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后记的读后感(通用5篇)
人生是一本教科书，它给出了无数宝贵的教训。人生总结应
该有个人的情感和思考，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你的成长和感悟。
接下来是一些智者的人生总结，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引和
思考。

朝花夕拾后记的读后感篇一

鲁迅所写的《朝花夕拾》愤怒的揭露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
教吃人的真面目，对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朝花夕拾读后感给大家，欢迎大家阅
读!

鲁迅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朝花夕拾》想必大家都知道，
正同它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那
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细细品读下去，鲁迅的文笔充满
了丝绵细腻的情感犹如小桥流水，沁人心脾。它真实地纪录
了鲁迅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追忆那些难以忘
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生动地
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风俗画面。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股热情，
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望整日被
父母、家奴管束着，这正是儿童特有的。

清晨的花到了夕阳西下时再去摘取，等我们到了朝花也能夕
拾的时候，在那若有若无的清香里，浮想联翩 ，幼年时童真
的味道留在心头，慢慢荡漾开来。

小路绵延，却弯不尽他的乡愁;森林的茂密，却隐不住他的寂
寞;清如泉水，却淹不透他的爱国，鲁迅，艰难路上最真实的
君子!



和曛的阳光照入窗内，水印悄然无迹，屋外的天空仿佛更高
更蓝，粒尘不染。欣赏鲁迅的心已飞到云霄高处!

在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名著，叫《朝花夕拾》。《朝花夕拾》
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集了鲁迅先生记述他童年和青年
生活片段的10片文章。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如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
字记叙咋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得不
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前面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
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
的不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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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竟会忘记带领节;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
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
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
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
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
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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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鲁讯先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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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鲁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自鲁迅先
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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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采摘野花野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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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书，我还沉浸在鲁迅质朴又不失趣味的童年故事中，因
而回想起自己无忧的童年，不禁轻轻笑出了声。正如它诗意
盎然的名字一样，饱含别样的韵味。我想，清晨绽放的鲜花
有了晨曦才会更加娇嫩，等到了夕阳西下去摘取，失去了刚
刚盛开时的娇艳和芳菲，晚霞的照射却使它平添几分风韵。
那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在风的呼吸里一丝丝的氤氲开来，给
人以无限的遐想。幼年时童真的味道却留在心 头，慢慢荡漾
开来。

鲁迅是乡下人，却能像城里人一样读书;少了乡下人的粗狂，
却多了一份知书达理。我感受到了从书卷里抵挡不住的天真
烂漫，他打动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油蛉在这里低
唱，蟋蟀在这里弹琴。”我感受到他希望以大自然真实的拥
抱在一起，那种跋涉在山水中的闲情逸趣，宠辱不惊，和一
点淡淡的忧伤。

其实，自己也曾拥有那些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童年时光，也喜
欢躲在山林中远眺绿色，也喜欢蹲在草丛边看上一整天的蚂
蚁，也喜欢疯狂地奔跑在林荫小道，抛洒泪水，抛去一切一
切的不愉快。也喜欢为了一点点小事和要好的朋友闹翻天。
为数不多的童年时光，像紧握在手中的沙子，虽然很不想让
他一颗一颗的漏掉，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在《朝花夕拾》
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对美好童年的深深还念和对现
实社会的不满。鲁迅就是鲁迅，敢爱敢恨，大爱大恨，真情
流露方是其人本色。

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里重现，我们慢慢品味鲁迅的童
年，也好好回味我们自己的吧。



朝花夕拾后记的读后感篇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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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合的朝花夕
拾的读后感悟优秀范文，一起来看看吧。

朝花夕拾的读后感悟优秀范文1

我喜欢在有空时回忆往事，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在迷人和
晕眩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一个个生
动的画面，一件件永难忘怀的事情，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
孔，这一切构成了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回忆。使我整个放松了
下来，将现在的一切烦恼抛之脑后，沉浸与其中。

小时侯，我会在课堂上因为老师的一个小错误而举手指出，
否则决不罢休;如今，即使，老师一连几个错别字或小毛病，
我除了，翻资料外，就不会有其他动作。

小时候，我会因为捡到一枚硬币而欣喜若狂，并得到父母、
老师的表扬;而如今的我，看到地上有一枚硬币，看一眼就过
去，对它置之不理。

小时侯，我会因为晚上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感到恐惧因此大吵
大闹，现在，晚上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没有
恐惧，只是想一些琐事。

童年就像一杯浓郁可口的咖啡，品味时很甜美，但甜美中带
有一点苦涩;而成长则像一杯芳香四溢的茶，入口也许很苦，
那是因为你失去了童稚，失去了那份坚持的勇气，失去了一
份心灵依慰，但随后你就能品出这茶的醇美、香甜，让人回
味无穷，你在成长道路中学到、懂得了许多。



童年的回忆就像一本令人难忘的日记，不经意一翻会让你感
到流连忘返，哭笑不得，但更多的还是欢愉与喜悦。当我们
有空时，不妨品品成长这杯茶，翻翻这本“日记”你会发现：
自己得到了许多。

朝花夕拾的读后感悟优秀范文2

最近，我看了一本散文书——《朝花夕拾》。这是一本回忆
童年生活的散文，就更加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
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书中有批判，有嘲
笑，可以视为鲁迅先生的杂文笔法向散文的渗透，不仅使其
中的韵味更加丰厚，而且显示了鲁迅先生现实关怀的一面，
这也是真正的鲁迅先生。这本书确实非常好看。

《狗猫鼠》记述了童年时对猫和鼠的好恶。《阿长与〈山海
经〉》回忆了保姆长妈妈的淳朴善良。《二十四孝图》对荒
谬愚昧的封建孝道进行了抨击。《五猖会》回顾了儿时一次
看庙会的经历。

《无常》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乡间迎神赛会时的活无常。《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味了纯真快乐的童年和在三味书屋读
书的日子。《父亲的病》在叙述父亲生病长期治疗的过程中，
对庸医误人表示出了深深的愤慨。《琐记》记述的是作者去
南京读书的经历。《藤野先生》怀念日本留学期间的老师藤
野，并记述了作者弃医从文的经过。《范爱农》回忆和悼念
了青年时代的挚友范爱农。

《朝花夕拾》以清新、平易、深情、舒缓的笔调记述了鲁迅
先生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展现了家乡的风土
人情，抒发了对亲朋师友的挚诚怀念，寄予了对现实的思考。

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朝花夕
拾》，去领略一下鲁迅先生的童年，慢慢体会其中的幸福童
年味儿吧。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



代，一样的快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朝花夕拾的读后感悟优秀范文3

初读《朝花夕拾》不觉得这像一本名著，反而觉得像是一个
朋友在与你闲聊家常，原来这才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我正在读“无常”这一篇章时，也正好是全书的一半，
这“无常”与之前“五猖会”上的塘报、高照、高跷、抬阁、
马头等，一定是鲁迅爱看的，不然怎么会写得这样细呢!从此
看来鲁迅小时一定也很贪玩，不过这里主要还是反映了鲁迅
思想中恋乡的一面。

再往前看《二十四孝图》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只是觉得这
篇文章一定还有深层含意，看来我还得慢慢的渗透一下，才
能得出结论。

说起《狗、猫、鼠》和《阿长与〈山海经〉》可是我在这半
本书最感兴趣的文章了。

一开始，看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像是在听故事一样。文中
的鲁迅可是把他仇猫的原因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说实在的
我也挺讨厌猫的，也是因为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我最爱的红
烧鱼。不过，如果当时的我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的话，就能
和鲁迅先生媲美一下了，题目就叫做《我·猫·老鼠》。虽
然我平时不太喜欢老鼠，但看了这篇文章，突然觉得其实有只
“隐鼠”也不错啊!可当我看到阿长踩死“隐鼠”的那一段时，
感觉真有点气愤，同时也为鲁迅失去“隐鼠”而感到惋惜。
更感觉阿长真坏，不仅踩死了可爱的“隐鼠”，还把罪祸强
加在了猫的身上，使鲁迅错怪了猫。

从看了《阿长与《山海经》》开始，如今我已不记恨她了。在
《阿长与《山海经》》中的她，虽然多嘴，礼节多，但是她
爽直、淳朴、又能帮鲁迅买《山海经》，人品也是不错的。



朝花夕拾的读后感悟优秀范文4

朝花夕拾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散文集，
刚听说要读朝花夕拾时我的内心对它是带着一丝抵触的，因
为很多人都说看不懂。但直到我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发现这本
书非常的好，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讽刺，以及对当时愚昧
麻木的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呐喊。如其中提到长妈妈，鲁迅是
对长妈妈十分怀念的，比如她为鲁迅买的书，但有时鲁迅却
瞧不起她，是因为她的愚昧，笃信鬼神，十分的迷信，这是
当时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的缩影，因为他们的生活困苦，所以
不得不把精神寄托在神灵上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这跟鲁迅
先生的《故乡》中所描绘的闰土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篇我记忆比较深的是关于鲁迅先生对于猫的看法，这
是一篇讽刺意味很浓的杂文，作者通过形象的比喻，猫，鼠，
狗介质不同的人，讽刺意味十足。是对当时的学术界的批评，
也是对白话文的倡议，是我最为喜爱的一篇文章。

还有一篇就是在我们语文书上的藤野先生，是记录鲁迅先生
在日本仙台学医事的事情，作者讲述了当时清国留学生在外
国被欺辱，称为低能儿，并遭到无辜的排遣，嫁祸，冤枉，
同时塑造了一位医学老师藤野先生，他对人公正，为人真诚，
正直，深受鲁迅先生的喜爱。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
自由的童真童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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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生命感悟，让我们一起去领悟，去了
解那段历史，那个社会。

朝花夕拾的读后感悟优秀范文5



进入初中的前两个月，我拜读了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本书。
《朝花夕拾》只有十篇散文，篇幅都不大，我只用几天时间
就读完了。可是我意识到阅读名著只浏览是不行的，必须细
细品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又多次阅读《朝花夕拾》。

鲁迅先生是一个爱国的人，这在《朝花夕拾》中就有很大的
体现。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鲁迅的父亲得了水肿，鲁迅
是一个孝子，为了治好父亲的病，他不惜花大价钱为父亲
请“名医”治病。“名医”们用一些奇怪的药引子，比如经
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还要用“原配，即本在一窠中
者”，平地木，败鼓皮丸等。这些药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还
有一种药丸，叫败鼓皮丸，因为水肿又叫鼓胀，就用打破的
鼓皮去破水肿，也是十分荒唐可笑。直到他的父亲生命垂危
时，所谓的名医仍旧泰然自若的开着这样的方子，然而却没
有挽回父亲的生命。

文中鲁迅先生批判了这些庸医故弄玄虚、草菅人命的恶行，
也下定决心去了日本仙台学习西医。他希望用自己高明的医
术去救治那些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由此可见鲁迅先生是很爱
人民的。

《藤野先生》讲述的是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当时日
本人都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先生考
试得了60多分，就被他们认为是作弊。之后他和同学们去看
了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影片，讲的是日本和俄国都企图得到
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从而引发了战争，而剧中的中国人不是
想如何保卫自己的祖国，竟去给俄国人当间谍。被抓后要当
众枪毙时，围观的中国百姓不但没有一丝愤怒，反而拍手叫
好。屏幕之外的同学们也都拍手叫好。这一情景刺激了鲁迅
爱国之心，使他走上了弃医从文，用文字去救治中国人沉睡
的心灵的道路。

读了这些，我感觉现在我们国家虽然没有处于危难之中，但
我们也要保持一颗爱国之心，从点滴做起，努力学习，使自



己成为一个有益于祖国，有益于社会的人，向鲁迅先生学习
他老人家的爱国精神。

;

朝花夕拾后记的读后感篇三

今日，我读了一本书，名叫《二十四孝》，里面讲了许多孝
心小故事，其中，令我最感动的是《扇枕温衾》。

《扇枕温心》讲的是黄香侍奉父亲，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
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这让我想起了妈妈，妈妈平
时陪我学习，陪我练琴，还要干活和工作，十分辛苦。

还记得今年七月的一天，我钢琴考级，我被领进了考场，考
场里开着空调，考场外面很热，我在里面一小时，妈妈盯着
炎炎烈日站了一个小时，等我出来时，妈妈的衣服已经湿透
了，妈妈顾不上热，先问我：“考得怎样样？”“很
好。”“吃不吃冷饮？”“不吃。”看到妈妈的衣服已经湿
透了，我想起了平时练时对妈妈没礼貌，不听妈妈的话，我
的眼不禁湿润了。

以后我也要像黄香一样好好学习，孝敬父母。

朝花夕拾后记的读后感篇四

《朝花夕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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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质，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则更让人浮想连翩、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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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无邪灿漫的感情，被人眼前不由出



现了一幅幅让人神往的自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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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无邪烂漫的感情，
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让人神往的自然画。

所有感受都是那样纯真无邪烂漫，让人回味，或许是引起了
我心中的共鸣吧，真不懂自己如何会那样喜欢《朝花夕拾》
中的一篇，特别是作者以一个小孩的见地看世界，读起来被
人感到亲切，充满激情。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股热情，
期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期望整日被
爸爸妈妈，家奴管束着，这正是儿童特有些。曾几何时，我
已经离得远远的了童年，进入了少年，天天都在这忙忙碌碌
的学习之中，纷纷挠挠的生活之中。但我一个人觉得自己还
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有时还做着甜美的童年之梦。回忆
起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新，哑然失笑。

我家原属市郊，附近有一大片田野，小时候，总去那里享受
着春日的阳光，秋天的清风，还有那片总被我采得一朵不剩
的油菜花，我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小时候，天天一吃
完饭嘴都不擦就去邻家串门子，和小伙伴一块去吃豆腐花，
一块去田野里玩，时不时还跌进泥坑变出个“小泥人“，采
了各式各样的花，又生怕主人找来，就把花藏在树洞里，一
会儿回去花早就枯萎了，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
之中。

而现在，田野上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都在为我们的前程
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很多自由，
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而现在，因野上了
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们都在为我们的前程努力着，因此
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很多自由，但我仍旧热爱
自然，向往自由，无论目前能否达成。这或许就是我和幼年



鲁迅的相似之处吧，使我在读过文章后有了这么多感动。

童年已日渐遥远，留下的只不过些散琐的记忆，倒不如细读
一下《朝花夕拾》，领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和
鲁迅一块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朝花夕拾后记的读后感篇五

手中捧着一本《朝花夕拾》的我，已然沉醉在许多有趣的片
段之中。在这本回忆性散文里，鲁迅给我们刻划了一个个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善良朴实的长妈妈，贪玩好奇的小鲁迅，
和蔼方正的寿镜吾先生……但是，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鲁
迅的父亲。

提起鲁迅的父亲，大家一定会想到《五猖会》这篇文章吧。
在文中，父亲的形象是严厉、专制、古板和迂腐的。他会在
孩子急切想去看迎神赛会的时候，忽然要求他背诵“无聊至
极”的《鉴略》，令少年鲁迅万分扫兴和痛苦。虽然，父亲
心中也不乏对孩子的爱，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扼杀了孩子活
泼好动的天性，在鲁迅心中留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灰色。

在鲁迅的父亲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现代家长们的缩影。为
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在孩子身上倾注了爱和希望的
同时，也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我们经常会
在培训班或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幕：家长怒目圆睁，或厉声呵
斥，他们的孩子则可怜兮兮地坐在书桌前，愁眉苦脸、抓耳
挠腮，捏着笔在作业纸上踌躇着什么。这便是现代教育对孩
子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我不禁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何尝不是这样！记得去年暑假，
我不停地在课桌边为奥数而奋斗着。假期本应是孩子与大自
然嬉戏，与花和树木作伴的时候，可我却被迫面对着一摞厚
厚的作业本发呆。那天，我正陶醉在“明天去旅游”的美好
畅想之中。忽然，一声厉喝把我从梦中惊醒：“这100道题你



要是做不完，就不许出去玩。”无奈，我只好提起笔，又在
草稿纸上涂抹着那些百无聊赖的数字。一直到夜幕已然深沉，
我才颤抖地放下了手中的笔。

百年前，鲁迅就向压制人性的封建教育发出了大声地呐喊，
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和抨击。可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仍旧
被束缚在另一种扭曲的教育中无法自拔。十一、二岁的花季，
应该像天空中飞翔的鸟儿一样，充满蓬勃的朝气；而不是囚
着的笼中鸟，失去本该拥有的自由。我们的童年应该如彩虹
般斑斓，而不是在作业前只投下灰色的暗影。家长们也不应
该是像鲁迅的父亲一样，专制而刻板；而应该换位思考，多
站在孩子们的立场想事情，做事情，让孩子拥有一段充满天
性的童年时光！

《朝花夕拾》读后感悟及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