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优秀7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篇一

2009-01，夫人朱安，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
《呐喊》《彷徨》论文集《坟》，19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
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杰作。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第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
中国名着，也是世界名着，这本书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
的，例如《故乡》《药》《孔乙已》等鲁迅名作。

看完《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剧中
主人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
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
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鲁迅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
国人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激励半梦半醒的国人，用还有
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急切希望沉睡的国
人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学习他做事一丝不苟，他的每字每句时
刻在启示我：大千世界有着深刻的道理，丰富的知识，高尚
的道德。在现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应该抓住机遇，不断
学习总结虚心向同事请教，从一点一滴做起，克服一切困难，
敢于面对一切挑战，早日挑起大梁。

我们的学校相对来说是一个生源较差的学校。也许很多工作
得不到家长的理解或支持，也许付出很多努力却得不到应有



的回报，这使我们或多或少有些气馁，使我们对事业的热情
慢慢削弱。但看了这本书后，除了感动外，更多的是让我清
晰的认识到，如果你是真正的热爱自己的事业，真正全心奉
献于教育事业，那么你会发现你的付出是有成就的。当你真
的爱一个学生，再差的学生你也会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并
激励他；再调皮的学生你也会找到他的可爱处；在难以相处
的学生，你也会尽力去接近他，帮助他。当这些学生一点点
进步了，学生会爱戴你，家长更是感激你，这使你感到自己
的奉献是值得的，这也会激励你更努力工作。

21世纪这个崭新美好的世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美好未
来。教师更始责任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更要把爱奉献
给自己忠爱的教育事业，关爱每个学生，茁壮成长，将来成
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悼念鲁迅_800字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
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词、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
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都发表了哀悼的
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
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
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
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
是亲密的朋友或者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
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
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得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
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



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
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
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
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然而我们并不
想称他作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
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
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
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
的帮助。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
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
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
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
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
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
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
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
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
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
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
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
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摘抄《爱惜时间的鲁迅》_350字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他在30年间，为我们写作和
翻译了600多万字。大家都说鲁迅有天才，可是鲁迅自己
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
的。”鲁迅为了爱惜时间，总想在一定时间内多做一些事情。
他曾经说过：“节省时间，就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

鲁迅工作起来是不知道疲倦的。他常常白天做别人的工作，
晚上写文章，一写就到天亮。到了老年的时候，对时间抓得
更紧。在他逝世前不久，生着病，体温很高，体重减轻到不
足40公斤，仍然拼命地写作和翻译文章。他临死前三天，还
替别人翻译的一本苏联小说集写了一篇序言；在逝世的前一
天还写了日记。鲁迅一直工作到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从来
就没有浪费过时间。

鲁迅不仅爱惜自己的时间，也爱惜别人的时间。他从来不迟
到，绝不叫别人等他。就是下着大雨，他也总是冒着雨准时
赶到。他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地耗费别人
的时间，和谋财害命没有两样。”

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爱惜时间的精神，要有计划地支配自
己的时间，也要爱惜别人的时间，不让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一
分钟。

摘抄鲁迅的文章《回故乡》_250字

第一部分：回故乡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
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
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
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
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
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
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
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来源：m.201309/

，请保留文章来源信息和原文链接！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对文章中的
爸爸和伯父帮助黄包车车夫这件事，感触很深。

这篇文章大意是爸爸妈妈和作者去她的伯父鲁迅家，作者的
爸爸在鲁迅先生家门口看见了一位受伤的车夫，并经过询问，
知道车夫受伤的原因。作者的爸爸叫来伯父一起来帮车夫包
扎好伤口，并给了他钱，让他安心养伤。

鲁迅先生的行为使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亲眼目睹过一件跟文中恰恰相反的事：一个小男孩踩到香
蕉滑倒了，他大哭起来。很多人都冷眼相看，有的人还袖手
旁观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还有人在议论他的狼
狈。

读了这篇文章，我很惭愧，鲁迅先生的心境和品格我们是无
法达到的：假如我是一只发着微光的萤火虫，那么鲁迅先生
则是发着耀眼强光的太阳：假如我是一株长在山间的小草，
那么鲁迅先生就是一棵长在山顶的伟岸的青松。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篇三

从古至今，中国就有数不胜数的英雄好汉豪杰书生他们有的



为子孙留下了押韵顺口的诗歌，有的则为我们打下了稳定的
领土，使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比如醉酒诗人李白；统一蒙
古占领亚洲的成吉思汗；武艺高强的飞将军李广我本以为这
是天意，但我读了《鲁迅自传》后，我的想法变了。

鲁迅先生13岁以前生活本十分富有，但从那以后就不同了。
在鲁迅先生１３岁时，他的曾祖父嫌考场有作弊的空子，被
罢官下了监狱。并定期向监狱交打点钱。从此，鲁迅便从一
位阔气的富家公子变成了贫穷的乞讨者。这时年纪轻轻的鲁
迅才意识到社会的黑暗和朝廷的腐败。

胸怀大志，卓然不群的少年鲁迅怀揣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新
时代的向往毅然走出封建制度去可解决燃眉之急的南京水师
学院（当时这里减免学费）求学，但南京水师学院教学极差，
所以鲁迅先生又改上了矿路学堂。

在南京学习的4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急于报国
的鲁迅毕业后急忙向日本留学。

海归的鲁迅回国后便迅速去当老师，虽然薪水不高，但鲁迅
知道只有从少年抓起才能改变东亚病夫的状况。

就这样，伟大作家鲁迅用自己一生50年的时间全给了中国。
这就是我读《鲁迅自传》的感想。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篇四

六年级上册结束了，让我深受感触的当然是《我的伯父鲁迅
先生》这篇文章。它让我真正了解了鲁迅，亲近鲁迅先生，
走进鲁迅的高尚品质和博大精神。

我看文章的第一段，就知道鲁迅先生深受人们的爱戴，鲁迅
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那是因为鲁迅先生有非常渊博的知
识，他十分同情受苦受难的百姓，十分关心自己的女佣。他



从不屈服于反动派，坚强地与反动派作斗争。正是这样，鲁
迅先生逝世的那天，有些人甚至从遥远的地方赶来上海，追
悼鲁迅先生。

这篇文章的内容简短，但我的感受却很深很深。

忧国忧民，情之所系。鲁迅的爱国情深深印在我们的心
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为别人想
的多，为自己想的少。鲁迅用无私的行动实践了自己。他的
精神、他的情怀，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指引我们
走向未来。就想文章中的一个情节：鲁迅救助受伤的车夫，
鲁迅尽可能地帮助弱势群体，再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劳苦人
民的关心与同情。本文以孩子的口吻进行叙述，给人以朴实，
亲切之感，使鲁迅先生的高尚品质跃然纸上。

这篇文章也教会我们人生哲理，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人，
把我们的爱心献给别人，别人也自然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
每个人都像鲁迅先生这样爱憎分明，中国才会有真进步!

以后我们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很长，这篇文章使我获得生命启
迪，让我终身受益......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篇五

读了鲁迅先生写的《药》后，我才知道新中国的道路上是多
么的坎坷曲折。

《药》讲的是华老栓为了给小栓治肺结核，向刽子手买人血
馒头。从茶馆里的客人们的口中得知，这是用革命者夏瑜的
血做的。夏瑜在狱中还不忘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叹
息牢头不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还被大家说是“疯了”，最
后被处死。

“吃了人血馒头就能治好肺结核”如果是现在，有人这么说



的话，一定会被人嘲笑，不相信科学，去相信这种无厘头的
传言，实在是令人耻笑。可是在旧中国，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有人拼命工作花大价钱去买这一点用也没有的东西，愚
昧至极。

而为了人民的革命者夏瑜却被他想拯救的人民给害死，他们
丝毫没有愧疚，还幸灾乐祸，可以说旧中国病了，人民病了，
社会病了。有的人知道自己病了，他喝下逃离迂腐的药，喝
下了清理害虫“封建思想”的药。可有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病
了，还将良药看成毒药不愿喝它。这良药中最有效的一味便是
“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让人民当家做主，才能慢慢地将
人民迂腐的心理转换来，社会才会健康。

人民对革命者的冷眼旁观，才是革命者最大的悲哀。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篇六

这个暑假，我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些短篇作品，其中一篇《药》
第一次看的时候很诧异，也不是很懂，一共读了五遍，才基
本理解了，也有了一些感想。

《药》主要写了老栓夫妇的儿子得了一种病——“痨病”，
在那时是难一治好的。他们就听信别人的谣传，夜里托人高
价买来了一种药“人血馒头”（当时都认为吃了沾有别的孩
子血的馒头，就可以延长自己孩子的生命），然后满怀希望
地让儿子小栓吃了这特殊的药，可结果儿子小栓还是死了。
后来，母亲去儿子的坟头，碰见了隔壁坟也有一个母亲给儿
子上坟，她并不知道隔壁坟埋着的就是死后血被用来做人血
馒头的小孩。

说实话，刚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有点害怕，也有很多疑问。有
病为什么不去医院看呢？还有就是那个被用来做人血馒头的
孩子只不过偷了一点东西，怎么大人就把他打死了？后来我
又认真看了几遍，还和妈妈进行了讨论，明白了那个时候封



建迷信和科学落后使人很愚昧，鲁迅先生用讥讽的语言、用
简单的一个“药”字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封建社会的无知和一些所谓的礼教是致
人于死地的原因，鲁迅觉得真正医好的药，不是什么人血馒
头，是人们需要有抗争的精神。

鲁迅的坟的读后感篇七

祥林嫂已然已经受不住这个以外得沉重打击，她当时就
说“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一个善
良的灵魂被彻底摧毁，欲做奴隶而不得的祥林嫂，终于一步
一步地被推上了死亡的深渊。

而然，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祥林嫂这一连串悲惨的遭遇，而
在于她一再地把自己的不幸当成幸福。这才是祥林嫂不幸中
得最大不幸，悲剧中的`最大悲剧。

鲁迅用这一支饱蘸了满腔悲愤的笔，入目三分地描写了祥林
嫂悲剧的一生，也深刻揭露了国民的愚昧和当时如铁屋子般
的黑暗。

鲁迅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让我震撼，而他笔下所流淌的那些
深沉而激愤的思想，他所流露救国救民的情绪，深深眷恋祖
国，却又憎恨病态社会现实的情感，更是让我掩卷沉思，感
慨万千。是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读冰心，你可以在昏黄的灯下，捧一杯香茗，细细品读；读
周作人，你可以靠在床头，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饶有兴味
地翻开；而读鲁迅，你一定要正襟危坐，让灵魂经受那最睿
智最深沉的思想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