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藤野先生读后感初中(通用5篇)
灵感闪现，标语充满创新如何设计一句引人注目的标语，让
人难以忘记？下面是一些行业内比较知名的标语，让我们一
起来欣赏和学习。

藤野先生读后感初中篇一

鲁迅生于1881年，在1936年逝世。他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
文学家和革命家。原名是周樟树，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
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没落大夫家庭。他曾多次在一本叫《莽
原》的杂志上以“旧事重提”为题目发表文章，而著作《朝
花夕拾》就是在1927年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而成的。

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藤野先生》，文中讲述的藤野
先生是鲁迅早年到日本学医的时候，教他解剖学的教授。在
这篇回忆性散文中，作者通过对日本留学生活与学习时的回
忆，以深切的怀念之情，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
人不倦的精神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爱国主
义思想的欣赏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鲁迅深
刻描写了当时的藤野先生，让我感到藤野先生就在我身旁，
只要一闭眼，他的面貌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鲁迅的作品通过几件小事，能够完全勾勒出人物的多个方面
的特点，让我不禁赞叹。我也要学习他的这种写作手法与描
写人物的手法，促进我作文发展，提升我作文水平。

而文中的藤野先生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由于清政
府腐败无能，外国人都看不起我们中国人，骂我们是“东亚
病夫”。而藤野先生是一个例外，他不仅不歧视中国人，而
且还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是一位明白人。他让我懂得了人与
人是没有差别的，我们都应该尊重所有人。特别是在我们学
校——藏汉生共同生活学习的崭新学校，我作为一名藏族学



生，更应该与汉族学生和睦相处，共同维护民族团结!毕竟毛
泽东主席也曾经说过：“汉族离不开藏族，藏族离不开汉族，
各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藤野先生读后感初中篇二

《藤野先生》是鲁迅所著《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他讲
述了关于藤野先生的几件事，和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以
及鲁迅弃医从文的愿因。表达了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的怀念、
尊敬与感激之情。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老师，也是日本人。可他跨越了狭隘的民
族偏见，没有因为中日两国当时紧张的关系而歧视鲁迅，反
而用心地教导鲁迅，有着高风亮节的品质。同时，他对待工
作认真负责，严谨致学，不放过任何细节。不仅如此，藤野
先生虽然身为教师，但仍有极强的求知欲，就如，他听说裹
脚一事后，便一心想明白怎样的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

藤野先生的优点深深地影响着鲁迅，使他难忘。同时，也深
深触动了我，我不禁反思起自己平常做事时的马虎，学习时
的一作文知半解……这样想来，我还要通过比别人多几倍的
努力，才能成功啊!

本文中，鲁迅弃医从文一事也使我感触深受：课堂上，学生
们看杀头的视频。视频中，几名中国人被外国人击杀，可围
观的中国人却拍手称快!读到这里，我明白了鲁迅弃医从文的
愿因：中国人精神的愚昧，比肉体的病痛更严重，更需要拯
救!是啊!当时的中国如一盘散沙，人民无法团结一心。政府
更是腐败无能，导致人民毫无民族的使命感。此时，必须有
一个人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团结起来啊!这个人，正式鲁迅!

《藤野先生》一文，深受我的喜爱。它所讲述的，正是所有
人必备的优秀品质啊!我一定要改正我的不足，珍惜当今美好
的社会，努力学习，使未来的祖国更加富强、和谐、美好!



藤野先生读后感初中篇三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我对鲁迅先生特别尊
敬，鲁迅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求学，学的是医学。当时国内时
局动荡，在日本相对稳定。鲁迅先生的老师藤野先生是一个
正直、热诚、治学严谨、情操高尚的人。他对鲁迅先生非常
负责，总是能够细心辅导鲁迅先生的功课。

在日本上学期间，鲁迅先生学霉菌学的时候是用的电影教学，
在看电影的时候一般会放几个实事的片子，当时日俄战争时
期，中国人有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补货，要枪毙了，
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喊万岁。
坐在那里的中国人，包括鲁迅先生觉得特别刺耳。

第二年鲁迅先生想要去学生物学，他想告诉藤野先生。藤野
先生知道后脸色有些哀伤。鲁迅先生看到他有点凄然，便说
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鲁迅先生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
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

临走前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家里，给了他一张照片。多年以
后，鲁迅先生总还记得他，他让鲁迅先生感动。藤野先生对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他也能同样抱以尊重和理解。
藤野先生的形象和清朝留学生的放纵寻欢的形象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正因为如此，藤野先生成为鲁迅先生的精神偶像。

读完《藤野先生》我知道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真挚，热诚。鲁迅先生在文中不但表达了对恩师深深的
怀念，也抒发了对自己心中宏愿的坚持。每个时代都不一样，
作为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努力提升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

读了中国鲁迅对于先生的《朝花夕拾》，我个人的感触是比
较大的。其中我对《藤野先生》这篇文印象比较深。



在本文中，我能感觉到藤野是一个英俊洒脱，尊重人。

前面有提到，当藤野先生上讲台的时候，会有一个学生我们
发笑。是因为他的穿着“模糊”。有一次学习鲁迅自己甚至
可以看到他教课的时候他们没有带领结。这个“特点”常常
需要引起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像是在坐公交的时候，会
被影响司机不能认为是通过小偷，被乘客们提防着。可见他
穿衣是很随性，洒脱生活的人。

藤野先生也是一个细心的人，他会为鲁迅先生纠正他的语法，
并帮助他做一些笔记。一步一步帮助他提高成绩。鲁迅先生
实习一周后，藤野先生很高兴地说，他很高兴鲁迅不会害怕
身体。

看到日本人鄙视鲁迅，或者更确切地说，鄙视中国人，当鲁
迅先生没有完成最后四分之一的成绩时，他依靠的是“中国
人都是低能儿”的信念他们甚至提出鲁迅先生作弊的说法。
他们的态度与一个人尊敬的姓名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姓
名先生能够对待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
还是一个弱国的时候，像其他学生一样公平、尊重和宽容，
甚至主动提出帮助他学习。

这样想来，真藤野等“高尚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值得
尊重，值得一个好老师的`爱。

看到一个结尾，我虽然对当时社会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抱着恶
劣工作态度的日本产生了具有浓厚的厌恶感，但是对于是日
本人的藤野先生产生了极高的好感度。同时，也为鲁迅先生
可以得到发展如此一位好老师学生感到羡慕。

《藤野先生》回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鲁迅
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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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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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师是让人怀念的，特别是当你身处异国时，经常会让你觉
得孤独。而在那时，却有一位老师唤醒你的灵魂，给予你关
爱和鼓励。

在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和谐的师生一旦建立，很容易促
进教学效率的提高。亲其师然后乐其教。韩麦尔先生的爱国
情绪感染了小佛朗士，他听得特别认真，感觉"真。奇怪，今
天听讲我会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在莎利文的
爱心感召下，失聪又失明的海伦终于理解了抽象的"爱"，突
破了认识上由具体到抽象的瓶颈。

把握现在，努力学习，你就会感受到世界的精彩，人生的美
妙!

《朝花夕拾》，十篇散文勾勒了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若干
社会生活风貌，是一幅幅社会图和风俗画。虽是回忆性散文，
但是有现实的斗争性和深邃的思想性，蕴含着作者对历史的
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执着态度。

书中十篇散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当时，中国
在日本人的心中的确是一个弱国，其中内有一段话“中国是
弱国，所以中国人自然是低能儿……”他看着自己的同胞在
影片里被日本人杀害，而且还日本人一同欢呼的国人，那种



骨子里的麻木不仁，不仅可怜，而且可恨!但是日本人也不全
都是不知“尊重”二字为何意，鲁迅在此则中更看重描写的
是藤野先生的严谨教学作风，对作者真诚的关怀，对于中国，
对于人的热爱。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作者对这位恩
师的赞扬与牵挂。

藤野先生对鲁迅的耐心教导是希望日本精湛的医学技术传入
中国，为中国人们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因此藤原先生也将医
学还原到了他本身的面目——为所有人的健康而学医，而不
是以个人的利益为目标，着实可敬。

在文章的末尾，鲁迅先生写他至今，仍然被藤野先生，影子
鞭策着不断的为“正人君子”所厌恶的“文字”。又表达了
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和敬佩。

他，是鲁迅先生在歧视的浪潮中遇见的一抹孤帆;他，是鲁迅
先生在外国孤援无助时的一把温暖的手;他是鲁迅先生事业上
的助力人。他不因外人的非议、流言而改变自己的做法，他
是鲁迅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藤野先生。

还记得鲁迅先生初识他的模样：“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
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从其
面貌上来看，似乎像极了那一心苦读的书生。但，人不可貌
相。或许鲁迅先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一生的良师。

或许在我们的眼中，藤野先生只是尽了他做老师的职责。可
你们却未看到，在日本学生一起背后议论鲁迅时，一起对鲁
迅先生指指点点时，藤野先生并未听取流言蜚语，他坚持自
己。他没有种族歧视，他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他给予鲁迅
的不仅是科学知识上的丰富，更是灵魂与精神上的慰藉。

或许在我们眼中，鲁迅先生的遭遇、处境对我们来说没有那
么深刻，也不够十分糟糕。但我们未尝看见外国人对鲁迅的
无情嘲讽与打压，在这种时刻，藤野先生给了鲁迅温暖，这



可将谩骂、嘲笑与黑暗都冲淡，留下爱的淡淡芳香。

在我的眼中，藤野先生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身为当时发展
很快并是强国的日本教授，无小看弱国的学生，还倾力栽培，
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他学识渊博，细心未鲁迅纠错与讲解，
人的一生莫过于有良师指导。

还记得初识你的模样，只是后悔未能给您写一封信，以表达
对您的深深感激。

藤野先生读后感初中篇四

作者：未来悦

读了《藤野先生》这本书，我感受到了藤野先生对工作恪尽
职守，不持偏见的高尚品格。

文章主要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
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历。作者突
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
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深切怀念。

而藤野先生作为一位日本的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
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质朴而伟大的人格令
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如果我们不设身处地
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很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

在现今社会中，也有许多好老师，正如在网上热传的“最美
教师”张丽莉，为了救几名孩子，失去了双腿，下半身只能
在轮椅上度过。即便是自己的老师，也无不是恪尽职守，用
汗水和青春来哺育我们，教育我们。她们就如红烛一般，燃
烧自己，照亮他人。其实只要我们仔细体会，便可感受到老
师的伟大！



藤野先生回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鲁迅与藤
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怀念。

鲁迅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
的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
舞的喧闹。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
在那与藤野先生相识。

藤野先生的衣着模糊，他为鲁迅添改讲义，他就正解剖图，
他关心解剖实习，他了解中国女人裹脚。

在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野先
生，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那个
对科学严谨求实的藤野先生。

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老师，也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
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藤野先生读后感初中篇五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弃
医从文的转变，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鲁迅留学日本之时，是“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也是鲁
迅个人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
期。“但从匿名信事件、看电影事件，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中，
鲁迅才深刻地认识到，学医可以拯救人的身体，却不能拯救
人的灵魂。

《藤野先生》回忆作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作者
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怀念。鲁迅
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的上
野公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舞的
喧闹。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在那



与藤野先生相识。藤野先生的衣着模糊，他为鲁迅添改讲义，
他就正解剖图，他关心解剖实习，他了解中国女人裹脚。在
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野先生，
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那个对科
学严谨求实的藤野先生。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老师，也
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我感激，
给我鼓励的一个。”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文
艺救国的转变，表达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鲁迅留
学日本之时，是“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也是鲁迅个人处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期。他曾
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
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
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从匿名信事件、看电影事件，中国人
的麻木不仁中，鲁迅才深刻地认识到，学医可以拯救人的身
体，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
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
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
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
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
了。”

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动、感激与怀念，即便当
《藤野先生》的形象深入人心，却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藤野严九郎。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
血荐轩辕”的报国之情。《藤野先生》，记叙的是一段感人
的师生情，一颗动人的爱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