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实用15篇)
导游词可以帮助游客认识当地的风景名胜，了解景点的历史。
如何撰写一篇吸引人的导游词是每一位导游都需要思考和掌
握的重要技能。下面是一些备受推崇的导游词模板，供参考
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一

鲁迅先生，似乎永远紧绷着一张拘束而古板的脸，用犀利的
笔锋刺下一个个直抵人们灵魂深处的锋利文字，严肃得令人
生畏。读了《朝花夕拾》后，他那冷酷的形象瞬间颠覆，取
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童心、热爱生活、甚至有些孩子气的
鲁迅。

不理解为什么鲁迅把“旧事重提”改成了“朝花夕拾”，但
不得不说，这夕拾的朝花，已不仅仅是旧事，反倒是新事、
喜事、伤心事。这篇文章可以分为酸、甜、苦、辣。

酸。确实，看鲁迅的文本有点酸，什么酸？心酸。你看《父
亲的病》，作者从不正面写家道衰败的颓唐，仅从父亲口里
说的嘘嘘的话，作者在左右奔波瞻前顾后的疲态，外表是祥
和安平，但心里却按捺不住，到篇尾，衍太太唆使作者大叫
父亲，却遗留给作者的“过错”。感人的肺腑，又不乏暗中
对衍太太这个自私多言使坏形象的嘲讽。

甜。不说阿长与鲁迅过年时行礼的温馨，也不说看社戏，看
五猖会时的快活热闹，单提起百草园“油蛉在低吟，蟋蟀们
在这里弹琴”的童趣，一切心里感受的天真浪漫，一切体味
的亲切柔情，又似乎搭上了独特的鲁氏桥，进了甜美的'童年
故土。

苦。成了“名人”“正人君子”的仇敌是苦，阿长，父亲的



逝世是苦，永别的藤野先生是苦，跳进旧国的“大染缸”而
不得解脱，更是苦。革命苦，百姓苦，苦了鲁迅，也苦出了
这本在暴虐、阴暗、乌烟瘴气中躺过的《朝花夕拾》。

辣。鲁迅的本色。辛辣的笔风，自然会有其笔尘直指人群。
那句“横眉冷对千天指”，凛然一个顶天大汉的形象，对反
对、守旧权利的鞭挞与嘲讽是毫不留情。誓如对陈、徐两人
犀利、刻薄的挖苦，入口微辣，入肚却穿肠荡胃，甚是寻味。

咸。泪水的味道，朴实感人的就足以催人泪下。旧事的点滴，
是《朝花夕拾》可歌可泣的盐分，染咸的是回忆，溅起的是
读者深思的心灵。

看过的回忆录，大也是风花月残。捕风捉影的闲情逸致，倒
也没见过这夕拾的朝花也别有风味，也是，百味不离其中，
朝花夕拾一样艳。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二

一开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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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虽然
我平常不太喜爱猫和老鼠，但看了这篇文章，突然觉得其实
有只隐鼠也不错啊！

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
这两篇在中学时代曾经读过。细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享受这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漫的感情，
眼前不由消失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三味书屋后面还
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
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抓了苍蝇喂蚂蚁，
静静静的。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玩耍的无限乐趣。回想
我们儿时假期，抓蛐蛐、下河（游泳）、抓鱼等，体会如今
生活赐予我们的甘甜，我们的生命里也有很多的活力。又相
对于那个封建的年月，现在生活是多么的宽松。可是，也不



得不说，以孩子们当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教育），仍
旧让人欢乐不起来。我正接受，所谓更加“全面”的教育但
没有一点爱好，很累，很累。我不再能够体会，毕竟什么才
是我们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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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会遗忘戴领结，冬天也只是一件旧
外套，寒颤颤的。但在我看来，藤野先生对工作的极其仔细，
是肯定不会被读者所忽视的。藤野先生把鲁迅的讲义都用红
笔修改过了，就连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通过藤野先
生的穿着和藤野先生对工作的负责做比较，写出了藤野先生
名贵的`品质，也体现了鲁迅对他的景仰。藤野先生对中国的
同学孜孜不倦的教导及对同学的一视同仁，这是让我觉得很
景仰的。再把日本同学对中国同学生的蔑视拿来对比，就更
加体现了藤野先生的名贵品质，他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一个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那便是
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她是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人。由
于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很多迂腐的习俗，像在新年
的早晨要吃福橘，喜爱切切察察，喜爱告状，还盲目地
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宠爱的隐
鼠。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看到这，读者在脑子里勾
画出的是一个活脱脱粗俗、守旧的妇女形象。然而，鲁迅对
她的印象远不止这些。她有可爱的一面。“阿长”知
道“我”喜爱《山海经》，跑了很多路，帮“我”买来了
《山海经》。由此，“我”又认为她“有宏大的神力”

童年，在随着你我的长大渐行渐远，或许它会消逝在人生的
终点，但它却留在了那一片片琐碎的记忆，闪烁在星空中，
虽然只是点点微光却足以照亮你我前行的路……在如今的时
代中，不如读一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吧！品一品不同
时代不同人的童年吧！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三

第一次读《朝花夕拾》，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只读了
第一篇文章《狗·猫·鼠》的前几页，觉得实在太没意思了，
只是平淡地写出自己对三种动物的感觉与看法。于是我当即
便给这本书下了结论：无趣、老土。

之后读起这本书，则是在一个月前。这次，我细读了整本书。
我沉醉在书中描绘的世界里，沉醉在作者经历过的许多事情、
看过的许多书中，沉醉在作者童年的有趣生活中。这一次，
我重读了《狗·猫·鼠》，终于明白了，这篇文章是针对当
时的“正人君子”，嘲讽他们所散布的“流言”，表现了作
者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鲁迅1920__年所作的回
忆散文集，里面的文章共有10篇。其中《琐记》、《藤野先
生》、《范爱农》3篇文章，写的是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前
往日本求学和回国后的一段经历。而另外7篇，则记叙的是鲁
迅在故乡时的一些童年时光，读者能从文章中看出当时的社
会与人情，是了解少年鲁迅的一条途径。

鲁迅先生也不忘批判当时的封建思想。

阅读着作者的童年，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童年的天真浪漫，
令人向往。这些文章是鲁迅先生在逐渐老去的时候写就的。
人将老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点点滴滴，回忆起当初的
味道，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我们的童年也在一步步离我们而
去，只留下一个个酸甜苦辣的回忆。我们应当珍惜这些回忆、
珍惜自己的童年，不断地去回味，不断地去领悟，相信有一
天，我也会有属于我自己的一本《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四

《朝花夕拾》是鲁迅在受到政府的压迫、“学者”们的排挤，
又历经战乱后写下的回忆。在这样纷扰中寻出一点空闲来，
委实不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到了
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但有时竟会连
回忆也没有。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现实生活的一点安慰，而
每一个美妙的回忆又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百草园和绣像摹
本卖掉了，长妈妈也匆匆告辞了人世，本应是激发人们的爱
心的《二十四孝图》背后，却隐藏了谋人性命，教人看的丑
恶祸心。去（留学），并且碰到了一位令自己仰慕的师长，
却因为感受到医治人的精神比医治身体病症更重要而离别了，
在学校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的可以的老友范爱农，终究摆
脱不了贫困潦倒落水而逝的命运。

在对这一连串苦乐参半的事件的记叙中，还追究了自己的一
些思想根源，例如仇猫，小小的，带给遐想的隐鼠的失踪，
只是个象征的意念：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
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这才是仇猫的动机：它在夺人所爱。
从鲁迅先生一生的经历看：嫉恶如仇，不过是对缺乏爱、失
落爱、痛惜爱的一个自然反应罢了。

对这个细节下又给自己开了个伤心的玩笑：他的仇猫是毫无
道理的，虽然猫吃老鼠，但他的隐鼠却不是猫吃的，而是被
长妈妈踏死的，那么是否要恨长妈妈呢？在下一节回忆中，
长妈妈也确实有些让人生厌，睡觉时占领了全床，满脑子的
穷规矩和愚昧的信念，就是这样一位长妈妈，却把日思夜想
的，别人都不能重视的渴望化成了现实，不懂识文断字的长
妈妈把她自己都叫不出名的《山海经》买来，送给了“我”。
正因为长妈妈这颗未被旧道德泯灭的爱心，使记起她，追念
她。

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多次写到封建（教育）的失败和狭隘。



小时候，长妈妈的'故事里说：“倘若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
字，你千万不可答应他，以免那是害人性命的美女蛇，提防
陌生人，并假想他就是坏人的逻辑。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五

今天呢，我欣赏了我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先生
的书籍——《朝花夕拾》。

鲁迅先生之所以“仇猫”，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小
的时候，鲁迅先生曾经养过一只很喜欢的小隐鼠，但是不久
之后，长妈妈告诉他小隐鼠在夜晚的时候被猫给吃掉了，因
此从那以后特别的讨厌猫，尽管后来得知小隐鼠的真正死
因——小隐鼠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长妈妈一脚给踏
死了，但还是很讨厌猫，我觉得这件事情在鲁迅先生的心里
烙下了印记，以至于他越来越讨厌猫，过了那么多年，在写
《朝花夕拾》的时候还记得这件事情。

整篇文章都在说猫的罪行，而那些现实生活中的“猫”，又
是多么让人讨厌！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六

平静地弯腰，凝视，回忆，捡起。这个原本简单平和的过程
被鲁迅先生赋予了新的含义。

他记起快乐的童年，迷信却仁爱的阿长妈，严谨朴素的藤野
先生等等一些现在普遍为人所知的人物。我们清楚地知道阿
长妈喜欢摊着“大”字睡觉，给“我”讲一些客套和迷信的
礼数;知道藤野先生与“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形象大相径庭，
“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睛，夹着一迭大大小小
的书”，他叹息鲁迅不再学医，他是真心希望新的医学能传
入中国，这个“希望”使得鲁迅更感受到藤野先生的伟大之
处，我们也是如此。



鲁迅在文中赞美他们，没有歌功颂德，而是还原他们最本真
的一面。我看到了鲁迅笔下情感丰富、心地诚挚的阿长妈、
藤野先生，不过对于我，他们再怎么真切，最多只可算是书
中人。而对于鲁迅，这些平凡之人都是他生命簿册中最浓重
的几笔。他的敬意和感激，从每一句话里流露出来，细节是
那样清晰，人物从回忆里走出来，从纸上树立起来，变得有
血有肉，袒露着真实性情。这样的情感不是普通人能企及和
完全吸纳的。

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鲁迅先生从不掩饰好人们的瑕疵。宽厚的
阿长妈讲话、睡觉时令人讨厌的声响、姿势，加上她恰巧又
是个愚昧迷信的文盲，这些劣处并没有被掩藏，而是大方地
摆在读者面前，与后面的‘三哼经’对照着看，着实被阿长
妈感动了一把。的确，人是多面性的，较为完整的人才能打
动人心。鲁迅自身也一样，激昂斗士的形象下，仍有一颗细
腻的心保存着所有温馨的回忆，这些不多见的回忆又提升了
鲁迅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写评注的老师才会说“《朝
花夕拾》让鲁迅得以完整”。

其实我们无法彻底体验鲁迅先生本人所有的想法和感情，就
像旁人也无法真正挖掘出我们自己的内心在想些什么。能做
的，只有尽力理解，置身于从一段段朴实机敏的文字中找到
真相。

说到完整，像一栋房子，回忆只是屋顶烟囱的部分，大块的
实体砖瓦还是他那些广为人知的犀利带着讥讽的文风。

人们常说鲁迅是一个批判，揭露现实的文学家。这两个词说
来容易，要真正做到需要很大的勇气、执着和怀疑的精神。
医术特差却霸道十足的荒唐“名医”，表里不一、阴冷自私
的衍太太是两个标准的反面人物，前者的名气或许不及后者
的响，但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类人到今天还时常
出现在眼界内。你我一定都碰到过类似“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而且还招摇过市的人，尽管心生厌恶，却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事不关己就好。鲁迅不是“懒惰”的人，一方
面，“名医”间接害死他父亲，另一方面那股与生俱来的正
义感促使他以文字的方式不动声色又激烈深刻地剥掉了“名
医”那层虚晃无用的外壳。我们的心在得到共鸣的同时，也
惭愧于平日里的漠然无衷。

看到“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的时候，不禁笑出声来，
这话套用的有几分黑色幽默不说，还把矛头指向某些中国传
统的“虚伪”的孝道，一针见血。我记得自己当初读到这篇
文言文时，并没多大感受，不曾想到这一跪一答竟已成了虚
招式。也许我也该对习以为常的事重新抱有怀疑的态度。

在看清无数黑暗的事实，长时间愤慨疾呼后，鲁迅并没有丢
失童年或者其他时候遇到的纯良之人，而这些人，这些回忆，
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恐怕正因如此，他意识到，自己拥有
的除了对“批判”的一腔热血外，还有那些正慢慢模糊的美
好印象——这一生同样不可缺少的东西。比起战斗的勇士，
做个拾花者或许更为长久，拾起自己和世人们曾经遗漏的落
花，珍藏起来，交付给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我们。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七

“朝花夕拾”，多么动听的名字，十篇带着流水般纯朴气息
的散文，里面又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对故乡的怀念，对亲
人的思念，对师长的敬重，对童年的向往……少了些批判，
多了些追忆，少了些凌厉，多了份真情。是的，恐怕这是鲁
迅的一个梦吧。远离尘世的纷争，人们的排斥，回到自己的
青少年时代，以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纯朴而年轻的心去看
待这个世界，看待身边的人。有一个古老的绍兴城，承载着
如烟的往事，悄然入梦……我看见了这个梦，也宁愿相信这
是个梦。

慢慢地，慢慢地，鲁迅的童年随风而逝，渐行渐远。他的求
学之路逐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有幸的是，在这条路上，我



看到了《琐记》这篇精彩而深刻的文章。它讲述了鲁迅长大
后，由于家道中落，不得不外出求学，继而出国留学的故事。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鲁迅，也看到了辛亥
革命后社会的种种弊端。衍太太虚假的善心和丑恶的嘴脸使
我憎恶，“维新派”腐败的作风令我气愤。我知道了鲁迅为
何要出国留学，直至弃医从文。我看见了一个蜕变的鲁迅，
更看见了一个即将被唤醒的中华!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八

暑假里我细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享受着不时从字
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
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对童年回忆的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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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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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与玩伴一起捕鸟，
但由于性急，总是捕不到很多；他又常听保姆长妈妈讲故事，
因而非常害怕百草园中的那条赤练蛇。在三味书屋，虽然有
寿镜吾先生严厉的教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
当他读书读得入神时，却没发现他的学生正在干着各式各样
的事。

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
经》，三味书屋后面还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
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描述了儿
时在家中百草园玩耍的无限乐趣。而《阿长与山海经》说的
是儿时与长妈妈相处的情景，比如她睡相不好，“满肚子是
麻烦的礼节”，给我讲“长毛的故事”，谋害了我的“隐
鼠”，给我买来了《山海经》等。刻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封
建女性的形象，她有着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她不仅质
朴，而且善良，关爱别人。作者由原来的讨厌她，变成敬她



爱她。一切感受都是那么的天真烂漫，令人回味，尤其是作
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亲切，充满激
情。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份
热情，希望能自由自在的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望
整日被父母家奴管束着，不过，这正是儿童特有的。

阅读着作者的童年，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童年的天真烂漫，
令人向往。这些文章是鲁迅先生在逐渐老去的时候写就的。
人将老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点点滴滴，回忆起当初的
味道，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我们应当珍惜这些回忆、珍惜
自己的童年，不断地去回味，不断地去领悟，相信有一天，
我也会有属于我自己的一本《朝花夕拾》，你更会有这样的
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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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九

读鲁迅的回忆录，《朝花夕拾》能读出一种淡淡的无奈，还
夹杂着对过去的美好怀念，鲁迅的怀旧正如我们的怀旧，只
不过思想家处于那个时代，与我们多些深刻，反省意味罢了。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录入了十篇关于作者童年、
青年时代与恩师故友的生活记忆。在回忆往昔时，满含着对
当今社会的一种批判。

《无常》中在以无常为线索的续速下，作者深刻地表明，人
间毫无公正而言，而真正的，公平的裁判——生死判决却只
在阴间，愤慨地揭露了这个可悲事实。又如在《五猖会》中，
鲁迅对赛会的热情举动还令我记忆深刻。然而，就是对待这
么一个小孩，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他的父亲却强迫着他背诵
古经。如此之高的要求，深深扫去了鲁迅的童趣玩兴，用一
把叮当作响的礼教枷锁把他深深地套住，对赛会求之难得，
欲之无望。

鲁迅描写的事可谓不算太多，然而都能使我们一叶窥豹，思
考到当时社会的全景。关于鲁迅的其它几篇，我想要拈来些
许与大家分享。

鲁迅的描写令我回味甚久，在《藤野先生》中，廖廖数笔就
将他的外形勾勒于纸上，描绘出一个治学严谨，生活马虎的
一位先生来。又有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对女工阿长睡姿的
描写也是一绝，通过描写一个：两手两脚伸开的天字形睡姿，
形象地突出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令人叫好。

鲁迅的童年十分有趣，我们的也不是这样吗？这是一座宝藏，
一座深藏多年的宝藏。挖掘吧，思考吧，你会拥有一种更加
独特的兴奋。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十

在《朝花夕拾》中,有很多篇文章都体现了鲁迅对儿童教育的
观念和思想。

《五猖会》里，作者通过记叙儿时去看五猖会前,父亲要求他
背书的事,斥责了那些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式教育。在《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将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同三味
书屋枯燥无味的生活进行对比,批判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天
性的束缚和损害。《二十四孝图》中，鲁迅认为“卧冰求
鲤”、“郭巨埋儿”、“老莱娱亲”等事非但不会教育好孩
子,还起到了反效果。从这几篇文章都能看出鲁迅先生的教育
观点—不扼杀儿童的天性，反对封建迷信和封建孝道，给予
儿童自由和发展的空间。

但鲁迅并不是反对学习，相反他认为学习是人生常态。因为
学习，才让他遇见了严谨又民主的藤野先生，有追求的范爱
农……通过学习，他的内心变得强大，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
不断地学习，促使他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用思想拯救
国民;终生的学习，铸炼了他不屈的灵魂，成为了民族的脊梁。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十一

鲁迅先生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写过许多名著，这《朝花夕
拾》。便是他的一本散文集。

《朝花夕拾》是一本回忆性的文章，成书于927年7月日。此
书中的文章都是回忆性的文章，但并不是对往事的单纯回忆，
而是用娴熟的文学手法写成的散文精品。作者撷取那些难以
忘怀的生活片段加以生动描述，选择富有个性的情节和细节
描写人物的性格，是作品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鲜
明生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此书共有十篇文章，充满了清新朴实的气息。这其中最吸引
我的要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了。

作为被初中课本选用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自有
它的独到之处。本篇文章的第二段中的景色描写：“不必说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
不必说鸣蝉在树页里长吟，肥胖的蜜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
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一段的排



比及拟人的修辞用得是极为巧妙。这一段中的“美女蛇”的
故事更为百草园增添了一分神秘色彩。

文章的写三味书屋的部份，似乎是用来批判封建教育的。从
作者问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然后先生生气便可看出
封建教育对人思想的束缚。不过那时的鲁迅先生确实是有些
调皮，在上课画画儿，不过却是让人觉得封建教育的无趣及
落后。

说实话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我有许多都读不懂，这或许是我
的文学修养抑或是我的思想水平高度不够吧。

不知十几年后，我们是否能向鲁迅先生面对昔日忘事，快乐
而又忧愁。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十二

人，无非是生老病死，但是，在读了《朝花夕拾》的一篇文
章——《父亲的病》中，我对“病”这个字又有了更深的理
解。

文中讲述了鲁迅的父亲生病时找名医来治，却被他治死的事。
鲁迅在文中用了一句话来说明：“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
名医也无从医治的。”是啊!这就是旧中国的命!这种命是来
源于病，中国人心灵上那种封建、迷信和愚昧的病!这种病无
从医治，只能靠自己，打破“建设，封闭社会”的铁笼，才
能重获新生。

父亲的病，虽然不算特别严重，但在这些所谓的“名医”眼
中，却是无所谓对待，终究是害死了父亲。其实，名医自身
也有病，这病不会至人于死地，但会让人心慢慢坠落，变得
狠毒、无人性。所以，只有正直人才是真正健康，其实心中
有偏见，有不善的人，都是有疾病的。



医人先医己，无医治自己的心灵，再去医治他人。只有一个
心灵健康，不持偏见，开放的人，才能有真正的健康，真正
的幸福与成功。

鲁迅的时代是个迷信，狠毒与封闭的时代。衍太太在父亲即
将逝世时还叫鲁迅叫喊，让父亲不得安生。陈莲河珍金奇贵，
却毫无本领。在看到医治不得时，还说需查查有什么冤愆，
说是前世的事。在这个纷乱而残忍的世界中，父亲在这些
有“心病”的人中痛苦逝去，令鲁迅十分痛恨封建，痛恨心
灵中的病，痛恨那些虚有其名的无能者。

病，心病，在封建中一一体现了出来，心灵的病，比一切更
加残酷，更加地绝情。

医能医病，却医不了心病，只有自己，能让心灵之病去
除……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十三

一点一点，我渐渐看完了那本书：《朝花夕拾》；一步一步，
我慢慢走近的内心：对那万恶的旧社会的批判；一夜一夜，
我思索着：“他，是以怎样的毅力提起这沉重无比的笔，来
讽刺这“人”吃“人”的社会？”或许是童年的回忆太美妙，
而现实却是那样的冷酷。

在鲁迅先生童年时或许有太多的不开心，但他在字里行间为
我们体现出了孩童的天真，烂漫，纯净，无忧无虑，呈现出
一幅幅自然的画，供我们观赏。

在嘈杂的城市中，一切都是劳碌的。当累了，厌了，倦了，
回首望望过去，会有什么开心的回忆吗？又或者，会有什么
回忆吗？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这样说过：一个
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也许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
有时竟会连回忆都没有……”与其这样碌碌无为，倒不如现



在放慢脚步，我送你《朝花夕拾》悄悄品尝。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十四

今天，我看了一本名书，叫《朝花夕拾》作者是鲁迅，在鲁
迅先生笔下的文章都是赫赫有名的，比方我们学过的《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等，朝花夕拾是一篇散文，
而且是唯一一本散文集，是鲁迅先生回忆童年、少年和青年
时期不同的生活经历体验的文字，是回忆性散文。

《朝花夕拾》其中有一篇叫五猖会，讲的是鲁迅先生小时候
和小伙伴一块去看戏，当时还没有电视机，但是鲁迅先生的
爸爸不让他去，要让他背完书在去看戏，然而，鲁迅先生如
今只能记住那首诗的前四句，当时有人说读，《鉴略》比读
《千字文》《百家姓》有用的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
概消息，知道从古到今当然是好的，但是鲁迅先生当时不是
这么认为的，因为鲁迅先生一个字也听不懂，鲁迅先生过了
一会去他父亲的.书房找他父亲背书，鲁迅先生就一口气背完
了，梦似的就背完了，他的父亲就让他和他的小伙伴去看戏
了。

但是鲁迅先生坐在船上很不快乐，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快乐呢？
因为鲁迅先生到如今还惊讶他的父亲为什么要在那时候让鲁
迅先生背书。

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深感大悟，鲁迅先生当时还是很聪明，
我们写也一样，要敢于这样不顾利害，大胆的直？g胸臆，想
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害怕，如今也一样，老师让我们背英
语单词，为了让我们理解外国语言，等着长大以后去外国就
不用和外国人交谈那么困难了，老师让我们背古诗，是为了
让我们理解作者当时的心理感受，老师让我们背历史知识，
为了让我们理解我们国家古代的时候为什么沦为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我们当时为什么打不过八国联军？因为我们国
家闭关锁国，学习不到外国的知识，不懂什么是洋枪大炮。



当时，我们国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就要挨打，背古文，背
古诗，让我们理解了中国古代的精华。

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朝花夕
拾》，去领略一下鲁迅的童年，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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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人思念啊，鲁迅的童年和青年是酸酸
甜甜的。我们的童年和青年也像鲁迅一样的。童年和青年过
得好或坏它都会留给予们回忆。

朝花夕拾的读书体会篇十五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正与它超凡脱俗的名字一样。鲁
迅先生在晚年时回味着自己童年时的点点滴滴，想必那味道
会是别有一番风味吧?如同早晨的鲜花在阳光的点缀下悄然声
息的绽放着它绚丽无比的美，待到夕阳时分去摘取，花亦那
花，但却失去了晨时的明丽与芳香。夕阳便给予它一种令人
浮想联翩，回味无穷的力气。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童年。在童年里有苦也有笑。但都在自
己的心里留下了美妙的回忆。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就
是写他的童年和青年的回忆。

我读着鲁迅先生写的散文，眼前仿佛望见鲁迅小时侯的活泼
可爱：有时趁着大人不留意，偷偷溜进百草园，成天呆在院
子里。他要与小花、小草、小虫子作伴，还要坐在树枝上吃
野果。虽然有时会得到寿老先生严厉的眼神，但也仍免不了
学生的'孩子气。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就引起了我心中
的共鸣吧，因此我才会那样宠爱，尤其鲁迅先生以一个孩子
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异样的亲切，充溢激情。

童年是美妙的，是那么令人回味无穷。我的童年也是那么多



姿多彩。我家属于郊区，旁边有一大片的田野，小时侯，总
去那里享受着和煦的阳光，秋日里的习习微风，把那里的油
菜花摘得一朵都不剩，我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有时候，
我还会到田里去玩，那是田里早已成为孩子的天地。大家都
忙着捉泥鳅呢!赤着脚丫，踩着烂泥，别提有多兴奋!童年时
间，真好!

现在，我们都在为学习着想，再也不能享受那种欢乐了。

童年已慢慢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
《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头的童年之梦，和鲁迅
先生一起酷爱自然，憧憬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