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乡鲁迅读后感(大全13篇)
公益事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和
支持。在写公益总结时，可以从事前准备、实施过程和成果
回顾等方面进行总结。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公益活
动的一些范例，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参与意识，一起为社会
做出一份贡献。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一

“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色的满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子。
有无尽的绿色西瓜。与此同时，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手
里拿着一枚银戒指和一把钢叉。他想尽办法去刺一匹马，但
猴子扭动身体，从他的胯下跑开了……”

这小子是飞跃土。《故乡》认识鲁迅。当时这个健康可爱的
紫圆脸银领男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告诉了作者，也
告诉了我们他奇怪的知识：角鸡、跳鱼、贝壳、肉……他和
作者愉快地交谈，天真地笑着，一起肆无忌惮地玩耍。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闰土已经不是以前的闰土了。岁月在他
的脸上和手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他健康的圆脸，以前是紫
色的，现在是灰黄色的；红红圆圆的手现在又粗又笨又裂，
看起来像松树皮。最重要的是，看到鲁迅之后，第一声呐喊
就出来了，原来是“大师”！

他们曾经是兄弟，现在有了截然不同的主仆，就因为“当时
还是孩子，不懂事”？二十年的改变，让他从一个勇敢足智
多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仆人。是什么让他
变化这么大？是贫穷吗？还是所谓的“长大了”？或者.

应该是当时的社会。正是当时的种种压力，让一个天真、自
由、快乐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眼神呆滞、目光怔怔的农民。跃
土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庸俗，麻木。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二

故乡是唯美的，它带着一种无法改变的亲切感；城市是现实
的，它有着不同于故乡的陌生。

《故乡，或者城市》以“城市”作为这一本的主题，繁华或
者古朴，快节奏或者悠闲，冷漠疏离或者热情豪迈……每一
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它无法复刻，而每一个人都
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它让人感觉到漂泊或者安定，它是故乡
或者寄居地，它让人充满期待或者疲惫满身……三类各具特
色的城市风景轨迹，三种不同的生活常态，在作者郭敬明的
笔下向我们展示了它们各具特色的景象。

我的故乡，有着江南水乡的柔美，又着东方人的豪爽和豪迈。
依山傍水，山清水秀。

在他人眼里，我的故乡，是一座孤独陌生的城。没了故乡给
人的温暖，没了那熟悉的景色，凉凉的，冰冷的一座城。

《你从没来过这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章节。他向我们介
绍了上海这个巨大的商城。这里面说到上海是一个明媚又悲
伤的城市，在那里人们眼中只有商业的竞争，每个人都在忙
于自己的生活，谁也不干涉谁。

流逝的日子像一片片凋零的'枯叶与花瓣，渐去渐远的是青春
的纯情与浪漫。不记得曾有多少雨飘在胸前风响在耳畔，只
知道沧桑早已漫进了我的心爬上了我的脸。当一个人与追求
同行，便坎坷是伴，磨难也是伴。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三

不知在哪里观过盛开的稻花，却不像记忆中的稻花。看着它
们，我却像在听一个恍如隔世的故事，故事里有我的稻花，



有带给我许多温暖的人，有我那同稻香一同飘走的童年。

茅盾说：“故乡之于我，犹如心底的一汪清泉，涓涓流淌，
生生不息，它流经过往的岁月，流经我人生的每一寸土地，
流经心尖尖上那些永恒的记忆……”

小时候，故乡之于我，是大片大片的稻田，在风吹起的金色
浪涛中遨游。它生长在我对于故乡的每一寸印象之中。我拍
下一望无际的稻海，金黄金黄的，风儿吹来，带来稻米的气
息，弥漫在空中的是故乡的味道。这便是故乡的味道，这便
是永恒的味道。嗅着稻香，徜徉于稻海，轻声哼唱：“还记
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那
时，我身自有稻花香。

茅盾说：“历史的发展大凡是一种文明改变另一种文明，发
展的过程中，我们要立什么，破什么，留存什么，发展什么，
选择将决定和影响太多东西，它正悄悄地构建着我们未来的
世界。”

后来啊，故乡的土地上还会种植水稻，却没有了曾经的那般
金黄，而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我目睹着柏油马路代替乡
间土路；目睹着高楼大厦代替平房小屋；目睹着私家车代替
驴车马车。故乡的消亡，也许是城市化的一种必要牺牲吧。
我庆幸着，那时在故乡的秋天，仍能闻到不多的水稻的气息。
以后的以后，再看到一株水稻，嗅到一阵稻香，我能够记起
故乡的那片稻海，能够想起空气中弥漫的稻香，那时，我乡
自有稻花香。

茅盾认为，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中，故乡的消亡似乎变成了一
种必然，故乡的消失便是告别一个旧时代，迎来一个新时代。

而现在，故乡是为我们留下的是原始而美好的记忆，可能我
们无法遏制故乡的城市化。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记录下这片土地曾经的美好。未来的故乡将变作心灵之乡。



每每当我们念起那片满是稻香的土地，就会感到欣慰。

也许，故乡真的要消失了，一并带着他们的故事与沧桑，从
我身自有稻花香到我乡自有稻花香。现在与未来，我会
说：“我心自有稻花香！”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四

《故乡》这篇小说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人物的描写。

闰土当之无愧是重点人物。20年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
机智、见多识广的小男孩成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
到底是什么使他的改变如此之大呢?是贫穷?还是……这是我
们所不能得知的。但是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在
鲁迅的心里，闰土一直是一个勇猛聪明活泼的人，要不然不
会一提到闰土就会想起他在刺猹的场面。可是，当闰土与鲁
迅说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竟然是“老爷”。我相信当时鲁迅
的内心震动肯定是很大的，他也许料想过千百种交谈方式，
但是肯定惟独没有料到这种。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说，闰
土是应该叫鲁迅老爷，但是，从20年前的迅哥儿到20年后的
老爷，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闰土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岁
月在他的脸上，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但是，容貌的
改变并不是他最大的改变，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心理上的改变。
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把鲁迅当成迅哥儿的，但是当时的社会
不允许;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想和鲁迅一起玩耍，但是他知道，
他和鲁迅之间还有主仆关系。一声“老爷”又包含了闰土多
少的感情?是懦弱?是卑怯?还是因为久久不见不熟识的陌生?
这，也许只有闰土知道了。

另一个人物杨二嫂，不知看过《故乡》的朋友们注意过没有，
虽然杨二嫂是一个配角，但是她也是其中一个改变很大的人
物。20年前，她曾经有豆腐西施的美名，可是在20年后，她
的样子简直让鲁迅认不出来了。对于她的样子，鲁迅只找到



了一个形容词——“圆规”。如果单纯是外貌上的改变也就
算了，杨二嫂成为现在这副“丑模样”也是因为她的内心在
渐渐地改变。她去鲁迅家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要一些旧家具
的要求，被他拒绝后大放厥词，说什么“越富越一毫不肯放
松，一毫不肯放松便越有钱”。如此尖锐的语句，简直不像
是一个“西施”所能说出的话，倒像是一个混着菜味和尖酸
刻薄话的中年妇女。不仅如此，杨二嫂离开的时候，还拿了
鲁迅母亲的一副手套。如此种种，此人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能引起他人深思的书，当您跟着每一个字的脉络进
行下去，您会被这里面的故感动到落泪！这是一本值得我们
认真的去阅读的书。

男孩比利一直有一个愿望，他想要两只浣熊犬，这是一个不
实际的愿望，因为他家太穷了，浣熊犬却非常的昂贵。

比利没有放弃，他决定自己攒钱买下两只浣熊犬。他攒了很
久，也没有攒到需要的钱数。但是，幸运最终降临在了他的
身上，他发现了一张纸，内容让他兴奋：纯种红骨浣熊小猎
犬，每只二十五美元。通过整整两年的努力，比利最终买下
了两只浣熊犬。

比利很喜欢它们，给公的浣熊小猎犬取名为：丹，为母的浣
熊猎小犬取名为：安。比利要将老丹和小安训练成很棒的猎
犬，并且每天带它们去捕捉浣熊。不久，他们就成为了猎犬
中的佼佼者。最令比利自豪的事情就莫过于老丹和小安去参



加捉浣熊比赛，获得了金奖杯。其中，小安还获得了选美冠
军。

回到了家，比利又带他们去打猎，却不幸的遭遇了公狮的袭
击，比利的生命危在旦夕，勇敢的老丹用生命守护了小主人。
而小安接受不了老丹的离去，整天不吃不喝。骨瘦如柴，不
久，它也从比利的身边离开了。

比利伤心得将小安埋在了老丹的旁边。

在比利要进城的那一天，他去向丹和安道别，他惊讶的发现，
在它们的坟墓上竟然长出了一株美丽的红色羊齿草！像彩虹
一样夹在两座坟墓之间，那是神圣之地，只有天使才能播下
羊齿草的种子。当天在为它们播撒羊齿草的种子时，老丹和
小安就已经得到了永生！

羊齿草就是生命的代表，只有拥有真正的生命的人才可以得
到羊齿草。小安和老丹就拥有真正的生命，他们的一生都在
履行着自己的责任，为主人付出它们的一切。拥有的，交给
主人，没有的，打拼到手，交给主人。忠心耿耿的跟随着自
己的主人，不离不弃，就算生命危在旦夕，但是为了主人，
值！真正的生命，不仅仅是只有狗，我们也一样。我们要为
自己一生的任务去打拼，去努力，去认认真真的完成。当我
们完成任务后，会不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呢？当然，是跟自
己爱的人在一起。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六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
衣足食却寸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
辛但充满快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
鲁迅的童年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



闰土还可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
鲁迅只能看到那“四角的天空”。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
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
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
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
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
学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
子最忽略的。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
道许多新鲜事，我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
《故乡》，《药》，《孔乙己》。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
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
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
苏醒。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
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
后，能够清醒过来。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七

这些远不够，真正让“我”感到快乐的是在山野风光里的游
乐。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敏感。百草园
是“我”的天堂，这里有优美的风景，神奇的故事，无尽的
乐趣，可以充分发挥孩子们活泼好动、天真好奇以及爱美的
天性，增强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在草木虫
鸟中玩得乐此不疲。

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堪的“紫红”、蜂一与菜花
的“金黄”，聆听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一



与“油岭”的低唱。大自然是如此地吸引儿童，即使身在三
味书屋读书心却飞往百草园。封建教育关住了孩子们的躯体，
却关不住他们天真活泼的心灵。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八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们是忠诚、勇敢的化身。这个假
期，我读了一本与狗狗有关的故事书——美国作家威尔
逊·罗尔斯写的《红色羊齿草的故乡》，猎犬老丹和小安的
故事至今让我感动。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的主人公是小男孩比利，他生活在奥
沙克山区。比利从小想要一对浣熊猎犬，但这个梦想对家境
贫困的他而言有点遥不可及。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比利辛苦
地去赚钱。两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买下了两只小猎
犬——老丹和小安。比利和自己心爱的猎犬形影不离、感情
深厚，把它们都训练成了优秀的猎手，而且还获得了比赛的
金奖杯。然而，在一次狩猎中，比利遭遇恶狮，生命危在旦
夕。为了保护小主人，老丹和小安勇敢地与狮子搏斗，并打
败了狮子。不幸的是，老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深情
的小安则在老丹的坟墓上绝食离去。

读完这本书，主人公比利和猎犬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猎犬对
主人的忠诚，让我深受感动。原来，人和动物之间也是可以
建立深厚感情的，也是可以相互帮助、和睦相处的。这个故
事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家的狗狗吉吉，遇到困难时，它也可以
勇敢地保护我。

吉吉是一只柯基犬，两岁多了，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我非
常非常地爱它，还把它认作了自己的妹妹。我们之间有许多
故事，其中一件让我印象最深刻。

在去年10月的一天，我带吉吉去解便，小区的另一只狗狗也
在附近解便。那只狗，是小区最爱咬人的狗，上次外公就曾



被它咬伤。突然，那只狗向我跑来，张开大口，我一时惊慌
失措不知怎么办。就在这时，平时胆小如鼠的吉吉冲到我前
面，跟那只狗狗决斗起来。只见吉吉一下跳到那只狗狗的侧
面，用头一顶，那只狗狗就被撞到了墙上，一直“嗷嗷”叫。
从那以后，那只狗狗见到吉吉，就只能绕弯走了。

很早以前，爸爸就给我讲过，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不仅勇
敢，而且对主人非常忠诚。读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了“忠
诚”的深刻含义，老丹和小安是比利的忠诚卫士和朋友，就
像吉吉和我一样。今后，我会更加关爱吉吉，做彼此忠诚的
朋友，相互帮助，不离不弃。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九

狗，是人忠实的伙伴。人与狗之间有一种感情，老丹和小安
与比利之间不仅有爱，还有一种心灵的通感，这是他们能成
功捕到猎物的原因。

书中的比利是一个出生在山里的孩子，他和大山相依为命。
比利有个愿望，就是想要两只小猎犬，可是家里没那么多钱，
于是比利就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存钱——工作。在我的生活中
我也有我梦想的小动物，可是我没有像比利那样的毅力。比
利为了存这些钱，在小溪里捉小虾；用玉米饼当诱饵捉鱼；
再把这些连同蔬菜、烤玉米一起卖给钓鱼人；他还在黑草莓
丛中来回穿梭，把采摘回来的果实卖给爷爷……如果是我肯
定老早放弃了,可是比利却一直坚持了两年!比利两年的时光
就是这样度过的。

终于，比利存足了五十美元，带回了两只小猎狗。比利和他
的伙伴老丹和小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丹和小安每一次狩
猎都互相帮助并且形影不离，它们是生死与共的伙伴。我多
么羡慕比利的生活呀！虽然他不富裕，但是他有老丹和小安
这两个伙伴和美丽大山相伴的童年。书中的老丹和小安对比
利有一种爱，比利对它们也是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缺少的



就是信任和爱，如果有个这种爱，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争
吵和辱骂。

在一次捕猎比赛中，老丹为了让比利获得金杯奖进雪坑险些
送命，老丹和小安还为了比利搬进了城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本书除了比利和猎犬，还有许多人物也十分可爱，而且对
比利的帮助也很大：第一个是爸爸，每当比利灰心丧气，失
去信心的时候是爸爸的话让比利有了信心和力量。第二个是
妈妈，总在比利伤心难过的时候去安慰他，鼓励他。第三个
是爷爷，他很幽默，也很聪明，当比利拿不定主意或不知怎
么办的时候帮助他。

可是好景不长，在一次狩猎中，比利遭遇恶狮，老丹和小安
与恶狮激战，终于恶狮倒下了。老丹和小安都受了重伤，特
别是老丹肚肠都流出来了。比利把老丹和小安抱回了家，可
是老丹还是死了，深情的小安也不愿在独活于世。比利把它
们安葬好后，发现坟头竟长出了红色的羊齿草，在这一片红
叶下埋葬的是一个男孩的童年……。

我相信老丹和小安一直活在比利的心中，也会在我的心灵深
处。《红色羊齿草的故乡》这本书让我一遍又一遍的读，每
次都感动落泪。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十

《故乡》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
小说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按照“回故
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情节安排，依
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
人物形象，从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
活的现实;同时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
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造成纯真的人性的扭曲，造
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十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
问客从何处来。”凡是长别故乡、再次归家的人们，都不免
有此番感慨。然而，鲁迅先生回到阔别20余年的故乡时的心
境是悲凉的，晦暗的大气、呜咽的冷风、萧瑟的荒村衬托出
了那悲凉的气氛。老屋出卖了，多年聚居的亲族都离散了。
这一切都会牵动着人的心，感伤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乡愁并非主要的，最让人感到悲哀的却是闰土的巨大改
变。那个金黄圆月下西瓜田里的闰土不见了，站在作者面前
的是一个捏着长烟管裹着薄棉衣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农民。
闰土凄苦的生活是什么造成的呢？是那个社会。这一切都让
人感伤，乡愁夹杂着作者对故乡破败的感慨，不免有万种滋
味齐聚在心头的感觉。惟有希望才会让人在寒冬里感到心底
的一丝温暖。哀伤与希望的交织可以说是《故乡》的基调。

对我来说，回忆故乡的时候只有留恋，因为自己的快乐的童
年留在故乡。

我听不到麦丛里斑鸡一长一短的叫声，我听不到松树林里金
翅儿的啼鸣，我听不到秋空里“滴滴水”的清脆的裂响，我
听不到屋檐上燕子的歌。

以前看过丰子恺先生的一篇短文，叫做《实行的悲哀》。大
意是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打算的时候兴致勃勃，充满了激
情，可是真正实行起来了，却会发现不过尔尔，难免有些失
望。他特惫举了学生放假的例子，大概也是我们当学生共同
的感受吧，即放假前对假期的生活充满了憧憬，真到了假期，
想像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其实也平淡得很。他把这形容为一
种“悲哀”。



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小说时，我就深切地为这种“悲哀”所笼
策。当然，还有一句更流行的话能将这种悲哀表达得更加贴
切，那就是“相见不如怀念”。

其实，细致地想一下，也许会有这样一个结论：人的想像力
总比现实的可能性要大。当把一件事情想像得很美好时，现
实不会那么美好；当把一件事情想像得很糟时，现实也不至
于那么坏。于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可能就是要比生活在憧
憬中的人要平静一些，不至于在大喜大悲中大起大落。

按照上面的说法，丰子恺先生文章的题目就应该改作《憧憬
的悲哀》了。不是吗？是我们自己无端地构造出一个“美好
的假期”，而最后只能在现实中跌落；是“我”一直念念不
忘早已不存在的月夜下的闰土，才会感到“气闷”和“悲
哀”。

想到这里，就愈感到小说结尾处的深刻了。“希望是本无所
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原来读这句话时，总觉得好，
但不知道好在哪里。现在才发现，它是在叙述一种人生态度。
鲁迅先生说的“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意思并非让人
们放弃希望，而是把希望放在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不要让
希望总是占据自己过多的视野。在现实中踏实地走着，这样
就不会总是失望，于是路有了，离希望也更近了。

我想鲁迅先生的告诫也许特别适用于我们年轻人。从小就
在“长大了以后要当科学家”、“长大了以后要当艺术家”
的口号中生活惯了，倒是很少被教育去认识现实中的困难。
于是总是在失望中去接受现实，好像现实和理想总是矛盾的。
为什么不能从一开始就平静恬淡一点呢？这就会有更多前进
时的喜悦，更少受挫时的沮丧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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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十二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以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十三

看完《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剧中
主人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
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
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鲁迅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
国人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激励半梦半醒的国人，用还有
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急切希望沉睡的国
人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学习他做事一丝不苟，他的每字每句时
刻在启示我：大千世界有着深刻的.道理，丰富的知识，高尚
的道德。在现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应该抓住机遇，不断
学习总结虚心向同事请教，从一点一滴做起，克服一切困难，
敢于面对一切挑战，早日挑起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