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少年鲁迅读后感四年级 鲁迅少年
闰土读后感(优秀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少年鲁迅读后感四年级篇一

我手捧着语文书，津津有味地读着第17课：《少年闰土》，
那种对闰土的羡慕之情不自主地流露出来。天哪！捕鸟、看
瓜！那可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啊！我身在城市里，都市中，
一切一切的繁荣，一切一切的假象，都是那么的虚浮无趣。
城里人的勾心斗角换来了金钱与权力。农村里人们得真诚待
人，虽然贫穷与终日的劳动，但是却幸福美满。

今天，我看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看到“他们不知道一
些事情，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
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时我抬头望望天，哦，不，是天花板，
我能感觉我和闰土一样，只是比他多加了一层禁锢而已。

少年鲁迅读后感四年级篇二

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布满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处
鲁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忽然
间，我仿佛看到了幼年的鲁迅。他，正和闰土在厨房里谈天
说地呢。这是初遇闰土的第一天。闰土很高兴，他和我不停
的述说着在城市里看到的东西。少年闰土是一个富于表现力
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

然而，闰土在岁月里一点点地长大，成了一个大人。他不但
是身体上的改变，也是心里之中的改变，他对鲁迅恭恭敬敬



地叫：“老爷。”而先前那欢笑着叫鲁迅：“迅哥儿！”的
闰土早已经在社会的冷酷之中淡淡的，消亡了。让人费解。
所以说以前的社会是吃人的。才让鲁迅要拿起笔去反击这个
社会，为后人开出一条大道来，让后人走过这条道开出新的
路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人们常常
说要懂事，可这不必须，还不如天真无邪，欢声笑语要好的
多。

当看了这篇文章，我感到了一种凄然的`感觉，自己不禁颤了
一下，难道友谊在时间的过滤之后会褪色，会暗淡吗？当鲁
迅激动得叫了一声：“闰土哥！”而闰土默不吭声。之后，
又喊了一声：“老爷！”我明白他俩的友谊不那么深，原先
的大海已如一条溪水。

少年鲁迅读后感四年级篇三

读了鲁迅先生写的《少年闰土》一文，我深受感触。我对文
中的少年闰土十分敬佩，对文中的“我”能有这样的儿时朋
友而感到无比高兴。少年闰土不但聪明，活泼，而且知识丰
富，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我对他产生了敬佩之
情。

闰土很聪明，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会捕鸟，捡贝壳，还会
看瓜刺猹。这此不仅仅是文中的“我”没有听说过的，就连
此刻的我也没听说过，更没玩过。

夏天一到，闰土就要在夜晚去看瓜。看瓜刺猹可搞笑了!月光
下，你听，“啦啦”地响了，便明白猹在咬瓜了。闰土捏了
柄钢叉，遁声刺去。那刺猹倒很伶俐，反向闰土奔来，从他
跨下逃窜了。……我读到那里，仿佛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
男孩，项戴银圈，手捏钢叉，向一只猹尽力刺去。闰土在看
瓜刺猹时表现的机智勇敢，使我更加敬佩他了。



闰土知识丰富，我和他一比，真是羞愧，我整天呆在家中，
对外边的事了解甚少。可见，我的知识很贫乏。鲁迅先生写的
《少年闰土》使我收益非浅，他使我明白了自我的知识很浅
薄，我就应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好学生。

短暂的相识，纯真的情谊，浓浓的思念，永久的回忆。今天，
我读了鲁迅先生的《少年闰土》，深有感触。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闰土相识了，
闰土向我讲起自己在海边的经历，让“我”很是钦佩，可是
后来，闰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们两个难舍难
分。“我”与闰土在以后的几次互相托带礼物中，彼此的友
谊在这里得到延续。

读罢本文，我对鲁迅和闰土之间的美好情感深深感动。同时，
鲁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闰土农村生活的向往也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本文也明确的告诉我们：既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也要像闰土一样投身自然，获得更多的切身体验。在这篇文
章中，多次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感受：“他们都和我一样，只
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这句话充分写出了鲁迅的
感慨。同样，也写出了我的心声。同学们整天生活在钢筋水
泥的“丛林”里，每天只来往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生活天地
如此狭小，与见多识广的闰土比起来，我们简直如井底之蛙。
也许，当闰土正在雪地捕鸟时，而我却埋头无尽的作业中;也
许，当闰土在看瓜刺猹时，我却早已进入梦乡;也许，当闰土
在海边看跳鱼时，应该和伙伴玩耍的我却有在舞文弄墨……
由此可见，我们的生活是何等单调、乏味。文中鲁迅还写道，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
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这些事鲁迅都不曾遇见，让他感到
无比新鲜，但在闰土眼中，确实何等平常。所有这些趣事，
都使鲁迅和闰土的情谊愈加深厚，并使他们不愿分离。

少年闰土，你聪明、纯真、朴实，给了少年鲁迅无数的知识
和乐趣，我也要像你那样珍惜友情，亲身实践，投身自然，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迎接挑战。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是选自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

鲁迅当时是一位小少爷，在城市里的高墙大院里过着无忧无
虑的生活。因为是大祭祀的值年认识了一位贫苦农民的儿
子——闰土。在交往中，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闰土
见识多广，跟鲁迅讲了很多他在海边发生的趣事：雪地捕鸟、
海边拾贝壳、沙地看瓜刺猹、看跳鱼儿。但由于环境不同、
阶层不同。生活不同，并没有让鲁迅感到快乐，反而引起了
鲁迅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流露出了鲁迅对丰富多彩的农
村生活的向往。

通过老师的介绍和在网上查找资料，我了解到了闰土长大后
变得非常难看。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而且有了五个孩子，
脸变的灰黄，皱纹很深，眼睛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
帽，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松树皮。

读完课文后，我的感触很深，为什么小时候一个见识丰富、
活泼可爱、聪明能干、机智勇敢的农村少年闰土会变成这样。
还是我感受到了鲁迅虽然是一个富家子弟却不歧视穷人的高
尚品质。

自从学习了《少年闰土》，我深受感触。

贫苦农民的儿子闰土在小时候与生活在丰衣足食的鲁迅成为
好朋友。那时闰土见人恨怕羞但对这个富家少爷却十分大方。
他们在一起玩耍，形影不离，闰土给鲁迅说乡下的新鲜事：
冬天雪地捕鸟，夏天海边拾贝，晚上看瓜刺猹，潮汛来时看
跳鱼，一件件稀奇古怪的事让鲁迅羡慕不已，两个人之间的
友谊也非常深厚。

村生活向往无比。



但后来，得知鲁迅与闰土长大后的一次见面场景真令人膛目
结舌。从小一起玩耍的伙伴竟开始有贵贱之分，闰土对鲁迅
的一声“老爷”就如在心中扎了一下，生活环境不同、阶层
不同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颇有影响，可鲁迅不歧视穷人，不
嫌弃穷苦的高尚品质着实令人赞叹，这也应该是他成为“大
文豪”的重要原因吧!

在这个假期里，我看了鲁迅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少年闰土。
爸爸告诉我学习文章要从学习作者开始。于是，我就上网查
询了关于鲁迅的一些简介。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鲁迅的原名是周樟寿，鲁迅这个名字只是他的笔名。他生
于1881 年9 月25 日，亡于1936 年10 月19 日。他是浙江绍
兴人，为20 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
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
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
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了解完作者，现在要了解这篇文章了。少年闰土节选自鲁
迅1921 年写的短篇小说《故乡》。《故乡》通过中年闰土和
少年闰土的对比以及杨二嫂等人的刻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
民地中国农村的衰败，农民在封建政权压迫剥削、愚弄、毒
害下痛苦的生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里面"我"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了鲁迅的思想感情，但这是
文学作品，经过虚构、想象，所以不能说"我"就是鲁迅。少
年闰土是小说《故乡》中一段插叙，题目少年闰土是编者后
加的，节选出来的章节所表现的中心思想与《故乡》整篇小
说的主题是有差别的。

少年闰土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
勇敢的农村少年的形象，作者在文中闰土给"我"讲的看瓜刺
猹、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等几件事来表现闰土的
特点，表现了闰土丰富的知识，和宽阔的眼界。几件事有主



有次，有详有略。由于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必然要使学生
在读文过程中了解人物的特点，感悟作者表现人物特点的方
法，但由于少年闰土生活的年代与学生现实中的环境已相距
甚远，所以学生在学习理解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会影响
学生的学习解。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
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
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

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了以前生活的不容易，我们应该珍惜
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不应该对这不满意，对那不满意，要
知道生活的来之不易。

少年鲁迅读后感四年级篇四

海边有许多五色的贝壳；平常的西瓜有那样危险的经历；要
想捕鸟必须雪下大了才行；潮汛来时，有许多鱼儿只是跳，
都有着青蛙似得两个脚……这些都是主人公闰土脑袋里的新
鲜事，就让我为你们讲讲吧！

闰土脑袋里有许多事，有我不明白的'，也有鲁迅不明白的，
当读到“闰土在海边是，朋友都和“我”一样，是看见院子
里高墙上的四角天空”这时，我的手抖了一下，是啊！我们
这些孩子没有见过市面，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懂，我们却应
当羡慕他们这些孩子吧？在心底为我们这些只能看见高强的
孩子叹了一口气，有继续读了下去。

“闰土心里有无穷无尽稀奇事，也都是我往常朋友不明白的。
”我们这些孩子的朋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见过世面的，我
却在文中找到了“鲁迅与闰土：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瓜
刺猹和看跳鱼儿”这几件稀奇事，读了《少年闰土》我也才
明白，我们这些天天自以为什么都有的孩子有多么可笑。

《少年闰土》给我的启迪不仅仅是眼力与自己的知识领域，



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有自理本事，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少年鲁迅读后感四年级篇五

在这个假期里，我看了鲁迅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少年闰土。
爸爸告诉我学习文章要从学习作者开始。于是，我就上网查
询了关于鲁迅的一些简介。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鲁迅的原名是周樟寿，鲁迅这个名字只是他的笔名。他生
于1881年9月25日，亡于1936年10月19日。他是浙江绍兴人，
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
运动的支持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
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
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了解完作者，现在要了解这篇文章了。少年闰土节选自鲁
迅1921年写的短篇小说《故乡》。《故乡》通过中年闰土和
少年闰土的对比以及杨二嫂等人的刻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
民地中国农村的衰败，农民在封建政权压迫剥削、愚弄、毒
害下痛苦的生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里面"我"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了鲁迅的思想感情，但这是
文学作品，经过虚构、想象，所以不能说"我"就是鲁迅。少
年闰土是小说《故乡》中一段插叙，题目少年闰土是编者后
加的，节选出来的章节所表现的中心思想与《故乡》整篇小
说的主题是有差别的。

少年闰土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
勇敢的农村少年的形象，作者在文中闰土给"我"讲的看瓜刺
猹、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等几件事来表现闰土的
特点，表现了闰土丰富的知识，和宽阔的眼界。几件事有主
有次，有详有略。由于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必然要使学生
在读文过程中了解人物的特点，感悟作者表现人物特点的方
法，但由于少年闰土生活的年代与学生现实中的'环境已相距



甚远，所以学生在学习理解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会影响
学生的学习解。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
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
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

学习完了少年闰土，我又上网查了中年闰土。少年的闰土是
鲁迅家里管祭器的，他和鲁迅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中年的闰
土和鲁迅却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对话的。中年闰土却和以前不
大一样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
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
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
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
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
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
松树皮了。他见了鲁迅，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
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小时候，鲁迅的爸爸是闰土的爸爸的老爷，现在，
他们长大了，鲁迅就是闰土的老爷了。

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了以前生活的不容易，我们应该珍惜
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不应该对这不满意，对那不满意，要
知道生活的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