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读后感(优秀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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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一

翻看旧的书籍，谱下新的笔录。内心又一次受到历史的撞击，
童年的美好也随之轻轻跳跃。

《朝花夕拾》，一个交织着鲁迅先生儿时到青年的.快乐、悲
伤、怀恋、愤恨的情感故事。朴实而感人的文字，溅起了每
一个读者深思的心灵。

书中，猫让“我”厌恶至极；慢慢长大，“我”对社会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从二十四孝图中，“我”看清了愚昧的封
建孝道；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给予了“我”最美好的回忆。

鲁迅先生从自己亲历的生活中，赞美了劳动人民的纯朴、善
良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童年生活在《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油蛉在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
钢琴”，一幅幅令人心驰神往、充满童趣的画面给作者留下
了甜美的回忆。

似水流年，我们的童年也已悄然而逝，成为了儿时最美好的
回忆。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离家最近的那座古朴的老桥边
玩耍、嬉戏。在那个时候，老桥陪我们度过了美好、快乐的
童年。

每天，我们都相约在老桥边，手拉着手，趁着家长不注意，



偷偷去桥边的小店铺买好吃的、好玩的，之后便在老桥边荡
秋千、玩翘翘板……在童年的世界里，我们天真可爱，在那
座刻满沧桑的老桥旁，总会发出一群孩子们窃窃私语的谈话
声和那银铃般的笑声，那些声音，记录着我们童年的温馨、
快乐。

岁月像过滤的筛网，筛去记忆中的不快，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我总是时时惦记着家乡的老桥。一到放假，缕缕牵挂总是促
使我去寻找那份自由、甜蜜的回忆！

那座家乡的老桥，是凝固的音乐。那座老桥见证了我们的成
长，见证着我们的童年，承载着我们的欢笑，它陪我们度过
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童年的美好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二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一本经典散文著作，其中不乏有
对封建旧制度理性的批判，同时也不缺少对儿时美好童年的
回忆。温馨的回忆：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回忆
了儿时在百草园玩耍和在三味书屋里学习的枯燥;理性的批判：
如《琐记》，作者批判了衍太太的行为，表现了她是一个自
私自利的妇人。

在《朝花夕拾》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文章是《阿长和》。
这篇文章讲的是：“阿长”是作者儿时的保姆，她迷信，又
很朴实，得知作者想得到《山海经》，为其寻购并将《山海
经》赠送得作者的故事。

在文中，我最喜欢“阿长”这个人物。她是一个迷信又淳朴
的人，得知作者想得到《山海经》，为其寻购并将《山海经》
赠送得作者。先抑后扬，升华了“阿长”的人性美。



文中是这样描述《山海经》的：是作者“最初得到的，最喜
爱的宝书”“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
很坏”“甚至几乎全部用直线凑合”。这说明《山海经》很
破旧，但是作者依旧那么喜爱它。侧面描写出“阿长”对作
者的喜爱，作者喜欢“阿长”。

《朝花夕拾》，一本好书，一本经典之作，推荐你去读一读!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三

读鲁迅的《朝婲夕拾》时，我的感触很多，在读它的时候我
吥会觉得像是在读名著，反而会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诟来
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此书的独到之处。鲁迅的作品可以说是
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追求满是好词佳
句的华丽。却更能吸引读者，仿佛在给你讲故事一样。

《朝婲夕拾的》的原名叫作“旧事重提”。但吥知道为何，
却改成了《朝婲夕拾》，吥过这《朝婲夕拾》的名字显然要比
“旧事重提”来的好听。鲁迅巧妙地将儿瞳时期的旧事比作
朝婲，将长大才开始回忆童年的往事比作傍晚拾起清晨的花
朵。

《朝花夕拾》共收入10篇作品。苞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
《狗。猫。鼠》;怀念长妈妈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
封建哮道观念的《二十四哮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
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塾师寿镜吾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
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
迅感激的日本佬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
农》。

在读“无常”的这段文字的时候。这无常被鲁迅写的栩栩如
玍。特别是对阴司间构造的描写实在是令人身临其境。《无
常》描述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常”形



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爽直而公正的
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不到恶
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文章在夹叙夹议中，对打着
“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予以了辛辣的嘲讽。

而全文莪最感兴趣的章节，无疑就是“狗。猫。鼠”。读这
段文字时，莪就好像自巳就是鲁迅。于是莪也喜欢起了原来
最讨厌的“老鼠”。当听到了是猫把“隐鼠”吃掉时，我也
极为伤心，那么可爱的“隐鼠”就这么被吃掉了，我也开始
痛恨起猫来。而当我看到阿长踩死“隐鼠”的那一刻时，感
觉真有点气愤，同时也为鲁迅矢去“隐鼠”而感到惋惜。更
感觉阿长真坏，不仅踩死了可爱的“隐鼠”，还把罪祸强加
在了无辜的猫的身上，使鲁迅错怪了猫。

“独酌花酒释汹竹，寒衣不胜暑。朝花夕拾谁归属，甜酸咸
辣苫!”

读完了整本书之诟，莪发现鲁迅的瞳年玍活虽然侑些许苦涩，
但是当长大到老后再来重新回忆童年，曾经的伤痛，都已逝
去，剩下的就只有快乐与教诲。同时莪也联想到了自巳，现
在的苦将造就将来幸福的玍活，而当长大诟，再囙头一眸，
就会发现瞳年，是茤么的快乐!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四

看着《朝花夕拾》，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的我。以前的生活，
是那么的无忧无虑，每天听着鸟儿脆耳的鸣叫声，闲暇时间
还经常可以去小溪、湖泊中拿上几块扁平的石头打水漂，喜
欢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每个周末，总是要找蓝天白云、绿水
环流、绿树成荫的地方，好不痛快!

早晨的落花，傍晚拾起，人到晚年来回忆青少年的往事，又
该是怎样的情怀呢?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就像是茫茫书
海中不起眼的一粒沙子，但它所散发的光芒却影响了整个中



国。

《朝花夕拾》中所描绘的封建社会的场景，与我们现在的生
活实在是大相径庭，但它却写出了对当时那个时候封建社会
的强烈憎恶，鲁迅犀利的文字并不含蓄而是一剑指出当时社
会的腐败。细细读来《朝花夕拾》，发现它是通过许多巧妙
的手法，来表达作者内心的感情的。而每一个情节，甚至于
一个极其细小的让人几乎无法发现的小情节都蕴含着极深的
道理。

《朝花夕拾》体现了鲁迅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写作艺术。

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
在对往事深情的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
“杂文笔法”(即对现实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
富的内心世界。擅长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
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作者在批判、
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表面上很冷静
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
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
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

看着《朝花夕拾》，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的我。以前的生活，
是那么的无忧无虑，每天听着鸟儿脆耳的鸣叫声，闲暇时间
还经常可以去小溪、湖泊中拿上几块扁平的石头打水漂，喜
欢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每个周末，总是要找蓝天白云、绿水
环流、绿树成荫的地方，好不痛快!

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快乐，童
年，惹人怀念。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五

在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的病》。



《父亲的病》主要讲述了当时社会庸医的无能，明明知道病
没法治了还故意蒙骗，看似开的是灵丹妙药，其实就是故弄
玄虚，使用障眼法，对病是没有一点疗效，搞得家人东奔西
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并且对治病只是忙于应付而草草
了事，给人看病都是为了那些身外之物――金钱。

当今社会，还是把金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存在。他们为了金
钱而随随便便应付他人。他们应付别人时，有想过别人是给
予他们多大的期望吗？有想过他们正一步步地将别人的希望
变成失望吗？有想过他们做这件事是没有违背他们的良心吗？
没有，他们没有想过。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以致
他们没有看见别人给予的期望。

利益使人没有了心智。我曾经看过一篇新闻报道:女子因贪图
利益，在饮料中加入老鼠药，导致两名小学生死亡。这是一
则让人痛心又让人气愤的新闻。

痛心是因为那两名小学生还那么小，他们还有无限的未来，
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却死在了两瓶饮料上。气愤是因为这名女
子竟因为一点点钱害死了两名小学生，因为一点点零一伤害
他人。

我想如果当时，她有那么犹豫了一会儿，就不会发生后来的
事情了。可利益就是那么可怕，它可以使人没有了心智。可
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如果没有如果，后来也没有后来。我想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类
似的事情发生吧。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看了一本散文书——《朝花夕拾》。



这是一本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就更加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
年时代与人类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

书中有批判，有嘲笑，可以视为鲁迅的杂文笔法向散文的渗
透，不仅使其中的韵味更加丰厚，而且显示了鲁迅现实关怀
的一面，这也是真正的鲁迅。

这本书确实非常好看。

《狗猫鼠》记述了童年时对猫和鼠的好恶。

《阿长与〈山海经〉》回忆了保姆长妈妈的淳朴善良。

《二十四孝图》对荒谬愚昧的封建孝道进行了抨击。

《五猖会》回顾了儿时一次看庙会的经历。

《无常》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乡间迎神赛会时的活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味了纯真快乐的童年和在三味书
屋读书的日子。

《父亲的病》在叙述父亲生病长期治疗的过程中，对庸医误
人表示出了深深的愤慨。

《琐记》记述的是作者去南京读书的经历。

《藤野先生》怀念日本留学期间的老师藤野，并记述了作者
弃医从文的经过。

《范爱农》回忆和悼念了青年时代的挚友范爱农。

《朝花夕拾》以清新、平易、深情、舒缓的笔调记述了鲁迅
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展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
抒发了对亲朋师友的挚诚怀念，寄予了对现实的思考。



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丽的回忆。

《朝花夕拾》，去领略一下鲁迅的童年，慢慢体会其中的幸
福童年味儿吧。

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
快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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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该快乐美丽的童年，因为笼罩在那个封建社会，时不时
透出些迂腐的气息，所以鲁迅要骂，骂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社会。

从文章表面看，鲁迅似乎都是用了些温情的文字，其实，他
把愤怒藏得更深。

有人说柔软的舌头是最伤人的武器，也许鲁迅先生正是想达
到这个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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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一个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那便是
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她是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人。

因为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像在新
年的早晨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
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
鼠。

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

看到这，读者在脑子里勾勒出的是一个活脱脱粗俗、守旧的
妇女形象。

然而，鲁迅对她的印象远不止这些。

她有可爱的一面。

“阿长”知道“我”喜欢《山海经》，跑了许多路，
帮“我”买来了《山海经》。

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

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鲁迅表达了他对阿长的爱，他
希望仁慈的地母能让阿长安息。

还有几个人物，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深的。

一位是范爱农先生，鲁迅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不好的。



原因是范爱农的老师徐锡麟被杀害后，范爱农竟满不在乎。

鲁迅对他的看法几乎是渐渐改变的，直至范爱农就义，鲁迅
开始变得景仰他了。

另一位是衍太太，她在《父亲的病》中出场。

在“父亲”临终前，她让鲁迅叫父亲，结果让父亲“已经平
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
”后来“父亲”死了，这让“我”觉得是“‘我’对于父亲
最大的错处”。

衍太太对别的孩子们“很好”：怂恿他们吃冰，给鲁迅看不
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

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
打骂的。

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

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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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

读到他的文章，却是在课本里，课文叫做《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是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

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来都是高不可攀的偶像，加上他是
“家喻户晓”的世界上都有名气的大作家，更是有点恐惧，
不敢轻易读他的书。



怕读不懂，自己太俗了。

但自从读过鲁迅那《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
下子，似乎把我和偶像的距离拉近了。

朴实的文笔，细腻的情感，使我感到像在一位和蔼慈祥，平
易近人的爷爷交谈。

首次捧起鲁迅的《朝花夕拾》，从目录，细细品读下
去...... 鲁迅的文笔绵密细腻、真挚感人，犹如小桥流水，
沁人心脾。

它真实地纪录了鲁迅伢r / ??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
历，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
的怀念之情，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风俗画面。

鲁迅与闰土的童年，可以说是人间比地狱。

因为是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朽，使得平民老百姓的孩
子从小就要受苦受难。

而鲁迅正家境不错，所以过上了相对比较幸福的生活，但却
不及闰土的生活有乡土乐趣。

而今，我们生活的21世纪。

再与鲁迅的生活相比，可谓是天上人间啊!生活条件好了，不
用在下雪天受冻，有暖气;不用在大热天流汗，有空调。

可以吃到很多鲁迅哪个时候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吃到的东西。

但想一想，比起《百草园》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真是毫无乐
趣可言啊!没有端详过麻雀，不知道什么是叫天子，何首乌似
乎听说过……被吓唬到的神话故事总算是听到过几个，但是



却再也想不起来。

至于雪天中的“拍人印”。

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即使有纷飞的大雪，也是不敢“妄想”的。

我们南方现在是难得看到飘雪的。

记得小时候，上海的某一年冬天，下过一场大雪，一场有积
雪的大雪。

能想象得到当时出家门的时候，一定是手上戴着手套，头上
顶着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

那年，抵抗不了上海的寒冷，生病了，要去医院。

却似乎没有沾到半点雪。

印象里是出租车窗外绿化带上的一层雪。

还有初次见到的雪花，只是不能碰，刚快碰到就被一旁的大
人拦下来。

这是“不乖”的表现。

回想起来，如果现在的我，仍能想起当年的冰凉，哪怕是透
过手套得来的湿嗒嗒的冰凉，或许也能像鲁迅先生一样，成
为落笔的资本。

只是现在，倒宁愿忘记那场雪了呢，因为没有乐趣，只有被
约束的难受!

与我们的生活相比，私塾里的生活，又或许要难过上许多倍。



能在百草园烂漫多年，也许是好事，但是突然有一天，一天
的大多时只能呆在书院里读书，会觉得多少的失落呢?其实，
相对于以前的孩子，我们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较上方了，无
论是生活质量，还是思想品质。

有朦胧的思想，看着实事的动荡，体味着生活给予我们的甘
甜，我们的生命里也有无数的活力。

又相对于那个封建的年代，现在生活是多么的宽松。

可是，也不得不说，以孩子们当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教
育，仍然让人快乐不起来。

我正接受，所谓更加“全面”的教育但没有一点兴趣，很累，
很累。

我不再能够体会，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快乐。

《朝花夕拾》的原名是叫做《旧事重提》，是对逝去岁月的
回忆，有真挚的情怀，有无奈的感伤。

欢快的时候，我感到有沁人心脾的馨香袭来;郁闷不乐的时候，
我感到无名的寂寞前来吞噬。

这一切，确实是能真切的感受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