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汇总8篇)
编辑需要对文字进行严密的审核、校对和修改，确保内容的
准确性和流畅性。要写一篇出色的文章，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优秀的编辑，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句子结构和提升表达力。
这些编辑范文不仅是供大家学习和借鉴的素材，也是对编辑
工作的认可和肯定。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暮色里，月光透过竹叶，如醉，轻盈铺衬安静的疏影于湖面
上，泛着星光般的点点晶莹。几位孩童泛着蓬船，听草台唱
那咿咿呀呀的小曲。江南水乡，夜深星疏，溟溟蒙蒙，静谧
美好。那个如诗如画之地唤平桥村，是鲁迅先生笔下《社戏》
的场景。

鲁迅，早已家喻户晓的名字。那位经历了人生舛错，身世浮
沉却始终为人民守着一份善良的人;即使身处逆流之中，也要
拼搏的人。他勇敢，无畏，看起来无坚不摧。但在寂寥无声
的黑夜，也总会感到一丝疲惫。温柔的记忆便一点点拼凑，
轻柔的拂去人心中的烦闷与疲倦。

我不相信鲁迅笔下的人物会没有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心愿，
鲁迅塑造了他，相信，也成全了自己。

写到夏夜行船，鲁迅先生也定怀着急切的心情吧;笔落归航偷
豆，先生嘴角也定噙着几分笑意吧。那是迅哥儿心中的美好，
更是鲁迅先生心中的依恋，心里的故乡!

迅哥儿不是鲁迅，但一定是鲁迅的写照。记得开头说“倒数
上去二十年”。那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灰蒙蒙的天
空被云翳蒙盖，广袤的土地上不知流淌过多少亲人的鲜血，
每个人的眼里皆是一片死气沉沉，看不到一丝光亮。北京?也



无什么区别。

迅哥儿去看戏，却看透了社会风气。此番此景，他想起了平
桥村，想起了那些虽不会读“秩秩斯干”却天真纯朴的伙伴，
想起了那夜并不美味的豆子。他看厌了，看倦了如今的人心，
他的心儿早已回去，回到那方蓝天白云下的水乡。

鲁迅不也如此?

我们，大抵都如此，谁的心儿不安于一处?夜深人静的时候，
守着一份美好;孤独惘然之时，懂得一份初心。

流浪求学的人，无论身在何间，心总在故乡。所以，即使前
路再艰难，路途再遥远，他们都不孤独。

“咿——呀!”

平桥村的社戏又开始了，少年还是少年。渺远的黑夜上没有
如沸的繁星，取而代之的是不喧闹的稀疏星儿。少年轻摇橹，
摇皱了这一汪清水。

他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虽然我只是个小学生，但我很喜欢读鲁迅公公的作品，特别是
《社戏》这篇文章，因为书上写得大多都是反映农村景物的，
因此读起来就显得特别亲切，使我读了还想读。每当我翻阅
时，一幅美丽的“农村夜景图”仿佛映入我的眼帘：蓝蓝的
天空、圆圆的明月、石板型的小桥、小巧玲珑的划
船。“我”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农村孩子来到河边，他们下船、
点篙。飞一般的在月下航行，沿途的`夜景真美呀!“豆麦散
发出草香味，河边的小草、朦胧的月色、淡黑的群山、依稀
的赵庄、婉转悠扬的笛声，还有点点渔火等等。这些本来是



农村中很普通的景色，也是我们农村孩子很熟悉的，但经过
鲁迅公公的一番艺术加工，看上去简直变成了人人向往的神
仙美景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公公对农村的怀恋，对他
小时候在外婆家的眷恋之情。同时更激起了我和农村孩子对
自己家乡的热爱。

在鲁迅公公笔下，一些普通的农家孩子，都是那么可爱，纯
朴，他们的思想又是那么高尚无私，真切体现当时农村孩子
的风貌。在这些孩子中我更喜欢双喜和七斤，他们勇敢无私，
热情活泼，热爱劳动。双喜更是个讲义气的人。七斤也常和
小鲁迅玩抓蟋蟀的游戏，他们从不计较，和睦相处，成为了
真正的好朋友。而我曾为了一点小事和同学闹矛盾，现在想
起来觉得很惭愧，读了这篇文章后，我觉得作为七斤的后代
也应该有谦让精神，和同学搞好关系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

我反复地读者这篇我最喜欢的小说《社戏》，仿佛感到整篇
作品中的每一个词都倾注着鲁迅公公对农村孩子深深的爱，
我真切地感受到农村孩子也是很幸福的。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豆是普通豆，戏是无趣戏，何引鲁迅先生如此记忆？这个问
题在心中泛起涟漪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在童真岁月里，田垦上的稻草地是我儿时的乐园。吟一首宋
词，捉一场迷藏，冒着被长辈责罚的风险下小溪捉鱼虾。记
忆最深刻的还是与外婆一起采稻草，几根乱枝在田地里纵横，
蝉在旁伴奏，“蟋蟀舞团”不时来演出，湖面倒映着我与外
婆弯身拾草之景。外婆的衣角不知何时被露水润湿了，她回
眸看我，我仰头望头，这是无声的对白。

又读了一遍鲁迅先生的《社戏》一文，这是《呐喊》一书中
摘选的。我开始在想，鲁迅先生是否也在为自己所处的时代
呐喊？是否也在追寻儿时的光阴呢？或许只有他本人知道答



案。他不满于所处的时代，他便撰文揭露，我们何苦不珍惜
当下无忧的生活，用努力奋斗去填补余下的岁月。儿时的时
光固然灿烂，但余下的生活仍需我们好好珍惜。如何在生活
中寻觅一口甜，取决于你如何品尝、用怎样的视角看待。

终于明白，那豆终究不普通、那戏也终究不无趣。苦涩的生
活让我们更加铭刻过去的时光，余生虽长，人却终究还是要
与过去告别，如何生活，只愿不负自己。

若错过了春光的柔美，就不要错过夏花的绚烂，当下的每一
刻都值得珍惜。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多读几遍后，才发现，鲁迅写“去看戏”的意图并不是为了
讲述看戏的过程，而是“去看戏”一路上有趣的经历，以那
些经历突出了小伙伴与长辈们的性格。

我从“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是的。
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
了!”“双喜终于熬不住了，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
还是我们走的好罢。”中看出了双喜机灵，胆大，急躁的性
子。

从“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偷我们的罢，
我们的大得多呢”，我看出了阿发遇事沉稳，有主见，大方
的性格。

从“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
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中，我体会到了
鲁迅与他的小伙伴互相关心，团结互助的精神。

从六一公公的神态、动作与语言描写来看，他显然是一位朴
实、勤劳的人。



正是有了这些团结的小伙伴和朴实勤劳的农民在鲁迅身边，
鲁迅才得以有了如此难忘的一段童年回忆。童年永远是最难
忘，最自由快乐的。儿时的故乡正是鲁迅理想中的一片纯净，
无半分约束的一片乐土，一份珍贵的宝藏——脱离旧俗啊!

我们与那时的鲁迅年龄应是相仿的，可是，别说划船了，一
只萤火虫都看不到。平日从没有哪次是畅快地与伙伴们出游
的——没有大人。然而，就算出游了，又能去哪儿呢?被钢筋
水泥盖的城市早已丧失了纯净的气息。

这时，我又开始羡慕起鲁迅了。

多美的乡村夜景啊。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
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而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

简直是一幅浓油墨彩的山水画。描绘了一片属于童真的天堂!

鲁迅的《社戏》，确实耐人寻味，令人难忘。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当我看完《社戏》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后，我闭上眼睛，
仿佛看到12岁的鲁迅正和小伙伴们看戏，他们有说有笑，还
喝着豆浆，笑容挂在脸上，享受与伙伴们玩耍的时光。

童年的多姿多彩，少不了朋友的陪伴。我想起《社戏》的最
后一句话，“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
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其实，那夜的
戏并不真正很好看，只能看到台上的人咿咿呀呀地唱;那夜的
豆并不真正很好吃，更本比不上别人那香甜可口的豆子。但
在没有大人的陪伴下，只有友好的朋友。

看戏时，大家一会儿讨论小旦的动作，一会儿骂老旦的歌，
最差的戏也会变得更加精彩!因为有了伙伴。煮豆时，大家说



笑打闹，还把豆壳抛到河里去，窝在一起品尝，最坏的豆在
会变得更加美味!因为有了伙伴。读着，读着，我想起自己小
时候的趣事。

那是一个炎热的暑假，我只有7岁，妈妈让我参加了一个夏令
营活动，是到农村体验乡村生活。一到农村，我和伙伴们就
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在草地上狂奔、打滚、呼吸新鲜空气。
穿过草地，便看见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中还有成群结队
的鱼儿在畅游。我们不等老师的同意，便纷纷跳入水中，水
没过了我的肩膀。“去抓鱼!”有人提议，大家连声赞成，可
是，鱼没有抓到，却一脚踩进了泥巴地。“看!”就在大家玩
得热火朝天之时，吴天亦喊了一声。我们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只见一头无比巨大的水牛也在这条溪上洗澡!我们哭笑不得。

那句含义深刻的句子，透出了作者——鲁迅怀念童年的浓情。
我的童年还没有结束，我要去珍惜它，让它变得更加精彩。
去交一些朋友，知心的朋友，这样，你就能跟她一起分享快
乐，承担痛苦，从此你的童年就不再单调了。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六

童年之趣，随处可寻，与小伙伴玩耍，更是寻常之事。

向来觉得鲁迅选材，文笔相当精彩，怎忽的选如此平淡无奇
的素材呢?

这就要看鲁迅那时的写作背景了。

不是血染长刀的战场，也不是平和安稳的现代，而是一个被
旧俗包围着的封建思想腐蚀着全中国的环境里。

等级的差别是地位的天差地别，是决定了别人对你跪还是你
对别人跪的利器。可以说，当时之社会下层人民，其实边连
狗都不如。



在这样的环境下，《社戏》完笔了。那是鲁迅所回忆的二十
多年前的事，然而，在文中的小伙伴，乡民身上，我们看不
见下等人的自卑，对上等人的畏惧，甚至看不出地主与贫农
的半点差别。没有傲慢，没有纷争，有的，只是鲁迅与他的
小伙伴们纯净的友谊。

戏并不好看，精彩的地方如何也等不到，但是关键不在这里。

鲁迅所向往，怀念的，并不是社戏，而是带他去看戏的小伙
伴儿，是在乡下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是那片小小的，纯净
的乐土，是他理想中渴望生活的地方。

多么难得的，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经历啊!夜观社戏，看似平淡
的事，在鲁迅苍桑的眼中，亦是弥足珍贵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细读社戏，一切都不一样了。

文中的双喜，阿发等小伙伴的一系列举动无不深刻体现了孩
童间纯真无暇的友谊，六一公公则是代表了农民，体现出了
勤劳朴实的性格。而一段段美好迷人的环境描写使我们无处
不感受到鲁迅对于故乡浓浓的眷念之情，对那不复存在的无
虑生活感到留恋惋惜之情。

这与做一个回转悠长的梦又有何区别呢。

不，这不完全是回忆，这不完全是留恋，这是鲁迅先生内心
对未来的渴望啊!

他渴望将来的孩子们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而不是被封建思
想左右。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
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鲁迅先生想表达的真的只是“一直到现在”么?他的言语中泛
出的不仅有眷念之情，还寄托着一份美好，值得留恋的期望。
他期望国家可以逐渐强大起来，挣开封建之束缚，让未来的
孩子们过上与他所忆之童年生活相仿的生活。

这是鲁迅先生对国家，对晚辈最执着的期待。

于是，现在的我们，才可以自由穿梭于人群，而非闭足禁户
了。

这一篇课文，并不仅仅是社戏。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七

《药》这篇文章早在牟老师的语文课上就读到过，再次从
《呐喊》这本书里读，却让我感触更深。

《药》也歌颂了革命者的献身。用人血馒头来讽刺，就更加
突出了群众的愚昧，但却又使献身的革命者感到了一种悲哀
和孤寂。鲁迅所揭示的不是夏瑜有什么错误和缺点，而是群
众身上的弱点。

鲁迅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
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
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
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我
认为鲁迅的这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是什么。我爸爸跟我说《药》的主题就是：群众现在还很愚
昧，他们对于革命本是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却毫不觉悟，
甚至敌视革命。要革命，就必须用科学的、民主的思想，把
他们从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否则，
革命的成功就没有希望。 我虽然还听不懂，但对于那段黑暗
的历史却十分悲哀。



第一周 2

在呐喊里，我最期待的便是《阿q正传》，或许是刚刚看过的
外国电影《阿甘正传》给我的熟悉感，亦或是父母总是提起。

书中说一个悲剧的人物，最大的悲剧是他自始自终都不知道
社会发生了什么，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有可悲。鲁
迅先生描写的是一个流浪农民的特性，也是普遍的人性，在
当时的社会或者更加普遍。无知无赖的人格特质，以自己的
精神胜利法辱骂别人当成是快乐的，把取乐别人引起哄笑当
成是骄傲的。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人嘲笑人，人贬低人，人取
乐人的社会，由此写出人性。只是他们或许也是善良的，无
知造就了单纯的性情，即使到死也想不出死因是如何，却也
无法意气奋发的唱出几句戏词来。 书中搜集的其他几部短片，
总体上皆描写了底层农民不同表达方式的无知和一些底层知
识分子不同程度的生活困境，以此反映出社会的悲凉。最喜
欢的是在酒楼上，两个曾经同窗的知识分子在阴沉的下雪天
相逢小酌，娓娓道来的是潦倒的生活，其中包括贫穷，亦包
括美好事物在生活中慢慢消失的过程。

这不禁让我感叹，所有人物的生活历程，都在这个悲凉社会
中慢慢隐去，只剩下一团昏暗，让人窒息到想要呐喊。

第二周 3

呐喊中《孔乙己》也是我印象中撇为深刻的，。

孔乙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有着
特殊的经历，他受着科举制度的残害。但是，在那时候，这
却是人们想要得到荣华富贵的必经之路。孔乙己扭曲的心灵
已被封建文化所腐化，他穷困潦倒，好吃懒做，从没有努力
奋斗，却总想坐享其成，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
却为生活所迫成为人们所厌恶的贼。作者对他的不求上进、
麻木迂腐大肆批判，同时对他身心所遭受的摧残又略带同情。



孔乙己是一生的悲惨遭遇,在人们心目中他没有地位,是个可
有可无、可笑可怜的人。 文章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看出
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的性格。反映出他受
封建教育毒害之深。而孔乙己教“我”识字，分茴香豆给孩
子们一人一颗，又表现了他心地善良。他在店里的品行也是
最好的，从不赊账。孔乙己的一生是可悲的而又可怜的。原
因在于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在这种穷困潦倒的状态下，
他自我放任、一事无成，最终在贫困中死去。所以，即使他
再怎么样自命不凡，也禁不住社会现实的打击，和自己早已
注定的命运。

孔乙己的一生注定是一个悲剧，不仅因为那个黑暗时代，也
因为他自己。作为祖国的未来，我们要脚踏实地，努力学习，
不能只有一个“之乎者也”的空架子，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
努力。

第二周 4

《故乡》这篇文章是在初中学过的，以前看鲁迅先生的《故
乡》，

唯一的印象就是圆月下面带着钢圈拿着钢叉的小英雄闰土。
可以说完全没有看懂这篇小说。今天再看这篇小说，有些感
慨。

鲁迅离开的故乡，有生活艰难，受“多子、饥荒、苛税、兵、
匪、官、绅”之苦的闰土。闰土的父亲给周家做“忙月”，
带着闰土来给周家帮忙。为了生计，那时候像闰土家这样的
人很多，像“迅哥”这样能进学堂读书不用为生计发愁的人
却很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运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
闰土的命运只能这样，愚昧得无休止的生育，生活陷入恶心
循环，这一点在水生和宏儿身上初现。水生和宏儿友谊似乎
是迅哥喝闰土的翻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闰土不能上
学读书，当时隔廿年后，原来的那个害羞怕生却拥有多种田



地娱乐技能，戴着钢圈的小英雄形象破灭，他们在充满期待
的见面时那一声来自未老先衰的闰土的“老爷”时发现，早
有隔阂产生。童年记忆只能留在过去。 中国人势利贪图小利，
这是作者在本文里讽刺的要点。知道迅哥一家要搬走，斜对
门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先是以“贵人多忘事”嗤笑多年不回
乡的迅哥，继以迅哥阔了为由索要“破烂木器”，被婉拒后
还以“越是有钱越不肯放松，越不放松越有钱”来嘲笑，似
乎有钱人的东西都应该大方的赠予别人。索要未果后临走还
将迅哥母亲的手套塞在裤腰里顺走。形象的描述了这个普通
妇女的贪图小利。我不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亦不了解“故
乡”的民风。

第三周 5

在读《故乡》还是感觉现在农村和以前的农村比有了很大的
变化，现在富多了，不用担心吃穿用度。但有些地方还是一
样。比起鲁迅小说里的描述不值一提。有的人贪图小利还是
会害羞要面子的，比如闰土把碗埋进灶灰里，要灶灰去做肥
料好不知不觉的把碗顺走。有些人见别人得了小便宜自己也
要占点小便宜才能心里平衡。比如杨二嫂，发现闰土要狸猫
换太子顺走碗碟自己也要拿走狗气杀。算是这几天守在迅哥
家的一点战果。这几天又这么一则新闻，北京上海试行无人
超市，很多人不付钱或付点钱就拿走了名贵烟酒。有的人见
别人得逞后也照做。他们似乎忘了摄像头。还好商家表示只
是试运营，不会追究。还好那些带着孩子去超市的家长都如
数付了钱，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给孩子一个坏榜样。虽说现在
离鲁迅的年代过去了近一百年，依然存在杨二嫂那种贪图小
利的人，却也存在前面提到的给孩子做好榜样的人，他们的
孩子廿年后也必然成为他们那样守规矩懂功德的不贪图小利
的人，中国人在某种程度的改善，虽然很小，却也是进步。
鲁迅先生不管朝花夕拾，还是呐喊，都如同一剂猛药，让国
人清醒。

如今有钱的国人走出国门，各种不文明行为影响了中国人的



形象。物质文明提高没有马上带来精神文明进步。国人有机
会走出去更应该好好学习如日本人的素质，即见贤思齐。见
到不文明的也应该反省，自己是否也曾经那样或将来会不会
有那种行为， 时代变了，对人有了更高的要求。鲁迅先生只
看到国人的问题，并没有说原因，因此对“希望”有些悲观。
这些生活问题终归要在生活里解决。

第三周6

《兔和猫》的有这样一段：在先生看来，鸽子、小狗、苍蝇，
以及他笔下的小兔子、鸭子、黑猴，乃至宇宙万物都是生命，
不仅和人的生命一样，有着它们独立的价值，且他们的生存
与死亡，欢乐与痛苦都和人们息息相关。先生因此把他对生
命的关爱由人扩展到一切生物。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透
露出先生对弱小的生命、年幼的生命身上倾注的无尽的爱。

这里似乎在说鲁迅爱一切小生物。可是，《兔和猫》的最后
一段是这样对待猫的：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
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
酸钾。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鲁迅不是对一切生命一样眷顾，而是有
爱憎分明的。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黑猫办了小白
兔却办不了大白兔，只因为在黑猫眼里大白兔并非弱肉。因
此，把自己强大起来才是自己该做的。

第四周 7

《社戏》这篇文章只是单纯的记录了一个孩子的童年生活，
每样事物都充满着属于自己的回忆，充满着喜怒哀乐。讲的
是鲁迅小时候随母亲回外祖母家，与那里的小朋友钓鱼、放
牛，一起玩耍，觉得这是片“乐土”。到了该看社戏的那天，
由于叫不到船，所以他很伤心。但朋友们却想到了八叔的航
船，便一起划船去看社戏。鲁迅和朋友们看了一会儿，虽然



很有意思，但有些犯困。于是，他们坐着船回去。在途中，
孩子们偷了阿发和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吃。不料六一公公并
没有责骂，反而夸奖迅哥，有见识，并送他一些豆子吃。

第四周8

我想鲁迅并不是仅仅以“鲁迅”这个身份来写这篇文章，而
是以“周树人”这个人来写这篇文章。鲁迅很早就离开故乡，
故乡给予他的，并非都是温馨的回忆，其间还有许多不幸与
白眼，鲁迅对故乡，却有一种割舍不断的复杂情感。我很喜
欢这种作者真情流露的文章，因为他仿佛真的能让我们身临
其境。

社戏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八

在这几天中，我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社
戏》。这篇文章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而我也在农村生活过一
段时间，因此感觉很亲切。

当我读《社戏》的时候，一幅十分美丽的“农村夜景图”就
浮现在我的眼前：蓝蓝的天空，圆圆的明月，石板小桥，小
巧玲珑的划船。“我”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农村孩子来到河边，
下船、点篙，飞一般的在月下航行。沿途的夜景真美啊！豆
麦散发出草香味、河边的小草、朦胧的月色、淡黑的群山、
依稀的赵庄、宛转悠扬的笛声，还有点点渔火。，这些本来
是农村中很普通的景色，而且也是农村孩子们熟悉的，但经
过鲁迅先生的一番艺术加工，看上去简直变成了人人向往的
神奇美景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农村的怀恋，对
他儿时外婆家的眷恋之情。这些都更激起我对农村的热爱。

鲁迅先生真切的再现了当时农村孩子的精神风貌。在鲁迅先
生的笔下，一群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一个个都是那么纯朴
可爱，他们的心地又是那么高尚无私。在这些孩子们中，我
最喜欢双喜和七斤，他们勇敢无私，热情活泼，热爱劳动。



双喜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七斤也常和小鲁迅抓蟋蟀，发生一
些小矛盾也从不计较。他们和睦相处，是真正的好朋友。读
了这篇文章后，我觉得同学们之间更应该有谦让的精神，更
应该和睦相处。

看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受到鲁迅先生对农村孩子们深深的爱，
我觉得农村的.孩子们也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