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说呐喊的读后感(优质8篇)
诚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它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
系。在写诚信总结时，可以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表达对诚
信的认识与理解。以下是一些关于诚信的故事，通过这些故
事可以更好地理解诚信的重要性。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一

鲁迅小说《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
典小说集，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
中有些文章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如有《故乡》等等鲁迅先
生的名作。

在《孔乙己》中那个正因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
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
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
最后正因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离开了人
世。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鲁迅先生写的《呐喊》一书，我终于明白了鲁
迅先生怎样以笔为武器和敌人作斗争的。

在目录中，我看到了期望已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去读，但结果不太理想。《狂人日记》
中虽然读起来十分通顺，但是其中的含义我却不明白。作者
总是写：社会上人吃人，甚至吃自己的亲人也不在话下。最
后一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句
话的意思我一点也不懂。

但我喜欢《药》这篇，它反映了旧社会时人的愚昧无知，以



为吃人血馒头就能治痨病，人就不会死。读到这儿，我深深
感到当时的旧社会是多么的落后啊!我也知道了：因为鲁迅把
旧社会的情况反映给人民，他让人们醒悟，认清黑暗现实，
唤醒自己的觉悟。所以他与敌人成了对手。就这样，鲁迅把
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他是多么令人钦佩啊!
我崇拜他!

我也知道了鲁迅先生的聪明之处：他没有直接写：“中国人
民愚昧无知。人血馒头哪能治病啊”而是以铁铮铮的事实告
诉人们，让人们自己去觉悟。

我敬佩鲁迅!我也要做一个为自己想的少，为别人想的多的
人!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三

这几天，我看了《莫泊桑短片小说精选》，这本事是由法国
最的批判小说家莫泊桑撰写的，你面有许许多多的批判了旧
社会和以前的人们的陈腐与偏见的短篇故事，有：《项链》
《羊脂球》《珠宝》《米勒老爹》《小酒桶》等等，我看了
几篇，令我有很多的感触。

《羊脂球》是写了一位-女被同行者逼迫下无奈献身，后来那
些同行者不但不安慰她，反而还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她。这篇
小说反衬鲜明，悬念迭生，引人入胜，写出了法国各阶层在
占领者面前的不同态度，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
和无耻，赞扬了羊脂球的牺牲精神。

《项链》是讲了一位名叫玛蒂尔德的太太，喜爱虚荣，再一
次宴会上被人邀请，向丈夫要钱，定做了一条长裙，又向好
友借到了一条钻石项链，在宴会上出了风头。后来，她发现
项链丢了，去借钱，最终花了十年的功夫还清债款，她为赔
偿丢失的项链而多年悲苦。最后，她遇见了她的好友，将事



情讲清楚了，最后得知那项链竟然是赝品……这篇小说告诉
人们：不要贪慕虚荣，更不要有太强的自尊心。

这两篇是我最喜欢的小说，揭露了旧社会和人的-，希望现在
的人都拥有高尚正直、谦虚好学、不贪慕虚荣，不自私不虚
伪的人。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四

原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兔和猫》抒发的信念与哲理，
却使它多少带上了一些杂文的色彩。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兔和猫》这篇充分显示了鲁
迅心灵的美文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他是《呐喊》中
最不引人注目，甚至连它是否是小说也遭到学术界质疑的小
说。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五

《呐喊》是鲁迅先生是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所作，作
品真实的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
种种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
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活的浓重的忧
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其实在读完《呐喊》的第一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自
责，我自己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经过我的思考后，我发现，
以前人的观念真的让人不可理喻，我常常跟我身边的人说，
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象孙中山那样，对人们的想法
进行彻底的教育。

我对《呐喊》中的阿q正传，比较感兴趣，尤其是阿q，我觉得
那样的年代里像啊q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在如今发达的21世
纪，也几乎没有象啊q的人了，其实我还是挺佩服啊q这个人



物的，时代虽然抛弃了他，但他并没有放弃了自己，而是不
断的努力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说苟且活着还不如死，但是，
生命是第一位啊，没有生命许多都是空想。

如今，像这样发达的21世纪，我想很少有人想到曾经那么愚
昧的国民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至今还有那些愚昧的国
民的存在，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真的。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除了自己要好好的活着之外，也要帮助
别人好好的活着，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六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那么
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
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
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
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
的是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
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
狂呼。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
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
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
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
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
疯子!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
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
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
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



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
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
深热爱。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
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
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
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
吧!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七

莫泊桑是19世纪末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短篇小说
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杰出代表，与契珂夫、欧?亨利并称为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的小说以其精湛的艺术技巧
和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及纯粹的语言，成为展现法语美丽的
典范之作，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经典名篇《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享誉
世界。

讲故事，讲俗人俗事，表现人生百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
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也是世俗文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莫
泊桑的短篇小说就是体现这种文学传统的典范。所谓喜也人
生，悲也人生;莫泊桑的故事，就是在讲人生。而我们也能从
他叙述的这些日常故事和人的寻常行为中，看到其蕴含的丰
富人生哲理和深刻的事物法则。

小说呐喊的读后感篇八

首先，小说通过动物间的弱肉强食的冲突，阐述了这样一个
道理：善良而弱小的生物，也是渴望生存下去，并且传宗接
代，以延续其类的发展，这恐怕是一个最低而起码的要求。
然而，生物链中的强者，总以霸主自居，它们时刻伺机扑向
那幼小的生灵，往往最终还是得手。那只黑猫正在“矮墙上
高视阔步”，以显示它得意之色。联想到作者鲁迅生活的时



代，广大中国人民正象那些瘦弱的小白兔，他们渴望有自己
的些小的生存空间，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然而，像
“大黑猫”一样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不会让人民大众
安定的生活下去的。他们勾结在一起，掠夺人民的财富，屠
杀人民的儿女，妄图把中国人民置之死地而后快。1922年前
后的中国现实社会，正是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军阀政府连年
内战，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年代。鲁迅写了猫吃弱兔
的故事，正是告诉人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列强正在伺机瓜分
中国，人民正在遭到宰割，以此来唤起人民的觉醒。

其次，作品又是通过三太太的“深恨黑猫”和“我”的“不
能不反抗他了”的思想，喻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便最弱小
的民族，也总是有觉悟者起来造反的。尽管这种造反只不过是
“转移兔窝”，使用“青酸钾”的消极反抗，但毕竟是造反
行动，是反抗意识的复苏。这仍然是难能可贵的。此时的鲁
迅思想上正处在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化的过渡
时期。他一方面感到“新世纪的曙光”，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另一方面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
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
怎样》)因此产生了苦闷、彷徨的思想。在这篇小说里，虽然
写出了“三太太”和“我”的反抗意识，然而受害者本
人——白兔却仍然无动于衷，表现得不以为然，这些正反映
了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观点。

艺术特色

小说在艺术手法上也颇具特色。语言上朴素、恰当，描写小
白兔的神态、动作神形兼备。比如，写它们刚买来时认生的
神态“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
些惊疑的神色”，待到驯熟后，“他们很和气，竖起耳朵，
动着鼻子，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又变成了安分、和
善的小动物。再比如，写大白兔生下小兔后，本能地保护小
兔的动作、神态，“大的也跟到洞门口，用前脚推着他的孩
子的脊梁，推进之后，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这一切描写，



描绘出一些多么安详、本分、弱小的小生命，引起无限的喜
爱和同情。所以，当它们遭到了黑猫的袭击后，必然会引起
愤怒和不平。艺术的渲染阐述了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