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实用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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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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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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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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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二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的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都有苦有甜，有哭有笑，童年在我们的.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
回忆。鲁迅的“朝花夕拾”里就写出了他童年和青年的会议。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

……梦里也记得元旦，第二天醒的很早，一醒，就要坐起来，
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着她时，只
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

“阿妈，恭喜……”

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仪式记得最清楚。总
之，都是些繁琐之事，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情。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些规矩就好像现在我们的习俗一样吧!像--
-春节放炮、贴对联等。

这本书写得很朴实，我们也可以在书中感受到作者童年是过
得不太好的，但这也时时刻刻充满着美好的回忆。

鲁迅的童年和青年是酸酸甜甜的，当然，我们的童年也像鲁
迅一样，有着酸甜苦辣。黄金时代的童年是一去不复返的，
留给我们的是细细的回味。



我们回味着美好的童年，现在处于美好的青春。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三

朝花夕拾：早上掉落的花，傍晚的时候捡起。比喻重拾往事，
旧事重提。朝：早上。朝花：早上掉落的花。夕：傍晚。拾：
捡起。

——题记

读过《朝花夕拾》，才能知道成语“朝花夕拾”真正的含义。
确实，鲁迅写《朝花夕拾》确实是在回忆。

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
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亦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
作品在夹叙夹议中，表现出对反动、守旧势力的打击和嘲讽。
《朝花夕拾》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描写了作者对童年生活
的回忆和对师友诚挚的怀念，真实地书写了戊戌变法和辛亥
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种种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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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个时代社
会生活的`一角。

《朝花夕拾》共收入十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
《狗·猫·鼠》；怀念长妈妈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长
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的《二十四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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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童年之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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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藤野
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夕拾》将
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
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我曾经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篇文章，也是出自



《朝花夕拾》，文中充满着孩子所独有的天真烂漫，使我感
受到了快乐的感觉，可当我读到了《二十四孝图》后，我就
笑不出来了，这分明是在批判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但是，
封建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对封建腐朽可能已经感受不到太多，
但对快乐却记忆犹新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
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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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朝花夕拾》这本书，使我知道了许多的道理。受益
匪浅。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在《狗。猫。鼠》这篇作品中，鲁迅先生非常非常讨厌猫，
因为猫总是吃掉比自己弱小的动物，这就要说起鲁迅先生养
的隐鼠了；那次，他回到家，问长妈妈（鲁迅幼时的保姆）：
“我的小白鼠呢？”长妈妈说：“被那只猫给吃了。”从此
鲁迅就非常讨厌猫，憎恨它吃掉了自己养的小隐鼠。实际上
鲁迅是讨厌那些当时欺压老百姓，做坏事的人，也就讽刺了
那些令人讨厌的人。

鲁迅又写了平时与长妈妈朝夕相处的日子，又突出了长妈妈
的善良，但是她非常迷信，唠叨等。鲁迅非常喜欢长妈妈。
《阿长与寻海经》写出了鲁迅对长妈妈的怀念之情。

鲁迅经常看一本书，关于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这本
书主要是宣扬二十四孝子的孝道。这篇作品揭露了封建孝道
的虚伪和残酷。五猖会时。是鲁迅心中盼望的一个节日，但
是那一天他却被父亲强迫读书，这是封建教育对儿童的压制。



无常是一个有人情味的鬼，为了一位母亲能够见儿子一面而
挨了打。无常给鲁迅悲凉的心添了些安慰。

鲁迅儿时在百草园的乐趣，表达了应该让儿童快乐生活。

父亲被庸医治死，说明了当时草菅人命的实质。

后面写了他探求真理的欲望和他对范爱农的同情。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做人要正直，心地善良，富有爱心。真本
书使我受益非浅。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五

除去雨果，不算上金庸，鲁迅便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鲁
迅的思想、教育，如风雨般丝丝哺育着人民，滋润着中华。
他那趣味却蕴含深刻内涵的文字，使我过目不忘，铭刻心间。
虽然鲁迅先生已逝去多年，但他那字里行间溢满对中国一腔
热血的文章，却是永垂不朽！

《朝花夕拾》这部回忆性散文集令我难以忘却。其中，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它重重撞击了我的心。当时，
中国一盘散沙，已经不能与海外诸国相比较了。在邻国日本
看来，中国只是一个弱国。《藤野先生》中的那一句话，让
我心痛，甚至愤怒起来：“中国是弱国，中国人自然是低能
儿……”在日本民众的侮辱下，那些留日青年自然悲愤，可
他们努力了吗？并没有，他们只是无助地祈祷祖国强大起来，
却又不让人怜悯，但这些国人却眼睁睁地看着影片中同胞被
杀，还与日本学生一起欢呼，这种国人，让我可怜，甚至令
我觉得可恨！

这些骨子里麻木的国人，实在是让人厌恶。另一篇在我心里
烙下深深伤疤的便是《二十四孝图》。



《二十四孝图》原是培养孩子孝心的，可令鲁迅先生所反感的
“郭巨埋儿”着实令我不寒而栗，甚至使年幼时的鲁迅觉
得“白发的祖母，是和我不两立的人”，啊！这种封建孝道
非但没有使孩子们怀有孝心，反而留下了可怕的阴影，甚至
损害了祖国的振兴！封建礼教真是有“奇毒”哇！

鲁迅先生在文学的领域里做着斗争，大胆指出中国存在的弊
端，抨击了社会上的“伪君子”，使中华一点点崛起。

鲁迅先生，在您的精神指导下，中国不再是弱国了，国人也
不再是低能儿了，中华民族，又重新站起来了！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六

《朝花夕拾》是鲁迅在受到政府压迫，学者们排挤，又经历
战乱后写下的回忆。作者在这样的纷扰中寻找出一点空闲来，
委实不易，眼前是那么离奇，心里是那么芜杂。一个人到了
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但有时候竟会
连回忆也没有。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现实生活的一点安慰。
而每一个美好的回忆又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百草园和绣像摹
本卖掉了，长妈妈也匆匆告别了人世，本是激发人们爱心的
《二十四孝图》背后却隐藏了某人性命，教人看得丑陋祸心。
去留学，并碰到了一个令自己敬仰的师长，却因为感受到医
治人的精神比治疗身体病症更重要而离别了。在学校办事兼
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的老友范爱农，终究摆脱不了贫困潦
倒，落水而逝的命运。

在这一连串苦乐参半的事件的记叙中，作者还追究了自己的
一些思想根源，例如仇猫，小小的，带给作者遐想的隐鼠的
失踪，只是个象征的意志：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空虚
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这才是作者仇猫的动机：它在
夺人所爱！从鲁迅先生一生的经历看：嫉恶如仇，不过是对
缺乏爱，失落爱，痛惜爱的一个自然反应罢了。



对这个细节作者又给自己开了个伤心的玩笑：他的仇猫是毫
无道理的，虽然猫吃老鼠，但他的隐鼠却不是猫吃的，而是
被长妈妈踏死的，那么是否要恨长妈妈呢？在下一节回忆中，
长妈妈也确实有些让人生厌，睡觉时占领了全床，满脑子的
穷规矩和愚昧的信念，就是这样一位长妈妈，却把作者日思
夜想的，别人都不能重视的渴望化成了现实，不懂识文断字
的长妈妈把她自己都叫不出名的《山海经》买来送给
了“我”。正因为长妈妈这颗未被旧道德泯灭的爱心，使作
者记起她，追念她。

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作者多次写到封建教育的失败和狭隘。
如小时候，长妈妈的故事里说：“倘若有陌生人叫你的名字，
你千万不可答应他，以免那是害人性命的美女蛇”的这种提
防陌生人，并假想他就是坏人的逻辑。

在朝花夕拾之间，我随作者一起，回到“我”的童年时代，
重新回味那些人和事。走过留学日本的求学过程，一起追忆
失去的老友。沿着这条线索，我看到二十世纪初，以“我”
为中心的一个个生活场景，人物的心理历程，读着每一个寓
意深远回味无穷的结束句，我的心也随着作者一起潮起潮落。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七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
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每
当我读到这优美的辞藻，我就会想起那个人——鲁迅先生。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本散文集。这本书创作
于1927—1928年，当时正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
民主革命转变，因此，各个阶级矛盾冲突日益加重。在这种
情况下，鲁迅先生创作了这部散文集，用以抨击囚禁人的旧
社会，体现出鲁迅“人的解放”的愿望。

鲁迅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可以说见证了从封建社



会晚期到民主革命这一段动荡的时期。当时，清政府腐败无
能，导致社会百姓民不聊生。《父亲的病》便反映出了这种
现象。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次出诊便要十元，药引更是云里雾
里，什么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打破的鼓皮等等诸如
此类的东西。医生最重要的天职便是救死扶伤，但在当时的
环境下，许多江湖骗子冒充老医生，用那三脚猫的医术给人
治病，但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谁又有那么多钱去看病呢？
哪家人不是人快不行了才找大夫来抢救一下？而那些骗子却
又用这些毫无作用的东西去欺骗百姓，赚他们的救命钱，只
能用丧尽天良来形容了。父亲最终还是去世了，于是鲁迅先
生说这一生最愧对的莫过于自己的父亲了。

当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国家的羸弱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了，
日本人嘲笑中国人顶着一盘辫子，像小姑娘的发髻一样。只
要中国人考试成绩超过60分，便不是本人的能力就一定是作
了弊，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都是弱智。但在此情景下，一个
改变鲁迅先生一生的道路的人出现了，他就是藤野严九郎，
鲁迅尊称他为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治学严谨，没有民族歧视，
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他为鲁迅修添讲义，纠正鲁迅的解
剖图，关心他的解剖实习，当日本学生对鲁迅诽谤与讥讽的
时候，藤野先生站出来为他辩解，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平等
精神啊！对于一个来自异国的学生如此关注，他的师德与高
尚的人格便展现出来了。

鲁迅，一个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和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
人物，用他的一言一行诠释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那种
环境下应该做的事。虽然鲁迅先生早已去世，但他的那份忧
国忧民、善于揭露世间的不幸的精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深深地扎下了根。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八

“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字《朝花夕拾》。”《朝花夕拾》，
真是一个非凡的名字，就如“鲁迅”，一提起来，谁都明白。



我想起教师说过：人在痛苦时分，文笔是发挥最好的。对啊，
鲁迅先生当时受到了多少迫害，多少磨难，所以在他四处逃
亡时，便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回忆起与同伴们逃课的时
光，回忆起小隐鼠在桌上舔吃墨汁的可爱模样。

读了鲁迅先生的《狗猫鼠》后，我仿佛看到了活泼可爱的小
鲁迅正在用毛笔逗小隐鼠。小隐鼠爱吃墨，小鲁迅将砚台移
到隐鼠面前来，当它正要弯下身子吃墨时，便又把砚台移走。
这样反复了好多次，小隐鼠不耐烦了，便“唧唧唧”的叫了
起来，仿佛在抗议。小鲁迅拗可是，只好取出一点儿墨给它。
多么可爱啊!

童年多么完美啊，令人回味悠长。我想起了儿时的游乐园，
孩子们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我的童年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小时候住在外婆家，那儿没有工厂的嘈杂声，仅有潺潺流水
声。我和小伙伴们一齐捉迷藏，在小河里游泳，在泥地里抓
泥鳅，热了就在树荫下乘凉，冷了就躺在草地上晒晒太阳。

童年生活就像被踩死的小隐鼠，一去不复返。倒不如细细品读
《朝花夕拾》，让我们体会一下不一样时代的儿童的记忆吧!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九

鲁迅的书，大家应该都有读过吧!要知道鲁迅是我们中国的文
学家，也是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位作家，同时他更是一位伟大
的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

在我的记忆里，令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他的《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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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该快乐美丽的童年，
因为笼罩在那个封建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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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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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藤野先生工作是
很认真的，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写出了藤野先生的
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敬佩。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
留学生的一视同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人物，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深的。是衍太太，她在
《父亲的病》中出场。在“父亲”临死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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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父亲最大的错误”。衍太太对别的孩子们很好，
但对鲁迅不是很好，怂恿他吃冰，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
卖。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憎恨衍太太。

《朝花夕拾》，这篇文章用最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任务形象，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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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读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十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鲁迅先生回忆早年的散
文。正如同他的书名一样：早晨的花朵到夕阳落下时才摘下
捡拾起来。《朝花夕拾》共收录了十篇作品，它们以优美的`
句子、文字回忆了鲁迅先生儿时到青年的成长故事。

众所周知，这部散文大部分篇目都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描绘，
理性的批判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其中的《五猖会》
便是如此，虽然没有直接性的批判，但是从文章的任何角度
都能看出封建教育对儿童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作者回忆中出
现的最多的人物应该是长妈妈这位善良、淳朴老实，却又很
迷信、唠叨的妇女了。《阿长与（山海经）》就是其中一篇
怀念长妈妈的文章，而作者最爱的书《山海经》也是长妈妈



送给他的。所以作者的心中队长妈妈是怀有敬意的。

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作者既写了在百草园里无忧无
虑的生活，也写了在三味书屋里寿镜吾老先生的严厉教导下
的生活。再忆鲁迅笔下的《二十四孝图》，以“孝”为观点
进行理论，抒发了作者对散播白话者的憎恨。

闭上眼，合上《朝花夕拾》回味着书中的美好世界，时光又
将我带进了那个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