中华民族毅然弃医从文的壮举，想



一想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他们做着不一样的事，却有同一
个理想----中国有一个崭新的明天!为了这个理想，他们奉献
了自我的一切，将青春年华送给了祖国母亲!

当初，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众多的中国人民都是一心一意
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喊过苦，说过累。当应对死亡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畏惧，纵使明白前面危险重重，纵使自我有机会
能够逃掉且毫发无损，但没有人那样做。即使七八十岁的老
人，也愿意用鲜血去唤醒中国。

为什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有一颗爱国心。

我相信，无论同学们平日多么放荡，在在内心深处，必须有
一处最美的地方，那里装着一颗心，一颗爱国心。给你也给
我一个机会，给你也给我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
以为了祖国的明天，请放下那些本不应出此刻我们生活中的
事，让我们一齐努力翱翔!

革命前辈为中国铺好了道路，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走出明天的！

对学生而言，教师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
力是建立在教师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那是不稳固
的。而如果这种影响力是靠教师的人格魅力赢得的，那就相
当持久而且强大了，这种影响甚至强大到足以影响学生的一
生，教师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学生心田，为学生奠定坚
实的精神基础。鲁迅就是时时受着藤野先生的鞭策。几十年
过去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坚韧的斗争着，为民族的觉
醒和解放而奋斗。在鲁迅的精神家园里，有藤野播下的种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材中出现的教师形象以他们独特的
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也启发着我们当代教师：提高
自身修养，增强人格魅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以影
响一生的精神食粮。



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篇四

今天老师领我们做了一篇阅读，题目叫《马和先生》。

老师在和我们讨论马虎话题时，我一下子想起了，我读过的
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没头脑和不高兴》这本书中的没头脑
想变成大人，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位仙人，仙人把它变成大人
后叮嘱了一句，我只能等你们一个月，我就得上天了。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小故事，不也在告诉我马虎的后果有
多可怕！

其实我也马虎，因为我的水杯已经落在老师那儿好多次了。
我有时候还经常写错字，计算也很马虎，还有的时候经常把
别人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的东西带回家……妈妈管我叫小马虎。

今天，通过学习我觉得我不能继续再当“马虎先生”了，我
要当“认真先生”，要和马虎先生说再见。

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篇五

人们都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因为书是人类智慧
的源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给了我力量和勇气。在我的
书房里有一个大大的书柜，上面摆满了我的“好好先
生”——书。他们从我认识汉语拼音开始就一直陪伴着我，
让我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每逢我过生日，当爸妈问
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时，我都会脱口而出：“书，我要
书！”因为我认为：书给我知识和智慧读书，要讲究，不像
某些人读书时走马观花，只寻求爽。读书的过程，是审美的
过程，应当全身心地投入，不受环境的影响，但是，有些人
会因为看书而忘记学习，这样会使我们的成绩渐渐退步，在
同学们心里的.信任也会渐渐失去，直到你被悲惨的成绩而吞
噬。



小时候，每晚睡觉前，妈妈就读《格林童话》给我听，只有
听到书中的主人翁的故事才睡得着。因此，我童年的梦里，
常常走进《格林童话》世界中，经历着惊险刺激的场面，感
动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体会着悲伤命运的结局，如同自己身
临其境，有的时候，会为悲惨的情节而流泪，也会为坏蛋们
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兴奋。《格林童话》算是影响我的的第一
本书，它把我带到了书籍的海洋。

如果把书比喻成一座宝藏，那么读书便是通往这座宝藏的路
线图。在知识丰富的书籍中，我将继续体会读书的乐趣，体
会主人公的喜怒哀乐，积累前人智慧，收获知识带给我的财
富。

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篇六

良师是一把通灵的钥匙，望之使人顿生光彩，听之使人开智
增慧，敬之使人一生幸福。藤野先生无疑就是这样一把引领
鲁迅打开幸福之门的金钥匙。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正是贫弱受人压迫之际，留学生们在
异乡仍不思进取，属实令人心寒。“你改悔罢！”很普通的
一句话，却直击人心——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都是低能
儿，所以可以随意嘲讽，所以不需要顾及中国人的自尊心。
看吧，国弱人卑，落后就该受欺凌，看吧，悲民……不！藤
野先生没有啊！他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没有对“弱国”
来的'鲁迅进行歧视，他没有嘲讽，这是鲁迅感激的恩师，是
热血高尚和蔼负责的“结合体”，他本人素质良好，本应得
到敬重！

藤野先生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对鲁迅不倦的教诲，
是引领鲁迅“开门”的良师！



灰先生来的时候会带来一阵篇七

读完这篇文章，我哈哈大笑地对妈妈说：“差不多先生真逗
人!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人呢?”妈妈听了，却说：“你
笑他，我还觉得你眼他很像呢?”什么，我像差不多先生?我
生气了。妈妈让我想一想星期天的事儿，我一听，脸红了。
上个星期天，家里包饺子吃。我跟着妈妈学包。我学了一会
儿，就马虎起来。许多饺子因为馅太多了，结果皮包不住，
皮上裂开了口子。我用力去捏紧破裂处，谁知另一处又裂开
了。呵呵，我的饺子成了花脸饺子。妈妈让我认真点包。我
晃着脑袋说：“干嘛要包得那么好看?反正都要进肚子，差不
多就可以了。”饺子烧好了，分成了两大阵营，上边漂了好
多皮儿，下边沉着好多馅儿。在爸爸妈妈的笑声中，我只得
把这些饺子消灭掉，这些饺子的味道当然差多啦!

想着想着，我又想起班里有一位同学。老师布置了背书作业
后，我们就认真地开始读读背背。还没读多长时间，他就开
始玩了。我就问他：“你会背了吗?”他回答说：“差不多了。
”我劝他多读几遍，读到会熟练背诵。他却不接受我的劝告。
老师来检查了，恰好抽到他。他站起来，他疙疙瘩瘩地背不
顺溜，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让他准备重背。下课后，
他后悔地说：“要是我再认真读几遍，就很会背了。”同学
们出去玩了，这位“差不多先生”的传人，只好乖乖地坐着
继续读读背背。

读了《差不多先生》这个故事，我在快乐中深思：远离“差
不多”吧!当你想说“差不多”前，请先想一想，后果会怎么
样?如果你还“差不多”，让你出丑、让你后悔的事儿会一桩
一桩找到你;如果你不再说“差不多”，那胜利、成功会与你
相伴。学习做事是来不得马马虎虎的。一时的“差不多”，
会导到后来的“差得多”，千万别自找苦吃啊!

差不多在大家眼中肯定不常用，可我看到一本书，名叫《差
不多先生》。我心里琢磨着，世界上哪有这么笨的人，就算



是童话也不用写差不多先生呀!但我转念想：说不定是想借这
本书来给我们警示。不管了，来看看吧!说着，我便打开了书，
读了起来。里面满是差不多先生的“笑话”。

差不多先生把早上和晚上看成一样的，听了真让人捧腹大笑。
差不多先生的妻子快要死了，他把兽医当成医生，他对兽医
说：“医生快救救我的妻子，反正医生都会救命。”他的妻
子最后无药可救，差不多先生把死人看作活人。最后，他的
妻子死了。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都不能马虎、不
认真。想起这个道理，再想一想从前的我：在语文周练上，把
“体”写成“休”，事后，还去和老师争辩;我把“24×5”和
“25×4”当成一回事，还为此扣了一分……现在的我，再也
不马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