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呐喊风波读后感(优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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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风波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一本名著，是鲁迅先生写《呐喊》。从这本书
中了解了很多，了解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是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教。
《呐喊》共收作品十四篇，起于1918年《狂人日记》。《呐
喊》作品选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
病苦，引起疗救注意。”当时鲁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是人
“病态”灵魂。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短篇小说结集，作者真
实描绘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社会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
层次关系，对中国陈旧思想和传统观念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
和彻底否定，表现出民族生活是忧患意识和希望社会变革强
烈愿望。

鲁迅先生用幽默风趣语言，愤怒而又带鼓励语气，激励当时
中国人，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希望沉睡中巨龙——中国，早
日苏醒。

呐喊风波读后感篇二

鲁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弃医
从文，为的是不仅仅拯救人类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思想，他
用独特的语言，阐述自我的观点；用犀利的文字，刺痛了一



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用讽刺的手法，对封建下了封杀令，他
的一切，都将成为经典，我个人十分喜欢鲁迅，实话是，我
更喜欢他的文章，在他的文章中，我能看到千姿百态的人生
与各种各样的'情感，我能感受到鲁迅那一双炽热的眼睛，以
及那渴望世人苏醒的心，这是多么强烈的感情。

在呐喊里，我以开始就上书隐了，当看到这个题目时，我的
感觉就爆发出来，这题目也许是作者以及世人心中最深处的
呼唤，呐喊吧，让心也炽热起来！

呐喊是鲁迅短片小说的精粹，它包含了好几篇小说，每篇小
说都从不一样的角度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残酷。

我深刻的感受到了鲁迅的感情，从荷中，我看到了世人的愚
昧无知，他们用鲜血浇灌馒头，却以它为神圣的东西，为了
治病，不惜用他人的鲜血，多么令人发指；从狂人日记里，
我看到的是一副又一副的险恶的心肠，人们生活在吃人的世
界，每个人都如同野兽一般，虎视眈眈，看到的尽是旧社会
的麻木不仁，残忍无情；从阿q正传中，我看到一个堕落的可
怜的人儿，即自欺欺人地把自我当爷爷，别人是孙子，被人
打到吐血，却不知悔改，虽然之后穿的衣冠楚楚，大摇大摆，
却是当贼头偷别人钱得到的，多么令人叹息，无奈；在孔乙
己中，我看到一个堕落的书生，被封建科举残害得如此可悲、
可叹、可怜又可恨，他的迂腐，自命清高以及自高自大成为
他最终的失败的原因，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做产生对他的同
情，但也有善良，诚实的一面，但已经被封建科举制磨得面
目全非了，在太多的故事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
仅是对过去的了解，更是一种教育，一种教训。

书能够使我们更加成熟，而好的书更能够开我们自身的素质，
鲁迅的文章，成为我精神上的一顿大餐，我将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读过呐喊，我对文学更加感兴趣了，我恨不得天天
泡书里，遨游在书的海洋，汲取知识的甘霖。



总之，在学习的道路上，我会以勤奋为友、书籍为伴、；艰
苦为师、认真为母、坚持不懈地学习，读呐喊后，我会呐喊
地，大声说：“我将向书发出呐喊，我会努力加油！”

呐喊风波读后感篇三

在寒假之际，我们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给我的感触异常
深刻。

如果问我在《呐喊》中最喜欢哪一篇，我肯定毫不犹豫的选择
《药》这篇文章主要讲了老栓的儿子得了痨病，为了救儿子，
老栓决定花高价钱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为了这
个“仙丹馒头”老栓在茶馆中卖力工作，可是最后，老栓迷
信的想法却害死了儿子。而这种旧社会的迷信想法处处体会
着中国社会、人民的愚昧、无知和迂腐！让人们深深地对自
身的无知而感到可悲。

看完了这本书，我才明白旧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堕落。同
时也让我越发的敬佩鲁迅先生以笔为武器的一生。

呐喊风波读后感篇四

我已经很久没哭了，应该差不多快半年了。

不哭，总觉得有点不踏实（特别是像我这种爱哭的人），它
也许让你太过于理性，似乎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一清二楚，
而缺少了那份属于自己的感性认识，不恰当的比喻一下，有
点像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下午，我看了《呐喊》，从《狂人日记》到《社戏》，看是
说看完了，可觉的没有老师的讲解，心里总是空空的，只把
它当作一片普通的小说在进行阅读。

晚上，我一个人看了《十月围城》，也许有了下午的铺垫，



晚上不知怎的，竟然哭了。

革命，是十月围城的背景，在革命的道路上，一位位战士牺
牲的场景历历在目，他们有的怀揣梦想，和孙中山先生“医
治”中国人腐朽的心灵；有的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国家大事，
但为了报答恩情，他们义无反顾的走向了革命这条不归路。
他们的作用和鲁迅是相同的。他们呐喊，希望腐朽的中国人
站起来说不；他们牺牲，为了新中国更美好的明天。一切的
一切，文人和武士都是为了两个字——国家。

“吃人”是狂人日记中的一个关键词。主人公认定这个世界
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他勇敢发出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容不
下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心声。十月围城中的李少白
就像是其中的主人公。他教书，教给学生先进的西方思想，
创立《中国日报》，带领学生上街发报纸，搞游行，告诉人
们封建的君主专制需要改革，中国人民需要一个新的中国。

然而，麻痹的中国人没有觉悟，吃人的社会在继续蔓延。在
这样的社会中，滋生出一种叫做看客的一群人，他们更加可
怕，不但数目庞大，而且人数增长极快。他们不动手杀人，
用的只是一双眼睛和一张嘴。

在观看日本人残害中国人时，中国洋留学生在笑，他们是一
群看客；在看到八大义士在奋力脱险时，他们围成一个圈，
指手画脚，似乎这不是一场拯救中国的行动，而是一场“精
彩绝伦”的功夫表演。

《药》是最能揭露这群看客真面目的一篇文章，华老栓用被
统治阶级杀害的革命人夏瑜的鲜血蘸成八血馒头治病。一个
革命者为群众解放慷慨牺牲，他的鲜血却被人们当作治病的
良药，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意识到了长期的封建统治对人们
的伤害有多大，他们渐渐变得麻木而愚昧。

“今天，如果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



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八大义士至今
还让我震撼。如今的我们虽已不在生活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下，
但再读鲁迅的《呐喊》，你会感受到一种精神叫——爱国。

虽然只有简短的两个字，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有些人一辈子
也不懂的东西。“爱”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字，家庭成员
间，情侣间……但却很少提到我与国家之间。我认为我们现
在中学生的爱国绝不是停留在表层面上，而是真正的参与者，
虽不至于为国家献出你那条“龙子”命，但也要你在异国他
乡时刻关注着祖国，在祖国有困难时尽你的所能伸出手去援
助，这就是我眼中的爱国，很简单，但要坚持做下来，需要
用心。

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呐喊》这本书
也许就是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了。

呐喊风波读后感篇五

《呐喊》是鲁迅先生写的一本小说集。

他为了唤醒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便弃医从文，写了许多著名
小说，并收集分享在《呐喊》里。

《狂人日记》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小说，它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白话小说。所谓日记，就是一个人，得了“迫害狂”
之类的狂病，在得病期间写的日记。自然，日记中语无伦次，
狂人的所见所闻都被他认为是吃人。鲁迅先生想借狂人的口
吻，来反映封建社会这所谓“吃人”的本质。

鲁迅先生文笔精妙，因而文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回味。“我翻
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
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
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名义上是提倡孔子的“仁义道德”一
大套真理，可实际呢，自然是封建社会残暴统治、压迫、剥
削老百姓，使百姓的思想深受其毒害。

封建社会，无论是谁，都被这无形的思想所禁锢，以至于改
朝换代，仍然逃不出封建这圈子，而始终改不了20xx多年
这“吃人”的本性。

在第十篇中，“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
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会太平无事，怕还会
有人见情。佃户说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
们的老谱！”这几句我认为是妙到极点了。按这狂人的话说，
就相当于找个合理的借口吃了他。

而20xx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又无偿不是这样。一些人为了推
翻残暴的统治，而发动正义的战争，但统治者不会这么束手
就擒，统治者称之为“造反”。一旦起义失败，往往这些英
雄会留下千古骂名，英雄就便为狗熊了。一个好人的头上被
顶了个恶人的罪名，那些真正的恶人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杀了
这好人。

狂人其实是一个也觉醒的反封建分子的'形象。所谓的疯言疯
语恰恰是最清醒、最真实的。而持续20xx多年的封建传统也
使许多人的思想受到侵害和禁锢，能真正醒悟的人，反而被
视为疯子。

作者写这篇时，当时正是封建统治刚刚被推倒的没几年，仍
然有人想“光宗耀祖”，复立封建社会。人们也没有逃脱思
想的牢笼，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到救国救民，开启民智的行列
中。从最后那声“救救孩子”那悲切的呼唤，表示了狂人对
此的无奈，也用来启发人们的最后一声呼唤。

呐喊中其他文章，比如《孔乙己》、《药》、《阿q正传》都
是值得人去品味的，鲁迅先生借笔来唤醒当时的人们，同时



也为后世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为中国文学打下了基础。

现代社会，早已不是那残酷、专制的封建社会了，但仍存在
一些类似于“吃人”的不平事。比如一些非法犯罪分子在网
上发布的一些针对某人的人身攻击；官场上暗地里的争斗；
一些杀人、贿赂事件等等。在身边的情况下，我听说一些工
厂单位不给刚来的职工发工资或少发工资，这其实也是一种
吃人现象吧。不过有些已经被法律解决了。

也许，我们也许也要向鲁迅先生那样呐喊，我们现代社会也
仍然存在许多愚昧无知的人，仍然会有一些不平事。呐喊吧，
为了祖国，为人民，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