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
得体会(通用8篇)

军训是一次对自身体能和心理素质的挑战，让我深刻体验到
了军人的严格训练和纪律要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些学生在军训中总结出的精彩心得体会。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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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二

今天我读了鲁迅先生的著作散文《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课文。鲁迅先生把百草园中的风景却是全都
展现在我们眼前。有何首乌藤，有小珊瑚珠。有覆盆子。还
有蜈蚣和蟋蟀。长妈妈还给鲁迅先生讲了一个故事。关于美
女蛇的故事。鲁迅先生觉得这交警是，所以倘若有陌生的声
音叫你的名字，你渴望不可答应他。

接着鲁迅先生又去抓了鸟雀，扫开一块儿学学露出地面。用
一只短发支起一面大的竹笼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
长绳，人远远的牵着看了却下来啄食走到竹子下面的时候，
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因为家里人把鲁迅先生送到了学校里，所以他并没有常去百
草园，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移到石桥便是鲁迅先生老师的
家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是那里也可以爬上花
坛。



鲁迅先生真是一个勤学好问的人。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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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三

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对鲁迅先生小
时候能在百草园玩耍而感到羡慕，对他在三味书屋枯燥无味
的学习而感到厌恶，也对他能在课后与同学们游戏而感兴趣。

正如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所说，百草园是他儿时的乐园。的确，
能听油蛉低唱，听鸣蝉长吟，听蟋蟀弹琴，是多么享受的事
情啊。按斑蝥，拔何首乌，摘覆盆子，又是多么地有意思。
能够在这样的园子里无忧无虑地嬉戏，也真可谓是一大乐事!

可是，在环境这样压抑的三味书屋里学习，听寿镜吾先生自
我陶醉地读“上九潜龙勿用”这样难懂的古语，也实在是无
聊至极，令人厌倦。但我想，鲁迅先生之所以以后有如此大
的成就，与他在三味书屋的学习，肯定有联系吧。只是教师
的教学方法死板了点。

反倒是，在课后去三味书屋后面的园子里玩闹较为欢乐。能
爬上花坛去折花，在地上寻蝉蜕，捉苍蝇喂蚂蚁，这样的课
余生活也算是丰富了。

不管怎样说，鲁迅先生的童年是充满乐趣的，既学到了知识，
又能自在地玩耍，但和此刻儿童的生活比起来，确实有许多
差异的。如今，孩子们没有像鲁迅先生的小时候那样，有许
多的机会去接近大自然，甚至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去玩，就连
去公园，也要等到家长有时间，而不是想玩便能够随便地去
玩的。可是比教学的话，虽说气氛比三味书屋要活跃得多，



上课教师讲的也远比寿镜吾先生趣味、生动，可是却要顶着
考试的压力。

这样说来，我还是更喜欢鲁迅先生的童年生活。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名叫《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

这篇文章是一篇描述作者自我童年生活的散文，主要描述了
两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百草园——“我”的乐园;三味书
屋——“我”的学堂。

作者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百草园。“其中有一
些野草”让我觉得它十分普通，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园，在那
时，却是作者的乐园。之后，作者用“不必说……也不必
说……单是……就有……”的句子，写出了菜畦、石井栏、
皂荚树、桑椹这些景物给人的安宁，鸣蝉、黄蜂、叫天子给
人的动感，动静结合，再加上有本身就有无限趣味的泥墙根作
“底板”，作“背景”，想必是令所有明白的人都会向往。

这样的一个园，若许多小伙伴儿一齐玩耍、追打、嬉戏、捉
迷藏，必须是十分趣味的，但若是自我一个人，也并不会觉
得寂寞。因为百草园的乐子能找出许多呢!像斑蝥、何首乌、
覆盆子，都能带给“我”无限乐趣，就连冬天都有游戏：捕
鸟儿——在竹筛将鸟儿罩住后的那份喜悦，想必是令作者着
迷的。

“我不明白……也许是……也许是……也许是……”的句型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我”要去三味书屋念书了，不能
常到百草园了。这句话写出了少年鲁迅对百草园的惋惜之情。

虽说这学堂很严厉，但先生还是十分慈祥的：“有一条戒尺，



但不常用，有惩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我们上午读书，
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听起来有些无聊，但并非如此。师
生一齐念书，孩子们就在一齐偷偷做戏、描绣像。作者把一
幅活灵活现的生活场景的图画展此刻了我们眼前，真让我们
体会到了他对童年的向往。

这篇文章的文笔十分优美，描述的都是真实的事情，给人以
亲切感。而我也在文章的有些地方看见了我的影子。尤其是
百草园，我的总体印象就是一个“乐”字：动物、植物、泥
墙根、捕鸟儿、描绣像，无数没有“乐”字。

这可真是一篇好文章啊!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500字范文五篇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五

鲁迅先生在描述百草园的时候，用了很多手法，比如拟人等，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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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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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鲁迅先生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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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六

童真是每个孩子拥有的钥匙，童趣是每个孩子寻宝的道路，
童年是每个孩子最宝贵的宝藏。

孩子的童真使他们获得童趣的基本，他们善于用他们那发现
的眼与童真的心去观察，去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获得
成长，还会学到很多知识，增长经历，这些探索的过程和所
得，都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人生中宝贵的一
部分。

在童趣中我们享受了我们最珍贵的童年，也是我们最宝贵的
时光，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童年，让我们不留遗憾地度过童年，
在以后回想起现在，一定会充满微笑。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七

鲁迅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写了很多文章，很多都
成了经典。鲁迅的童年是一个更好的家。在普通人眼里，他
不会有任何苦恼。他小时候被伺候，长大后成了名人。但是
他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表现了封建制度的束缚，
他其实活在无奈中。

百草园是青年鲁迅的天堂。数百片草原上，绿油油的花呗，
高大的相思树，紫色的桑葚，叶中鸣的蝉，躺在花菜上的胖
黄蜂，敏捷的帝王从草丛中突然跃上天空。鲁迅搬来凳子，
爬上树，坐在树的叉上，寻找鸡蛋。大人们来了，他就去草
丛里趴着，在草丛的掩护下和大人们玩捉迷藏。冬天下雪的
时候，他会按照闰爸爸的方法在雪地里玩捉鸟。鲁迅的童年
就是在这个花园里度过的。然而，少年时，大人们莫名其妙
地把少年鲁迅送到舒舒三三三三五四三池映月。也是全市最



严格的学校。鲁迅在三潭印月读书的时候，只读书，中午学
汉字，晚上上课。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先生给他读的书逐渐
增多，功课也逐渐增加，从三个字到五个字，最后到七个字。
鲁迅觉得读书没意思。他还坐在树荫下，吃着美味的西瓜，
但现在他在一遍又一遍地看书。他觉得不公平，就每次都带
着玩。于是他们爬上花呗折腊梅，寻找知了，玩盔甲，画绣
像。王先生让他们读，他们不得不读一些无聊的书。

鲁迅在打球的年纪就到了三池映月，但机会很少。他生活在
封建社会，他的制度从一个到另一个都很残酷。他童年没有
闲暇。他就像井底之蛙。他整天只能看到高墙四角的天空，
整天伴随着看书的声音，整天被关在一个很深的宅院大院里。
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很无聊，这样的童年很遗憾。

为了让我的童年没有遗憾，看完这篇文章，我会把阅读当成
一种乐趣，让自己不断充实，我的童年不再有遗憾。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体会篇八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的一篇散文，文章写得非常
好，不仅构思严谨，而且文章中的语言极有特色，令人叫绝。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
的桑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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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周
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翻开断砖来，有时
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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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
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
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
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这就是鲁迅对自己家后院“百草园”的描写，这儿真是好玩，
可以追赶着云雀，直到它们飞上云霄，还可以拿着树枝像赶
着马车一般将蜈蚣赶来赶去。时不时拨起何首乌，偶尔发现
了像人样的根，便不停地炫耀。

还有一段是“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
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屋。中
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
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
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这是鲁迅对自己第一次去书塾的描写，读着也会让我想起自
己上小学时的情景，当时住在一个机关宿舍的院子里，学校
与我们院子仅有一墙之隔，虽然绕着去学校也只要十来分钟，
但我还是冒着被学校处罚的危险时不时爬墙去上学。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语言优美，还能时不时地勾起
读者对童年的回忆，真是一篇令人叫绝的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