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读后感每篇(优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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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读后感每篇篇一

手捧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心中洋溢着童年时代的生活，
品味着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年少轻狂时的童真，神思似乎也飘
向了那份以往属于我们的逍遥日子。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写作《呐喊》《彷徨》的同
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
草》。职业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革命家。

鲁迅先生创作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透露了年少的疯狂时期，从中品味童真的乐趣。

百草园讲述了的景物美，同时也表达了“我”贪玩、淘气、
有好奇心……种种的景物让我感觉百草园的无穷乐趣。‘不
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
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用了排比的手
法，把百草园写的有声有色。及捕鸟的全过程，也写出了雪
后捕鸟的乐趣。

三味书屋讲述了“我”对百草园的依恋，对三味书屋的反感。
可是‘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花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能
够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
工作室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先生是本城中
级反正，质朴，博学的人。但当我问“先生‘怪哉’这虫，
是怎样一回事？……”先生似乎很不高兴，连撒很难过还有



怒气。

《朝花夕拾》，带我们去领略一下鲁迅的童年，慢慢体会童
年的乐趣。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
代，一样的欢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朝花夕拾读后感每篇篇二

鲁迅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文章被广大读者拜读，得到极高
的评价。我怀着好奇的心情

读完了他的《朝花夕拾》。以下说说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
认识和感受。

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
学的奠基人，世界十大文豪之一。

中篇小说《阿q正传》，回忆性散文集，小说集《呐喊》《彷
徨》等。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原名《旧
事重提》。作于1926年，共

十篇，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作品，而这部散文集中所写的，又
全是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描写

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诚挚的怀念，真实地书写
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

所经历的生活种种——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中
国到日本，每一篇都生动的反映

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
农》。



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
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

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表现了封建社会的残忍，对出
对反动、守旧势力的打击和嘲讽。

在读完《骆驼祥子》这部老舍笔下具有悲剧色彩的名著之后，
我的第一感觉是理想与现

心要凭本事吃饭。可他几次买了车，几次又丢了，不是因为
被抢就是因为遭勒索，要么苦于

虎妞，是用计嫁给了祥子，虽然带给了祥子些财产，但是好
吃懒做，还防碍祥子去挣钱，以

至于让祥子过的日子比结婚前还苦。她虽然是他的老婆，却
不懂得相处，以至于祥子根本没

望都已经破灭了，但他还尚有一丝希望——小福子，他知道
小福子是真正对他好的女人，是

愿意娶她的。但是，天不随人愿，当祥子赶到时，小福子已
因为不堪忍受那妓女生活，上吊

自杀了。祥子悲痛欲绝，他心已死，因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
了，祥子也在这几年的折磨中浪

费了青春年华，于是，他不思进取，渐渐流落成了一个狼心
狗肺的街头混混。

为社会的极度黑暗，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人是有思想的
动物，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但是要因人而异，因社会而异。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变
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会很复杂，人很容易失去自我，失去



自我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堕落。

朝花夕拾读后感每篇篇三

寒假作业布置写读后感，于是我就开始阅读一张写着密密麻
麻的书名的报纸14 号。找了许久，我找到了一个题目较新奇
的书——《朝花夕拾》鲁迅。回到家，从书架里拿出从未看
过一眼的的《朝花夕拾》，对着那个书名发呆。这本书是鲁
迅先生晚年的作品，而这部散文集中所写的，又全是先生幼
年时期的事情。幼年的事情到了晚年再去回想，犹如清晨开
放的鲜花到傍晚去摘取，虽然失去了盛开时的艳丽和芬芳，
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
则更令人浮想连翩、回味无穷。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鲁迅先生记述
他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文章。在《朝花夕拾》中，鲁
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
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
屋上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
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的不满。在《藤野先
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
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
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
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
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
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
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
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
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虽然在鲁迅的童年中有一些不愉快



的事情，但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
情，让人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我读鲁
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自迅先生心底的
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我仿佛看到了幼年的
鲁迅，趁大人不注意，钻进了百草园，他与昆虫为伴，有采
摘野花野果。在三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的严厉教诲，却仍
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
令人回味，也学就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吧，因此我才会那样
喜爱，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
到异常的亲切，充满激情。

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
《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一
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朝花夕拾读后感每篇篇四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
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
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
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
去了？！"……"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许是引起了我心
中的共鸣吧，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中的
一篇，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
到亲切，充满激情。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股热情，
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望整日被
父母，家奴管束着，这正是儿童特有的曾几何时，我已经远
离了童年，进入了少年，每天都在这忙忙碌碌的学习之中，
纷纷挠挠的生活之中。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稚气未脱
的孩子，有时还做着甜美的童年之梦回忆起那些童年琐事，



还时常记忆犹新，忍俊不禁。

我家原属市郊，附近有一大片田野，小时候，总去那里享受
着春日的阳光，秋日的清风，还有那片总被我采得一朵不剩
的油菜花，我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小时候，每天一吃
完饭嘴都不擦就去邻家串门子，和小伙伴一起去吃豆腐花，
一起去田野里玩，时不时还跌进泥坑变出个"小泥人"，采了
各式各样的花，又生怕主人找来，就把花藏在树洞里，一会
儿回去花早就枯萎了，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
中。而如今，田野上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都在为自己的
前程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
由，但我仍旧热爱自然，向往自由。无论现在能否实现这也
许就是我和幼年鲁迅的相似之处吧，使我在读过文章后有了
这么多感动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
不如细读一下《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
之梦，和鲁迅一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朝花夕拾读后感每篇篇五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种感觉，一听到有人提起鲁迅，脑海中就
会不自觉地跳出一幅画面——鲁迅先生抽着烟斗，愁容满面。
是啊!他一生都在为革命奉献心力，我也一直以为他的生活中
只有愁苦。

但书中的一篇散文让我彻底改了观，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个美
丽的令人神往的百草园……

从前，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物，可能从小就生活在水深火热
中，才能有这番救国救民的决心。但不曾想，鲁迅先生幼时
也是那么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我能想象先生幼时也是一个
调皮蛋，偶然翘课溜到百草园里，听着油蛉低唱、蟋蟀伴奏，
偶尔又按住斑蝥的后脊，捉弄它们，常常躺在软绵绵的草地
上仰望蔚蓝的天空。初生牛犊不怕虎，即使知道会被寿镜吾



老先生发现，会被训斥，却依旧“我行我素”，把学习抛之
脑后，只顾着玩，在百草园里尽情发泄童真。

开始读来我都不相信，这还是鲁迅吗?此番的天真烂漫应该出
现在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人物身上吗?后来转念一想，不论如
何，每个人终究有童年，那是一个人最为欢乐自由的时光。
那时无忧无虑，懂的少，阅历也不丰富，少年不识愁滋味，
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牵挂，也不会面临什么逆境。

我想鲁迅先生是为了告诉我们，要珍惜童年时光，宝贵的回
忆一定要好好保存，不要失去了再去后悔。

学习固然重要，但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是更加重要的。
童年一生只有一次，应该好好度过。试想，在现在这个和平
年代，劳碌大半生，可以在晚年时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也
是人生一大趣事啊。

《朝花夕拾》读后感

是他，让我回忆童年;是他，让我精神焕发;是他，让我留恋
难忘。他，就是我国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鲁
迅。

他的作品数不胜数，有《彷徨》、《呐喊》、《朝花夕
拾》……他的文章抑扬顿挫，他的文章留连忘返，他的文章
针针见血。最令我感兴趣的，非《朝花夕拾》莫属。

《朝花夕拾》是鲁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
这本书中的作品都是回忆性文章，但它们不是对往事的单调
记录，而是用娴熟的文学手法写成的优美的散文珍品。作者
撷取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片段加以生动地描述，选择富有个
性的情节和细节描画人物的性格，使作品充满浓厚的生活气
息，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本书共有十篇
文章，这十篇文章的语言都是清新、朴实，亲切感人。



本书原名叫《旧事重提》，但鲁迅觉得不太优美，于是将它
改为《朝花夕拾》。这个题目带露折花，色香好了很多。这
本书都是鲁迅回忆童年美好时光而写下。其中最吸引我的还是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了。

这篇文章是鲁迅回忆自己在童年时，在百草园的美好时光。
这篇文章多次用了景色描写，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
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
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
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一句话就用了景色描写，
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百草园的景色优美与神奇，表现出作者对
百草园的回忆。这篇文章还加入了《美女蛇》的故事，给百
草园增添了一份神奇的面纱。幼时的鲁迅受此影响，天天等
待着美女蛇的出现，等待着老和尚给他一个神奇的盒子，但
是终究没有出现。这实在是太天真了。

这本书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童年回忆，如《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等等，都能体现出鲁迅幼时
的天真可爱，和他对幼时美好时光的怀念之情。

这本书中，鲁迅写过一句话：“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
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它的出现，让我眼前一亮，心想：我也从记忆中“抄”出一
篇文章来吧!于是我便绞尽脑汁，想把过去的记忆全部掏出来，
看看有没有童年趣事，但没有。他的技艺真高!

让我们去探索鲁迅的童年美好时光吧!

《朝花夕拾》读后感

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这
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本书为鲁迅
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



《朝花夕拾》，正同于它另类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
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老了，累了，
回味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初的味道，想必
还别有一番滋味吧。

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
或许鲁迅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他用一个孩子处世不深的
目光探射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

虽然在书塾读书很烦闷，但是我觉得鲁迅的小时候还是很快
乐的，看到这，总是能回想起小时候的趣事，在现在看来，
总觉得小时候无忧无虑，我多麽想再回到小时候，在体验一
下那小时候的事情，虽说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的，感到无聊，
没趣。但在小时候，是多麽值得回忆的事啊。

那次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深。

老师也曾说过：只有情感才能把文章变成有血有肉的。他的
一切话语虽然平淡朴实，炽热的情感却展露无疑。他希望与
大自然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山水间流连，向往与小虫子
们打成一片的日子。读着读着，仿若年迈的老人顿时变成了
一个活力四射小孩子，身上散发着阳光般的气息。

《朝花夕拾》读后感

不明白鲁迅为什么把“旧事重提”改成了“朝花夕拾”，但
不得不说，夕拾的朝花，不仅是旧事的，反倒是新事，开心
事，伤心事。

这篇文章可分为五种味道：酸、甜、苦、辣、咸。

酸。的确，鲁迅的文本有点酸，什么酸?心酸。

你看到《父亲的病》，作者从不正面写家道衰败的颓唐，仅



从父亲口里说的嘘嘘的话，作者在左右奔波瞻前顾后的疲态，
表面上是祥和安平，但心里却按捺不住，到最后，衍夫人唆
使作者喊父亲，却遗留给作者的“最大的错处”

感人肺腑的是，暗地里不乏对衍夫人自私的多话做出不良形
象的讽刺。

甜。不要说阿长与过年行礼的温馨，也不要说，也不说看社
戏、看五猖会时的快活热闹，单提起百草园“油蛉在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的童趣，一切心里感受的天真浪漫，一
切体味的亲切柔情，又似乎搭上了独特的鲁氏桥，进了甜美
的童年故乡。

苦。成了“名人”“君子”的仇是苦，阿长，父亲的死是苦
的，藤野先生的死是苦的，跳进了老家里的“大染缸”不自
由，是苦的。辛亥革命苦了，人民苦了，鲁迅苦了，也苦出
了这本书，在暴虐、黑暗、瘴气的旅途中《朝花夕拾》。

辣。鲁迅的本色。辛辣的笔风，自然会有它的笔尖指向人群。
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坚强的男人，对
反对派、保守派势力的攻击和奚落是无情的。

比如，对陈、徐的尖酸刻薄的讽刺在嘴里有点辣，但入肚却
穿肠荡胃，甚是寻味。

咸。眼泪的味道。简单感人的散文，足以让人流泪。老一点
一点的，是《朝花夕拾》能被啜泣的盐，染咸的是回忆，溅
起的是读者深思的心。

读过回忆录的人，也都是风月残花，追风寻影的闲情逸致，
却没有看到夕拾的朝花也别有一种味道，也就是，百味不离
其宗，朝花夕拾一样艳。



朝花夕拾读后感每篇篇六

以前上语文课时，我总是不太喜欢鲁迅先生的作品，认为它
所描写的东西离我们很遥远。在逛书店的时候，看到了各种
文献上推荐的《朝花夕拾》就买了下来。拿回家之后，每日
可有可无的翻阅着，渐渐地，我被书中所描写的场景深深地
吸引了，反复的读了好几遍。

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作品，而这部散文集中所写的，又
全是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幼年的事情到了晚年再去回想，
犹如清晨开放的鲜花到傍晚去摘取，虽然失去了盛开时的艳
丽和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而那若有
若无的清香则更令人浮想连翩、回味无穷。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如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
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得不
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
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
的不满。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
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
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
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
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
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
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
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读着鲁迅先生的童年趣事，我不由得想爱你感到了自己的童



年。

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
《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
一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这本书给予我的是无限的遥思，勾出了我对童年的怀念，却
又给我无限心酸的感觉。鲁迅先生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得承受
那么的重担，这是不是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也许正是有了那段充满童趣和无奈
的童年时光，让鲁迅先生有了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