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汇
总15篇)

读书心得是对所读书籍的内容、主题、作者观点等进行分析、
评价和归纳的重要方式。以下是一些精选的培训心得分享，
欢迎大家共同学习和交流。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一

鲁迅先生真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他在这区区一篇散文
中，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鲁迅描写他捕鸟的时候，运用
了准确的动词，如“扫”、“支”、“撒”……在曾学过的
《风筝》疑问中，鲁迅在描写“我”毁坏小兄弟风筝时，也
用了一系列的动词。这些动词不仅能够形象生动描绘出情节
中人物的动作，更能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文章丰富
多彩。

在这篇散文中，有一段文字堪称绝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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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
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
一带，就有无限趣味。”这段文字，用一组连词写出了百草
园中十多种景物，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抓住形态和色彩
写景物;通过声音、动作和形态写动物，栩栩如生，给人以奇
幻的如至仙境的感觉。后来作者又用“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
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十分自然的承接了文章的两
大部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即符合条理而又不显生硬，
这样的过渡无人能比啊!

在鲁迅到三味书屋后，往日的快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
则是学习的枯燥，而鲁迅却竭力从中寻找乐趣，如寻蝉蜕、
苍蝇喂蚂蚁……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童心童趣。我多么羡
慕鲁迅啊，现在的学生哪里还有这份玩的心?绕口的英语，深



奥的数学，难懂的文言，复杂的历史……虽然这么多的任务
都要做，但还是应该像作者那样，偷点闲，适当放松一下，
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时代的回忆中“上点色”。好好体会一
下这篇文章吧!青年人会引起共鸣，中年人会勾起回忆。这大
概就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妙处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后感700字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二

精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体会(一)

读完《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我发现鲁迅先
生的童年和美好，都是每个人憧憬的世界，想：“碧绿的菜
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鸣蝉在树
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
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些都是我们没有的，而这就是鲁迅
先生童年时快乐地时光。??鲁迅先生的童年时光是我们梦寐
以求的童年。我们的学习条件比鲁迅先生的好多了。每当读
到鲁迅先生问老师“怪哉”什么意思的时候，老师的回答是
那样的冷漠、脸上甚至还有些怒气。我还是刚不清鲁迅先生
的老师为什么会生气呢???我不能忘了，长妈妈给“我”说过
的那个故事：先前有个书生在古庙里用功读书，晚上，在院
子里休息时，突然听见有人叫他。他答应了，看见有一个美
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便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
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
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换人名，若一
答应，夜间便来吃这人的肉的。书生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
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就可以
高枕无忧了。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
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风雨声。他正抖作一
团时，却听得一个声音，一旦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没有什
么声音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了，敛在盒子里。后来，老和
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后来鲁迅先生因为听了这个故事，不敢往墙上去看。鲁迅先
生的年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是鲁迅先生依然以笔作为武
器，怀着一颗爱国心去打击黑暗。让我们鼓励自己，向鲁迅
先生学习，才不愧于自己的一生。

参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体会(二)

鲁迅先生在描写百草园的时候，用了很多手法，比如拟人等，
但是鲁迅先生用拟人的手法略多一点，比如把蟋蟀在鸣叫写
成在弹琴。这样现的更美啦，令我在读的时候脑海里不禁浮
现出当时蟋蟀在弹琴、油蛉在低唱的美丽情景，让我们有无
限的向往。

鲁迅先生在文中写了长妈妈讲的一个故事，文中那个读书人
在纳凉的时候被妖蛇所纠缠。后一位和尚救了他，收了妖蛇。
在文末鲁迅先生还写了教训——倘有陌生人叫你的时候，千
万不要回应，我绝的，虽说这个故事有点迷信，但是这样子
的话，我们也就会乖乖听话了(就类似于以前妈妈总是说不听
话的小孩子会被狼吃掉)。

在他们读书的时候，虽有不听话的人，但是在鲁迅先生的笔
下，还是蛮好的。

鲁迅先生真不愧是一代伟人文章写的是那么完美啊!充满魅力
的百草园!

经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体会(三)

一切感受都令人回味，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
来让人感到亲切，文章表现了作者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热
情，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望被
父母，家奴管着。回忆起我的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
新。小时候，在田野里享受着春日的阳光，秋日的清风，还
有那片总被我采得一朵不剩的油菜花，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



之中，采了各式各样的花，又生怕主人找来，花一会儿就枯
萎了，但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

如今，田野上了造起了楼房，而我在紧张的学习之中，因此
感受不到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但却仍旧向往着，
无论现在能否实现。读过文章后有了许多感动。虽然童年已
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乱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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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体会模板(四)

提起鲁迅，人们常常会想起他严肃庄重的面孔。读了《朝花
夕拾》后，令我感触颇深。特别是其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这一篇，它向我展开了鲁迅的童年之窗，将我带进了鲁迅
的童年，让我看到了鲁迅先生也有顽皮的一面。

鲁迅的童年，是沉浸在灿烂的阳光中的。无味的冬天也藏有
童趣，在小小的不玩耍中，充满了幻想，严肃的学习中也不
乏快乐。

百草园是“快乐”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
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追赶着云雀，直到它们飞上
云霄;拿着树枝像赶着马车一般将蜈蚣赶来赶去。……”这些
都让鲁迅先生百玩不厌。

三味书屋是“枯燥”的。每天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生活。但是，在学习之余，鲁迅先生还能
折梅花、寻蝉蜕、喂蚂蚁……让枯燥的学习生活中，又充满
了生趣。

看了鲁迅的童年，不禁让我想到我的童年。我们的童年可以
说是幸福的。看，我们有有趣的玩具、美丽的洋娃娃……我
们当然是幸福的。但我们似乎少了大自然的熏陶。我们一直



在接爱父母的关爱，生活在温室中，父母把我们保护的无微
不至，然而，正是由于这样，我们缺乏了对大自然的了解，
缺少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看着鲁迅先生的快乐童年，羡慕之情由然而生，多希望自己
也能有这样的童年啊!

优秀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体会(五)

鲁迅的著述浩如烟海，我最喜欢的一篇是《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它描述了鲁迅先生儿时在百草园的乐趣，以及在三
味书屋读书时的乏味生活。

在文中，作者充分描绘出百草园充满着无限的乐趣，那儿
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
椹;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
(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里无疑是一个儿
童的乐园，无一不充满生机，无一不充满快乐，难怪鲁迅先
生喜欢百草园了。

当鲁迅先生到了要上学的年龄时，家里将他送进了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老师家的书房。进了三味书屋，鲁迅先
生开始了乏味的学习生涯，“每天只读书，正午识字，晚上
对课”，这便是鲁迅先生的生活内容。鲁迅先生和同窗们经
常到屋后的园里去玩，但人去多了，时间久了，就会被老师
叫回来，继续读书，远远不及在百草园里自由、快活。

通过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比较，让我感觉到童年是那么美好，
令人留恋。

鲁迅先生上的是私塾，一天下来几乎没有时间玩耍，这束缚
了学生爱玩的天性。而我们现在上的学校，每节课下课都会
有时间玩，也还算得上自由。跟三味书屋比起来，我们像在
天堂。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揭示了儿童广泛的生活趣味



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私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
童健康活泼成长的合理要求。

我觉得，在让儿童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应该让他们玩好。

鲁迅的名字家喻户晓，读到他的文章却是在课本里，课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
章。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高不可攀的偶像，加上他是
“家喻户晓”的世界上都有名气的大作家，更是不敢轻易读
他的书，怕读不懂，自己太俗了。但自从读了鲁迅的《闰
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章，一下子，似乎把我
和偶像的距离拉近了。朴实的文笔，细腻的情感，使我感到
像在与一位和蔼慈祥、平易近人的爷爷亲切地交谈。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主要叙述了鲁迅先生少年
时期在百草园的快乐童年，和他进入三味书屋以后枯燥的学
习生活。
鲁迅的童年时光在这百草园里度过，那里色彩缤纷、生机勃
勃，给年少的鲁迅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油蛉在这里低唱，蟋
蟀们在这里弹琴，多么美妙的田园风光啊!翻开砖来，有时会
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
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这是一种多么惬意、多么令人
向往的生活啊！整日与花鸟鱼虫为伴，还可以摘覆盆子，拔
何首乌。少年的鲁迅是这样的快乐，喜爱大自然，百草园是
一片属于他的小天地，带给了他无穷的乐趣。
等鲁迅再长大一点后，家里人把他送进了书塾，开始了读书
生涯，百草园的一切只能成为一段回忆了。鲁迅的童年也在
渐渐消失。从此以后，鲁迅早上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先生对他也很严厉。鲁迅好学，一心想弄清“怪哉”这虫是
怎么一回事，但有些事小孩子不能问，于是便被先生批评了
一通。在三味书屋里，做什么都要讲规矩，除了学习还是学
习，鲁迅再也没有时间去捉蜈蚣，翻泥墙了。三味书屋好像



把他捆挷了起来，这与之前鲁迅在百草园悠然自得的生活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揭露、批判了束缚儿童身心自由健康发展
的封建教育制度。
现在的孩子们何偿不是这样呢？学业固然繁重，但周末的休
息时间都被补习班给“抢占”了，剩下的时间也寥寥无几，
更别说出门放松，观察大自然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曲谱写幼年往事的优美乐章。
在这一脍炙人口的散文中，作者以如诗的笔触自如地为人们
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徐开颜)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四

细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享受着字里行间
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
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三味书屋，是一个让人厌恶的地方，跟百草园来相比较，三
味书屋真是个烂地方。然而老先生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因
为还是实事求是，并没有什么不懂装懂。三味书屋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好的是能够让我们学习到更多知识，不好的事
把我们“捆绑”了起来。

实际上两个地方是透过明显的比较，用自由欢乐的百草园生
活来衬托枯燥无味的三味书屋生活，写出了小孩子们对于三
味书屋的厌恶。这只但是是我自我的认为，但是我也认为有
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写和统一的方式。写出了在欢乐的百草
园生活中也同样对于读书的追求。但是仍然不明白鲁迅先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一切感受都令人回味，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
来让人感到亲切，文章表现了作者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热
情，期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期望被



父母，家奴管着。回忆起我的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
新。小时候，在田野里享受着春日的阳光，秋日的清风，还
有那片总被我采得一朵不剩的油菜花，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
之中，采了各式各样的花，又生怕主人找来，花一会儿就枯
萎了，但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

如今，田野上了造起了楼房，而我在紧张的学习之中，因此
感受不到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但却仍旧向往着，
无论此刻能否实现。读过文章后有了许多感动。虽然童年已
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乱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朝
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一样年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一
齐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五

前几天，我在老师的推荐下，读了一套精彩的儿童小说--
《笑猫日记,里面的许多故事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保姆狗的
阴谋,《塔顶上的猫,《小猫出生在秘密山洞……都让我爱不
释手。其中。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蓝色的兔耳朵
草》了。

《蓝色的兔耳朵草》讲述的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故事。主人
公笑猫为了给好朋友虎皮猫治耳聋的病，去遥远的蓝山采兔
耳朵草，一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到处危机重重，但友爱的
力量给了他勇气，使他毫不畏惧。最终，笑猫克服了重重困
难将兔耳朵草采到了手。但是，没想到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
兔耳朵草却被几只馋嘴的兔子偷吃了。可是，笑猫的爱心感
动了上苍，虎皮猫的耳朵不治而愈。故事一波三折，令我感
动不已。

读完故事，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许多
这样为爱而四处奔走的人吗?真挚的爱会给人以强大的力量，
为了爱，多少人都在奉献着自己!



还记得，在我们山东的一个小村庄，有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
家庭，儿子得了怪病，父亲为给儿子治病终年在外奔波，欠
的债到处都是，父亲因过度劳累而早早地驮了背，弯了腰，
可是他却从不言放弃，仍然执着地寻找能医好儿子的医院。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做值得吗?”对这位父亲来说，值得!
因为心爱的儿子是他的一切，再没有比为儿子治病更重要的
事了!

如果说，为自己的儿子奉献是天经地义，那么，为别人奉献
则更是难能可贵!5.12大地震发生了，但大灾有大爱，全国各
地的人们纷纷伸出了援手。我们学校师生也举行了捐款活动，
同学们你五十，我一百，一个一个的把钱放入爱心箱。我仿
佛看到了我们的捐款带着全校师生的暖暖爱心飞到了灾区人
民的手中。，给他们送去了过冬的棉衣，给小朋友们送去了
漂亮的新书包，给失去了亲人的人送去了一份份关爱!

啊!只要人人都有爱，人人都为爱而奉献，人间永远是春天!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六

读了一遍又一遍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中有感
慨万千，仿佛我读着读着也回到了那个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
的童年……文中，充分描绘出百草园这个荒原充满着无限的
乐趣，那儿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的桑椹；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
里无疑不是一座儿童的乐园，无一不充满生气，无一不充满
快乐，难怪鲁迅先生喜欢这儿了。当鲁迅先生到了要上学的.
时候了，家里将他送进了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
老师的家的书房。

走进了三味书屋，鲁迅先生开始了乏味的学生生涯，“每天
只读书，正午识字，晚上对课”，这便是鲁迅先生的工作。
鲁迅先生和同窗们经常到屋后的园里去玩，但人去多了，时



间久了，就会被老师叫回来，继续读书，远远不及在百草园
里自由、快活。

曾记得有这样一段话：“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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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
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受着不时从字
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
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
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
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对
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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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正用纸糊的盔甲
套在指甲上优质戏，而鲁迅正聚精会神地在画画……一切感
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许是引起了我心中的共
鸣吧，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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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们的生活相比，私塾里的生活，又或许要难过上许多倍。
能在百草园烂漫多年，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每一天让
自己快快乐乐的，这不是也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
和学习环境比以前要好得多，让我们珍惜现在的时光，珍惜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好好学习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七

鲁迅先生真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他在这区区一篇散
文中，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鲁迅描写他捕鸟的时候，运
用了准确的动词，如“扫”“支”“撒”……在曾学过的
《风筝》疑问中，鲁迅在描写“我”毁坏小兄弟风筝时，也
用了一系列的动词。这些动词不仅能够形象生动描绘出情节
中人物的动作，更能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文章丰富
多彩。

在这篇散文中，有一段文字堪称绝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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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
（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
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这段文字，用一组连词写出
了百草园中十多种景物，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抓住形态
和色彩写景物；通过声音动作和形态写动物，栩栩如生，给
人以奇幻的如至仙境的感觉。后来作者又用“我不知道为什
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十分自然的承接了文
章的两大部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即符合条理而又不显
生硬，这样的过渡无人能比啊！

在鲁迅到三味书屋后，往日的快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
则是学习的枯燥，而鲁迅却竭力从中寻找乐趣，如寻蝉蜕苍
蝇喂蚂蚁……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童心童趣。我多么羡慕
鲁迅啊，现在的学生哪里还有这份玩的心？绕口的英语，深
奥的数学，难懂的文言，复杂的历史……虽然这么多的任务
都要做，但还是应该像作者那样，偷点闲，适当放松一下，
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时代的回忆中“上点色”。好好体会一
下这篇文章吧！青年人会引起共鸣，中年人会勾起回忆。这
大概就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妙处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八

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回忆了鲁迅以往的事，其中有一
篇令我迟迟不能忘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读书笔记概括，希望大家喜欢!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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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
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都到那里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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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天真烂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
画。“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
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
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
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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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正用纸糊的盔甲
套在指甲上做戏，而鲁迅正聚精会神地在画画……一切感受
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许是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
吧，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中的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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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
我已经远离了童年，进入了少年，每天都在这忙忙碌碌的学
习之中，纷纷挠挠的生活之中。



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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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
俊不禁。我外婆家在郊区，附近有一大片田野，小时候，总
去那里享受着春日的阳光，秋日的清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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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一吃完饭嘴都不擦就去邻家串门子，和小伙伴一起去吃
豆腐花，一起去田野里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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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田野上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都
在为自己的前程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
少了许多自由，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而
如今，田野上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们都在为自己的学习
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
但我仍旧热爱自然，向往自由，无论现在能否实现，这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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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多感动童年已渐渐遥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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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童年之梦，
和鲁迅一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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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回忆。
则在鲁迅写的《朝花夕拾》里就是写他的童年和青年的回忆。

鲁迅先生在描写百草园的时候，用了很多手法，比如拟人等，
但是鲁迅先生用拟人的手法略多一点，比如把蟋蟀在鸣叫写
成在弹琴。这样现的更美啦，令我在读的时候脑海里不禁浮
现出当时蟋蟀在弹琴、油蛉在低唱的美丽情景，让我们有无
限的向往。

鲁迅先生在文中写了长妈妈讲的一个故事，文中那个读书人
在纳凉的时候被妖蛇所纠缠。后一位和尚救了他，收了妖蛇。
在文末鲁迅先生还写了教训——倘有陌生人叫你的时候，千
万不要回应，我绝的，虽说这个故事有点迷信，但是这样子
的话，我们也就会乖乖听话了(就类似于以前妈妈总是说不听
话的小孩子会被狼吃掉)。



在他们读书的时候，虽有不听话的人，但是在鲁迅先生的笔
下，还是蛮好的。

鲁迅先生真不愧是一代伟人文章写的是那么完美啊!充满魅力
的百草园!

提起鲁迅，人们常常会想起他严肃庄重的面孔。读了《朝花
夕拾》后，令我感触颇深。特别是其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这一篇，它向我展开了鲁迅的童年之窗，将我带进了鲁迅
的童年，让我看到了鲁迅先生也有顽皮的一面。

鲁迅的童年，是沉浸在灿烂的阳光中的。无味的冬天也藏有
童趣，在小小的不玩耍中，充满了幻想，严肃的学习中也不
乏快乐。

百草园是“快乐”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
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追赶着云雀，直到它们飞上
云霄;拿着树枝像赶着马车一般将蜈蚣赶来赶去。……”这些
都让鲁迅先生百玩不厌。

三味书屋是“枯燥”的。每天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生活。但是，在学习之余，鲁迅先生还能
折梅花、寻蝉蜕、喂蚂蚁……让枯燥的学习生活中，又充满
了生趣。

看了鲁迅的童年，不禁让我想到我的童年。我们的童年可以
说是幸福的。看，我们有有趣的玩具、美丽的洋娃娃……我
们当然是幸福的。但我们似乎少了大自然的熏陶。我们一直
在接爱父母的关爱，生活在温室中，父母把我们保护的无微
不至，然而，正是由于这样，我们缺乏了对大自然的了解，
缺少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看着鲁迅先生的快乐童年，羡慕之情由然而生，多希望自己
也能有这样的童年啊!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九

鲁迅的童年时光在这百草园里度过，那里色彩缤纷、生机勃
勃，给年少的鲁迅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油蛉在这里低唱，蟋
蟀们在这里弹琴，多么美妙的田园风光啊！翻开砖来，有时
会遇见蜈蚣。这是一种多么惬意、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啊！
整日与花鸟鱼虫为伴，还可以摘覆盆子，拔何首乌。少年的
鲁迅是这样的快乐，喜爱大自然，百草园是一片属于他的小
天地，带给了他无穷的乐趣。

等鲁迅再长大一点后，家里人把他送进了书塾，开始了读书
生涯，百草园的一切只能成为一段回忆了。鲁迅的童年也在
渐渐消失。从此以后，鲁迅早上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先生对他也很严厉。鲁迅好学，一心想弄清“怪哉”这虫是
怎么一回事，但有些事小孩子不能问，于是便被先生批评了
一通。在三味书屋里，做什么都要讲规矩，除了学习还是学
习，鲁迅再也没有时间去捉蜈蚣，翻泥墙了。三味书屋好像
把他捆挷了起来，这与之前鲁迅在百草园悠然自得的生活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揭露、批判了束缚儿童身心自由健康发展
的封建教育制度。

现在的孩子们何偿不是这样呢？学业固然繁重，但周末的休
息时间都被补习班给“抢占”了，剩下的时间也寥寥无几，
更别说出门放松，观察大自然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曲谱写幼年往事的优美乐章。
在这一脍炙人口的散文中，作者以如诗的笔触自如地为人们
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十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对童年回忆的散文，表达了鲁迅
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那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这篇课文的笔记都怎么写呢?来看看本站小编精
心为你整理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笔记，希望你有所
收获。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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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
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都到那里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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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天真烂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
画。“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
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
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
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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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正用纸糊的盔甲
套在指甲上做戏，而鲁迅正聚精会神地在画画……一切感受
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许是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
吧，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中的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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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
我已经远离了童年，进入了少年，每天都在这忙忙碌碌的学
习之中，纷纷挠挠的生活之中。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
稚气未脱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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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俊不禁。我外婆家在郊区，
附近有一大片田野，小时候，总去那里享受着春日的阳光，



秋日的清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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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吃完饭嘴都不擦就
去邻家串门子，和小伙伴一起去吃豆腐花，一起去田野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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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今，田野上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都在为自己的前程
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
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而如今，田野上造
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们都在为自己的学习努力着，因此感
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但我仍旧热爱自
然，向往自由，无论现在能否实现，这也许就是我和幼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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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遥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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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一起热
爱自然，向往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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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回忆。则在鲁迅
写的《朝花夕拾》里就是写他的童年和青年的回忆。

文中充分描绘出百草园这个荒园充满着无限的乐趣，那儿
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
葚，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
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里无疑不是一座儿童
的乐园，无一不充满生气，无一不充满快乐，难怪鲁迅先生
喜欢这儿了。

当鲁迅先生到了要上学的时候，家里将他送到三味书屋，三
味书屋是鲁迅先生老师家的书房。

，鸣蝉在树叶里长吟，黄蜂伏在野花上，云雀从草间直冲云
霄。爬满墙头的何首乌藤和令人馋嘴的野果覆盆子。园子里
有趣味无限的传说:如果人吃了能成仙的人形何首乌，能制伏
妖怪的飞天蜈蚣……鲁迅就是在这个充满奇闻的园里奔跑、



嬉戏，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了趣。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十一

花了一天的时间，没喝水没吃饭，硬生生看完《背包十年》
厚厚的一本书。

我忍不住羡慕小鹏活着的姿态，在这样一个膨胀物欲横流的
社会，他放下沉重的包袱，背起行囊，用足迹丈量生命的意
义，让精神在路上探索、洗礼。

有职业旅行者这样说过：挑起一切生活的担子，为房子，为
车子，为孩子，并不是真正的勇气，真正的勇气是放下一切，
走吧。看着这本书，我也在想，"哪一天，趁着年轻，我也背
起行囊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去旅行一次。"多少风花雪月的守望，
无数雪山草原的期盼，随着年轻的生命慢慢老去，眷守一份
午后闲阳品茶般惬意悠长的回忆。在脑海里想过，而后总会
找很多借口来欺骗自我，有时间没钱，有钱的时候没时间，
有钱有时间的时候可能都老了，或者说我不够勇敢。

其实无论是去旅行也好，去做其他事情也好，只要你想，意
识到达了顶级程度，不管你有没有钱和时间，哪怕你是残疾，
只要你想，就能到达。

“旅行者的认真不在于记录枯燥无聊的数字和年代，而在于
相识相知的那份感动。”旅行无法复制，旅行除了游览风光，
品味美食，了解文化历史外，在旅行前收集资料、计划路线、
安排行程和旅行后整理照片、写游记都是旅行中值得享受的
过程。但此刻旅游业发展兴旺，参加旅游团方便快捷省力省
心，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停车起步间的美丽风土，却无法体
味与当地人真实接触的粗鄙人情。不羡慕他们的旅行，是因
为不愿意与旅行中的一半珍贵擦身而过。”李欣频说过不要
做一个老向别人要现成答案的人，很多跟团旅游回来的人都



说自我想一只鸭子被人赶着走，回来只明白很好玩风景很美
丽，但其他就一问三不知。那些既定的旅游模式对于热爱旅
游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都喜欢走自我的路。

“街头艺人粉墨登场，对他们来说，处处都是舞台。而旅行
者虽然素面朝天，可对我们来说，处处都是人生。”有人说
人生就像一次旅行，我们无法决定它的开始和结束，但我们
能够增加它的重量，让它过得更精彩。每次旅行就好像人生
的一次缩影，有起点有目的地，有对未来的未知，要经过种.
种考验，其中不乏惊险刺激的，最终回归原点。但人生仅有
一次，旅游能够随时重来。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十二

《岛上书店》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书店老板的故事，讲他这一
生是怎么度过的，在 他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他的人生
陷入绝境之时，上帝给他开了一扇窗，然后故事得以继续，
他的生活得以继续，从而看到爱和希望。

如果每次都把书里的内容讲完，我怀疑还有人会去看这本书
吗?如果说这本感动到我的地方，可能是那些爱情。那些在经
历过伤害之后，还相信爱情，还能遇到爱情，这样是令我感
动的。也许没有那么多代入感，但有一点感动到自己就好。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总要遇到困难，总要解决一些不愿意面
对的事情。也许意外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措手不及，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我们心里都清楚，必须要自己跨出哪一步，
接下来的路才会越来越顺。

般大。

难熬的日子不是只有书店老板会遇到，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
都可能遇到，那个时候心里绝望是正常的。可如果这样就放
弃对生活的热爱，那可能真的是失去爱与被爱的能力，失去



再次拥抱这个世界的能力，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如果看一本书就改变了自己的三观，那证明自己看的书少，
那可能自己是没有三观的。我并不能说看完这本书，就一定
会有多大的收获，就能让你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不一样的看
法。如果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你，或者某个情节打动你，这样
就挺好。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十三

今天，老师领我们学习了《凡卡》这一课，这篇课文主要讲
了凡卡9岁做学徒穷苦的悲惨命运，读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

当我读到凡卡做学徒的时候受到的种.种折磨时，我读到这一
段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凡卡他那骨瘦如柴的身体，一双又
小又细的赤脚都冻的红彤彤的，在想很心老板就是因为凡卡
给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睡着了，老板就用皮带抽打他。

在想想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家长也不打我们，只是说了我们几
句，我们就跟大人翻脸，在往下读我仿佛看到了小凡卡的老
板娘，也不给凡卡吃一点东西，每天只有一点面包，凡卡的
老板还叫他睡在过道里，冻得他只打冷战，在想想我们要什
么有什么，天冷了家长又送来了棉衣、棉裤，在家里我们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

福中不知福，有一次妈妈给我做好了饭，她给我盛了一大碗
米饭，她就去工作，我就偷偷的把饭到进了下水道，在学校
里呢，有老师同学的帮助，有一次我肚子疼，老师就不让我
跑步，还让一个同学给我一块上楼给我讲故事，我们受到了
一级的教育，教室里有电脑、电灯，老师呕心沥血的教我，
让我们吮吸了知识的营养，正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长成了
一个有知识的青少年;而凡卡呢，本该和我们一样在教室里沐
浴知识，可他却在做苦工，多么可怜啊!他生活在一个俄国沙



皇统治的时期，与我们比之上下，真是天壤之别!

当我读到最后一节时，又不禁陷入了沉思，凡卡虽然寄出了
信，但是地址不详细，爷爷是收不到的，就是收到了爷爷也
不会来接凡卡，凡卡仍然是逃脱不掉孤独、凄惨的生活，我
想：如果我，我来让你坐时光飞船，接你到我家来，让你享
受我能得到的一切。

当我读完全文，掩卷沉思眼泪不住的流，但我是多么幸福、
快乐呀!我应该珍惜这幸福的生活，做祖国的栋梁之材。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十四

百草园是鲁迅儿时的乐园，里面的一花、一草、一木，对鲁
迅来说都有着无穷的乐趣。在里面，可以爬上石井栏，口渴
时可以摘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似的覆盆子，含在嘴里是满满
的甜蜜。可以在冬天支起架子捕鸟，可以翻开砖头找蜈蚣，
也可以在里面听保姆长妈妈讲故事……那些无忧无虑的生活，
没有忧伤，没有焦急，没有痛苦，就像一个梦，儿时的鲁迅
则是梦中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忘记这个梦，所
以他把这个梦记录了下来，在闲暇时可以再次浏览，重温那
儿时的记忆。

但是好景不长，他被家里人送去了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三
味书屋，开始了自己的学业。每天都要和令人厌烦、绕嘴的
古文打交道，而百草园因为没有人去，也逐渐变得荒芜了。
三味书屋的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里面得到的乐趣是远远不
如百草园的。三味书屋的生活是无趣的，但鲁迅先生却很怀
念那个令人厌烦的地方，他的老师寿镜吾老先生也成了他一
生所怀念的人。

读着这篇文章，一切感受都令人回味，鲁迅先生以孩子的角
度来写，读起来丝毫不吃力，感到十分亲切。文章表现了鲁
迅先生对封建教育给孩子的摧残的批判。



我们也有自己的“百草园”，也有自己的“三味书屋”。那
些深藏在我们记忆中在“百草园”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永远也
不会忘记的。我们到了中学，要在“三味书屋”中奋斗，让
我们珍惜这六年的岁月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心得篇十五

还记得那一次我推开了那扇门，优美的钢琴声传入了我的耳
际，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那蓬松浓密的头发，
真令人有点不堪入目。他在钢琴前入迷得弹着，我被他的琴
声吸引住，我大声夸赞道：你弹得太好了!但他丝毫未动，于
是，我小步迈上前，但我的走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用愤怒
的眼神望着我，眼睛在脸上放射出光芒，好像刺穿了我的内
心。他发疯似地向我砸东西，我无奈地走上说了一句：我只
不过想和你交谈一下，和你倾诉我的心事而已。我低下了头，
满脸的沮丧。他挥一挥手，弹起了愉快的乐章，对我笑了一
笑。他拿起纸条写到：现在你快乐些了吗?我愿意和你交谈了，
你尽情倾诉吧。

我在纸上写道：我是个忧愁女孩，生活中是那么的脆弱，遇
到挫折，只会逃避，不时想说出放弃二字。他细细地看，笑
一笑，在纸上快速的写上几句话，递给了我，我一丝不苟地
看，感到一点忧伤，他写上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谁的人生都
会有挫折，只是大家面对的方式不同。十几岁时，我的妈妈
因病去世了，我的家就像只剩我一个孤零零的活着，这一刻，
家庭失去了往日的温度，冷冰冰的，痛苦的感觉，沉重的打
击缠绕我，但我怎么能这样就倒下呢?我勇敢地和命运作斗争，
因此，我悲苦生命因为坚强的点缀而美丽起来。之后我的音
乐世界，幸福的来源受到耳聋的打击，可能别人这时会放弃
音乐，甚至放弃生命，但我不会，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被命
运捉弄了，是岁月把我练成了巨人，一个坚强的人，我毅然
承受着痛苦…只要你有一种意志，一个决心，把命运改写，
冲破艰难，挫折，你就战胜了生命，看到了彩虹!坚强是战胜
困难的最好方法。



我很惊奇疑惑，在纸上忍不住地问：这么悲惨的命运，你怎
么能弹奏出这样愉快的音乐呢?怎么能这么坚强地活着，你一
定有藏在心里的信念吧!

他坚定的对我说：人不是因应生活而生活，只要有坚强的意
志，一样可以活得精彩。人生的意义不是名与利，不是地位
与金钱，而是积极地谱写生活，充实地活着，那便是一个美
好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只属于音乐，我可以为音乐付出一切，
我亦可以吧毕生的精力全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中，音乐就是
我心中唯一的信念罢了。

在这一刻，我好似懂得了什么，然后我在纸上写上：谢谢你，
请问我可以问你最后的一个问题吗?他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