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病突袭读后感(大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疫病突袭读后感篇一

鲁迅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正如他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中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
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
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
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给了我提笔的力
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虚妄在我理解就是不真实，不存在。鲁迅引用裴多菲的这句
诗是想说，绝望是不真实的，不存在的，绝望里本身就藏着
希望。希望也是不真实的，希望里也藏着绝望。当一个人内
心很绝望时，其实恰恰是他对人，对事寄予最多，最高期望
之时;而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希望时，其实他也面临着失望乃至
绝望的风险。没有纯粹的绝望，也没有绝对的希望。绝望和
希望可以相互转化。

作者在文中说自己的心在用希望的盾抗拒空虚的.暗夜的袭击
时陆续变得寂寞，平安，失望了。虽然青春早已逝去了，但
自己依然在抗争，是因为相信深身外的青春固在。然而，现
在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了，难道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
作者正是惊异于当时青年人的消沉，作了本篇文章。但是，
他又对自己的失望很怀疑，因为他的见闻有限，所以他觉得
希望还是存在的。“我”还在这不明不暗的虚妄的世间活着，
“我”应与那身外的青春，即进步的青年们一起去战斗。这
样，“我”就可以摆脱寂寞和衰老，让生命重新焕发别样的



青春，改变这暗夜。

既然青年都消沉了，“我”就自己肉搏这空虚的暗夜，掷一
掷身中的迟暮。而当我真正肉搏这暗夜时，真的暗夜却没有
了，隐匿了。事实证明，“我”在实践中验证了裴多菲诗歌
的正确性。“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看到
了新的真实的希望。

在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鲁迅
正是这样一个思想界，文艺界的斗士。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
有着冷静的思考，清醒的认识。他是站在时代的高端，走在
抗争的前列，力求唤醒一个个愚昧、麻木的灵魂，拯救一个
沉睡的民族。然而“高处不胜寒”，正因为他的思想超越了
普通人，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他成了一个孤独的清醒者，孤
单的斗争者。一个人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和痛苦。虽然也有过
彷徨、失望，但依然没有放弃希望和斗争，依然在用一支支
笔作为自己的匕首、投枪在战场上挥洒着，引导国民突出重
围。《希望》这篇文章正是鲁迅顽强斗争精神和旺盛生命力
的真实写照。

疫病突袭读后感篇二

?父亲的病》这篇散文我读过几遍，在不一样时刻总有不一样
的见解。因为庸医的误诊，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最终不治身
亡。在《朝花夕拾》里读到了青年的鲁迅有份深藏不露的志
气。

?父亲的病》里写到，在父亲因庸医愚昧而去世后，为避开那
无聊的流言，也为了母亲，鲁迅毅然到陌生的他乡求学。在
日本留学时，为了救国图存，毅然谢绝了藤野先生的极力挽
留，又放弃自我的专业，孤独地投入艰难的文艺运动虽然这
一切在文中都只是轻描淡写，可是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股无
形的爱国热情，把每一位读者的心都点燃了，这是在许多作
家作品中都找不到的感觉。而鲁迅用讽刺的笔调写了庸医误



人。以两个“名医”的药引一个比一个独特，表现了某些中
医的故作高深，经过他们的相继借故辞去，证明父亲的病一
步步恶化。经过家庭的变故表达了对庸医误人的深切的痛恨，
在感叹中让人体会人生的伤悲。在现代，虽没有了那时封建
的中医思想及怪异的“药”来故弄玄虚，但庸医和名医的字
眼不断出此刻我们眼前，“以药养医”的故事仍然不断在上
演。以药养医是医院将药品加价后卖给消费者，在医疗服务
价格受物价局制约的情景下，不得不经过药品销售维持医院
运行。而虽说要在2011年前解决这问题，但直到此刻，也有
一群人付不起医疗费而“停诊”。去看病，天价的药费、检
测费，名医，我们不是李嘉诚。

疫病突袭读后感篇三

郁达夫说过，要想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只有一条捷径，就
是读鲁迅，读懂了鲁迅，也就懂得了中国的一半。我想是这
样的，倘若读懂了鲁迅的很多作品，也就基本懂得了他心中
若隐若现的希望。

《希望》写于1925年1月1日，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
里说：“又因为惊异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鲁迅一贯
钟爱青年，他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和光明的未来寄托在青年身
上，因此青年的每一点变化都牵系他的思想，影响他的情感。

鲁迅说：“文学，总是环境的产物。”鲁迅在写《希望》时，
正是段祺瑞把持中华民国政权，北京又处于中国近代史上的
又一个黑暗时期。于是鲁迅在无声的呐喊，想以《希望》唤
醒被麻痹的青年。

鲁迅的散文诗，是在唱那希望之歌，迎接胜利的曙光。

疫病突袭读后感篇四

故事就发生在现在的新社会。一个漂亮、纯真的女孩，每天



下午她都要到医院左侧的台阶上去看书。一天，她合上书本
走进医院，乘坐电梯去看望她生病的家人。电梯门口早就挤
满了人，人上到一半的时候电梯就超载了。过了好一会，电
梯勉强向上升去，最后她终于坐上了下一趟电梯。电梯升到8
层的时候，一位大伯不明白什么叫做电梯的“双层停”，那
女孩就把大伯送到了楼梯口。电梯与楼梯只有几步远，她很
快就回来了。

当另外一位少女把一支玫瑰掉落在电梯里的时候，她立即拾
起花，向那位走出电梯的少女走去，随即说了一声：“等我
一下”。不料，一位戴眼镜的女士这时候突然“啪”地一声
把电梯门给关上了，又附加了一句：“神经病!”那女士还认
为不够，继续说，“真是神经病的，这个人我知道，在这里
住了一个多月，神经病人。”“哦，我看她的行为也不正常。
”一个人接着说。电梯里十余个人恍然大悟。大家觉得甩掉
她真是太正常了。病人?到底谁是真正的病人?作者巧妙地安
排了病人与正常人角色的错位，让人清楚地看明白这个病症
的所在。当年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中，“狂人”其实
是一个叛逆者，而被人们当成病态的他，恰似一个昏迷人群
中的清醒者，他在“发脖期间清楚地看到，社会其实是一个
病态的社会。而当他清醒的时候却又回到了昏迷状态。只有
他在昏迷的时候头脑才会清醒。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了心灵的美丽，人格的健全，也让
我感到了所谓的正常人人格的扭曲、自私的可怕。作者从社
会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揭示了社会上还存在的丑陋的伤疤，
形成了美与丑的对比，起到了一种警世的作用。在“好人难
做”的感叹中，还存在着一些做好事的人被当做傻子，被笑
话、被讽刺的现象。我们希望：“不要再昏迷了，做一个真
正头脑清醒的人，用真正正常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吧!”

病的读后感



疫病突袭读后感篇五

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爱的方式不同而已,也许
你的父母是严厉,但你要记得,他们都是为你好的.父母的爱是
无形的,是伟大的.孩子生了病，但是母亲还是不给他治病，
只是让他自己去医院看病。这不是给孩子雪上加霜吗?当孩子
走出门的那一分钟，母亲感到非常后悔。还想要是事情重来
一次的话，母亲绝不会让他一个人去看病。当孩子看完病回
来时，母亲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了。孩子学会自己去看病
了，母亲从中磨练了自己，也锻炼了自己孩子的独立性。

我觉得课文中的母亲做的是对的，因为母亲为了让孩子学会
独立面对生活，独立面对和应付疾病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而
不是带孩子去看病，读到这里时，我开始以为那个小孩不听
妈妈的话，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孩子很快懂得了妈妈的意思。
就学会了看病学会独立生活。让我懂得父母的爱是伟大的，
但有时候是体会不到的，需要认真体会。

读了这篇课文，让我想起了前几个星期，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回到家了告诉父母，哭了起来。爸妈却对着我说：“摔得好，
谁叫你自己不小心?”当时我非常生气：爸妈不但不帮我，还
给我泼冷水。我生气了就不跟父母说话，但是父母还是在帮
我涂药，我当时心里感到有点奇怪。以前我一直不明白，读
了这篇课文后，我终于明白了：每个父母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他们只是要我们学会独立生活，希望我们不要总是依靠父母!
所以说，父母的爱是伟大的，需要我们认真去体会!我一定要
学会独立，因为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每天早上我刚起床，妈妈已经为我
准备好了营养丰富的早餐：一碗盛好的稀粥，一杯香甜的牛
奶，一个剥好的鸡蛋，一个诱人的面包。我天天心安理得地
接受着妈妈对我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记得有一回我身体不舒
服，妈妈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顿时惊呆了，急忙帮我穿好
衣服，陪我上医院看病。一路上，一滴滴雨水劈哩啪啦地打



在妈妈地身上，可妈妈全然不顾自己，只是紧紧地搂着我，
生怕我会着凉。再看看文章中的母亲，我觉得她实在太狠心
了，让一个生病的孩子独自一人去看病，难道她不担心儿子
安危吗?但再深入地思考一下，我知道了母亲这样做是有目的
的，她这样做是想培养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