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故事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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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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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故事读后感篇一

19发表中篇白话小说《阿q正传》。195月15日发表《狂人日
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1936年10月19日因肺
结核病逝于上海。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
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
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
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
《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
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
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以笔代
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鲁迅故事读后感篇二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杂文集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
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



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
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
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
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
所取名为准。

鲁迅故事读后感篇三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
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发表《狂人
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
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
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
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
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
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
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
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故事读后感篇四

1)友誼是兩顆心真誠相待，而不是一顆心對另一顆心的敲打。

2)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3)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

4)不滿是向上的車輪。

5)我好像是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



6)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
光明。

7)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人才有真
進步。

8)唯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

9)穿掘著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
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癒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
路。

10)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

11)時間，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時，可是一天的時間給勤
勉的人帶來智慧與力量，給懶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

13)穿掘著靈魂的深處，使人受到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
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和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
的路。

14)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
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
沒的力量。

15)孩子是要別人教的，毛病是要別人醫的，即使自己是教員
或醫生。但做人處事的法子，卻恐怕要自己斟酌，許多人開
來的良方，往往不過是廢紙。

鲁迅故事读后感篇五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
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
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



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
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
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
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
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