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呐喊读后感题记(大全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呐喊读后感题记篇一

這次出差的带上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最早读余华的书是在大学時候了，《许三观賣血记》和《活
着》，书中的语言平淡地讲述，如同讲述一件完全与自己无
关、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但读完以后，那种无可奈何的
悲凉却能让我的内心震撼。

《在细雨中呼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一段：“现在眼前
经常会出现模糊的幻觉，我似乎能够看到時间的流动。時间
呈现为透明的灰暗，所有一切都包孕在這隐藏的灰暗之中。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時间里。田野、
街道、河流、房屋是我们置身時间之中的.伙伴。時间将我们
推移向前或者向后，并且改变着我们的模样。

……

他一旦脱离時间便固定下来，我们则在時间的推移下继续前
行。孙光明将会看着時间带走了他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景色。
我看到了這样的真实场景：生者将死者埋葬以后，死者便永
远躺在那里，而生者继续走动。這真实的场景是時间给予依
然浪迹在现实里的人的暗示。”

這一段关于時间和人生的思考，出现于弟弟孙光明死時。



時间裹挟着一切向前流去，人世在变，沧海也能变桑田，唯
一不变的，只有時间。也可以説，世事未变，唯一变的，只
有時间。

余华在书中這段关于時间和生命的思考，也带给我很多启示，
书中对回忆的描写让人叫绝。回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説，决
然不可能是整个事件的再现，我们只能记得带给自己感受最
深刻的部分，比如，某个场景，某种味道、某种心情，通过
這些，我们渐渐回忆起事件的全貌。這本书就通过這样一些
线索，叙述了主人公对童年的回忆，看起来特别真实。

余华的书有个特点，不对个人感受进行描写，但却能让人回
味无穷，悲剧到最后剩下的不再是愤怒、悲伤這些情绪，只
有深入骨髓的无奈，对世事的索然无味和麻木。這样的书让
我看了比看耽美的虐文难受一百倍，耽美的虐文看了只让我
心中一時纠结、难受，但這样的书看过一遍，不管時隔多久，
回想起来那种深刻的无奈仍能准确无误地击中我，无法动弹。

那么下一部余华的书《兄弟》，我看我还是等等再看吧……

呐喊读后感题记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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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读后感题记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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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读后感题记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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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读后感题记篇五

鲁迅先生他所写的小说，我的感触最大的是，他就是写的自



己。今天我也写写自己。

香灰，就是给菩萨点香燃尽之后的粉状物。极容易造成肺病。
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就曾经见过我我母亲，在
生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曾经泡水服过。当然后来病是好
了。当时，我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香灰真起了什么作用。后
来出来读书之后，有次回家，我我母亲也有拿出过这么一小
包东西，她告诉我这是求菩萨时得的，但是我我母亲说她稍
微喝点，你就不要喝了。我当时跟我我母亲说不要喝这种东
西，但是我我母亲还是坚持抿了一小口。

前段时间，我我母亲身体一直不适，她跟我提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她已经去医院挂过水了，可是还是没有好，还要再挂
一段时间的水。后来我带她去医院做了个比较全面的身体检
查，她很质疑那个医院，连药都不配，身体么又不见好，这
些医生到底会不会看病。

后来我妈的一个小姨，那时候兄弟姊妹多，我叫她外婆的这
个小姨不辞辛劳特地从南京打听，帮忙着介绍了一个苏州的
专家医生，她家的一个亲戚也跟我妈差不多的'情况的，身体
好多了。而我呢，也为此专门打了这位外婆电话了解了这位
医生，跟我妈检查出来的症状其实是毫无关系的另一病症的
专家。我就一直推着拖着。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估计我妈会
嘀咕，她不嘀咕，这些亲朋好友也不会饶了我。

这期间，偶然有一次，她跟我提了我阿姨给她买了一些营养
保健品，说是效果非常好，建议我妈，也就是她姐姐也应该
用用。营养的保健品真心贵的啊。

做儿子的实在不想像鲁迅先生他那样质押衣服首饰换钱买药。
不晓得如何跟我母亲大人开口，就如当年不知道该怎样劝解
我母亲不要喝那香灰泡水一般。我对母亲的感受想法，就好
像鲁迅先生他当时暗地里笑话闰土拿了香炉和灶台一样。



在了解了我母亲的比较确切的病况后，我跟我我母亲说了几
点想法，都59岁了，不要上班了，至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第二呢，多锻炼锻炼；最重要呢，从饮食上去改变一下。大
半年过去了，上个月我妈打我电话，说想去厂里上班了。我
也支持，毕竟一个人呆在家里也会觉着闷。

前两天，她很开心的说着，她在新厂里面，大家之间都非常
谈得来。谈得来就好。

呐喊读后感题记篇六

“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
意”，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跑
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先生在“呐喊”，“呐
喊”这腐朽的封建制度，“呐喊”这新文化运动，“呐喊”
这整个民族。

鲁迅同样也在“呐喊”着“一件小事”，一件对“我”有深
远意义的小事，一件在那个社会让我难忘的小事。虽没有
《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么脍炙人口，但却是最震撼我的
《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人力车夫，拉着“我”在北风
中前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下，不想多事
的“我”忙叫车夫赶路，车夫却并未理会，忙搀着老人走向
巡警分处所。这件事即使是放到现在，仍然是令人敬重的，
更何况在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呢？一位人力车夫，毫无身份
地位的一个人，为生活卖命的一个人，却有着那个时代最珍
贵的品质，就连“我”也觉得惭愧，每每想起此事，便会激励
“我”。

我并不想说那些阿q、孔乙己等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他们是
腐败、丑陋的。仅仅是《一件小事》，却让我领悟到人生珍
贵的爱——一种发自内心对他人的关爱。



一件小事，却可以反映出高贵的品质。古人常说：莫以恶小
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无论多么小的事，它总有发生的
意义；无论多么小的事，它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品质。

这是一件小事，过去爷爷天天在做，现在爸爸在做，将来我
会去做。这件小事就是记账。一本泛黄的旧记事本，透着一
股独特的木香记录着家里的'每一笔开支。没有多么优雅的字
体，只是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但我却当作最珍贵的东西。
每每看见桌前，爷爷伏案提笔的情景，我总忍不住上前瞧瞧。
“二毛钱的火柴，五毛钱的豆腐——————”无论多么小
的开支，爷爷都记着。这是一件小事，爷爷每天都要做的一
件小事，事虽然小但也需要坚持。冬天冷得让人不寒而栗，
双手露在外面冰冷的，爷爷仍旧在写。“明天再写吧，天太
冷了，爷爷。”“不，今天的事必须写完，不能拖。”爷爷
就是这样，今日事今日毕，从不拖拉。

这本记账本跟了爷爷好多年了，里面从来没有少写或漏写。
现在，它在老爸的手中，虽然换了主人，换了笔迹，换了内
容，但爸爸和爷爷一样天天都在完成这件小事。

这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却看到了爷爷和爸爸身上勤俭节约的
品质。每每干活时划破了衣服，爷爷总会叫奶奶再补一补，
因此爷爷没几件好衣服，大多数都有补过的痕迹。爷爷不愿
乱花钱，总说：“能穿就好。”爸爸亦是如此。小病小感冒，
总不乱打针吃药，只当严重时，才会花钱去医院。从小爸爸
就教育我，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可以乱花钱，现在，我懂得
了这是一种美德，爷爷和爸爸传下的美德。

其实小时并不“小”，当你做了一件小事时，你收获到了人
生中一个大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