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从百草园读后感(通用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从百草园读后感篇一

这段时间，我阅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收获
真多！

百草园是鲁迅小时候的一个小乐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野草、
野花、中药等植物。鲁迅还听说何首乌根有点像人形，吃了
便可以变成神仙。

百草园里不单有植物，还有动物，比如：鸣蝉、黄蜂、云雀、
蟋蟀等小动物。后来百草园卖给了朱文公的子孙了。

百草园夏天的鸟鸣，冬天的云雀，都给鲁迅带来了无尽的欢
乐。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就到了三味书屋。

书屋是鲁迅读书、学习的地方。这里和百草园可完全不同了，
它是“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不但有戒尺，还有罚跪的规则。
在书屋里只能攻读经书，别的学问是不能问的。难怪称为最
严厉的书塾呢！

在书屋的后面有个园子，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学生就会
偷偷地溜出去玩，真是有意思！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里，鲁迅用朴实的写法，描绘



出了百草园是妙趣横生的儿童乐园，也表达出了书屋对学生
的束缚。

从百草园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鲁迅先生的一部佳作，《朝花夕拾》。这本书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要写了鲁迅小时候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无忧无虑的生活，在百草园里听着蝉的歌唱声，抓着蟋蟀，
三味书屋是鲁迅学习的地方，他在那里读书，练字。他的老
师对他十分严厉，正所谓严师出高徒。

读完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我读懂了鲁迅学习为什么那么好，
不是一味地学习，而是要多实践，他在百草园里学习了很多
天然的东西，不会想我们现在那样在家里宅着。大自然他本
身就是一本书，只要读懂了他就好比走向了成功的大门。在
三味书屋里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做游戏这些都是只有实践才能
学好的.道理。

读书能使人懂得许多知识，让我们一起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
中尽情的翱翔吧。

从百草园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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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周围
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这段经典的文字选
自鲁迅先生那篇家喻户晓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给予鲁迅先生这种乐趣的，却是小小的百草园。“其中似乎
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一些野草，一
个园子，便是鲁迅先生儿时的天堂。即使到了“全城中称为



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仍然也不乏乐趣：下课后和
同学们溜到院子里玩耍，趁老先生读书入神偷乐，充满了童
趣，充满了欢乐。

然而到了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孩子们不必在荒
地玩耍了，而这种乐趣却越来越少了。在学校，在办公室，
在路上，在餐厅，人人都捧着一块方寸之屏，探索着虚拟的
世界，沉溺于网络的快乐。qq、微信、抖音……一个个新奇的
应用，占用了人们太多的时间。当前，手机确实颠覆了传统
的方式，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了诸多便捷，使用
手机也许是为了正事。可是，当人们在用手机点餐、打车、
搜索资料的时候，又有几个能忍住诱惑，不去点击那一个个
猎奇的标题，一个个朋友的动态呢？人们可能会在手机里得
到片刻的欢愉，可是当你放下屏幕时，感到的是乐趣吗？不，
是空虚。现在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却很少能感受到
像鲁迅先生一样发自内心的快乐了。

许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真正能放下手机的很少。为什么？
因为手机的信息对于人们吸引力太大了。打开网络，打开人
们喜欢的内容，比如：看视频、听音乐、读新闻、购购物、
聊聊天等，时间便在不知不觉间流失了。但只要你能放下手
机，走出门外，去感受春夏秋冬的美丽，或者是静下心来，
品读一本好书，即使环境像鲁迅先生小时候一样艰苦，相信
你却能感受到比网络世界更真实、更充实的快乐。

手机方寸之屏，并非居心之所。放下手机，走向大自然，感
受现实世界的美好，你也能收获像鲁迅先生一样单纯的快乐。

从百草园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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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么
令孩童神往的所在。



兴许这在大人们看来，只是一个无比荒凉的园子，可是，孩
童可以用那鲜活的心，去找到这园子里的美妙！

视

听

这听啊，不仅仅是蟋蟀的弹唱，不仅仅是叫天子的啼鸣，还
是那赤练蛇与美女蛇的故事。想必，孩子的眼里，一定是有
这蛇的。草里的黑影，树叶的颤动，泥墙边的声响，都是这
蛇！

一定有的。孩子总是这么想。

味

百草园里野趣颇多。味，更是占了一大部分。

比如，“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
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让人简直想
立刻捧下一串来尝尝，可又怕弄坏了这些美丽可爱的小宝石。

再说吧，还有那何首乌的根，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传说，也
吸引着天真的孩子。

这味，还有精神上的味，给了一个孩子多么美好的童年！

相比之下，那三味书屋后面的园子显得多么促狭！野趣少得
多了。虽也有吸引孩子之处，但与百草园相比，也就不足一
提了。

当年的鲁迅，甚是无忧无虑，想必这份野趣，正是他日后心
灵力量的源泉吧。



从百草园读后感篇五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
花坛支折蜡梅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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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享受着
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漫，我的眼角出现
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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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百草园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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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
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都到哪里去了！’”

再次品读鲁迅这篇充满回忆性的散文，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先
生热爱大自然、追求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眼前便浮现了一
幅幅有趣的画面。

在鲁迅小时可以翻砖找蜈蚣、按蝥、拔何首乌与摘覆盆子，
由于听了长妈妈故事而惧怕美女蛇，因太心急而捕鸟失败，
在三味书屋里，虽然先生很严厉但却知识渊博，在他读书入
神时，同窗们有的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而鲁迅却
在一边画画。



曾几何时，我们渐渐从儿童步入少年时，开始忙忙碌碌地学
习，在空闲时想想自己小时候做的傻事，让人忍俊不禁，哭
笑不得：记得那是我家旁边也是一片菜园子，就与百草园差
不多。春天，百花竞相开放，各种不知名的野花也在怒放，
我曾一整天泡在那儿，采花，采花，还要采花。一整天下来，
全身都是黄色，成了一个“黄脸女孩”。还有到别家去采的，
采了却怕主人发现，就把花藏在草垛里，第二天却全都枯萎
了，白忙活一场。夏天，我就与朋友们一起抓青蛙、钓龙虾，
晚饭后就跑到小伙伴家疯玩到天黑。秋天，我与小伙伴们去
树林里捡各种各样好看的落叶，做书签。冬天，我与他们去
找冰块，让手都冻得紫红了，也不觉疼；如果河水都结冰了，
就在湖下掷下一粒粒石子，掷下一串石子般四处迸溅的清脆
笑声。我就如鲁迅小时一般，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受
到太多的束缚，愿呼唤着狗在田野里漫步，看着那满眼的绿，
让人心旷神怡。

现在，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再也听不见童年的那一声声清
脆的笑声，再也看不见那满眼的绿了。不如多看看《朝花夕
拾》，感受那童年的乐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