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朝花夕拾阅读感悟 阅读朝花
夕拾心得体会(实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心得感
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鲁迅朝花夕拾阅读感悟篇一

这本是鲁迅先生所写的，鲁迅先生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和革命家，因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所以
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书题中“朝花”是指散文记述的对象——孩童时期和青年时
期，“夕拾”是指鲁迅主体的写作时间与方式。这本“朝花
夕拾”每篇都带有导读，能让读者更深层的邻略文章的精华。

《狗·猫·鼠》中表达了鲁迅对猫的仇视，书中有一段
道“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
光明正大。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
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
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
慢慢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么?可是
有这么一副媚态!”从这里面可以看出鲁迅仇恨猫是因为猫对
弱小的欺凌。这是一篇借物喻人的散文，以猫的特质讽刺某
些人一旦抓住别人的弱点或不足之处，就想尽办法慢慢折磨
别人。

这本书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风筝》，讲述的是鲁迅小时候不
太懂童心，认为玩风筝的小孩长大后没出息，从而折断了弟
弟辛辛苦苦做的蝴蝶风筝。长大以后在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
的书籍上看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



使。悔及想去弥补时，可他却也长出了胡子。问及此事，他
已全然不知，不怨了。遗憾深深地埋在鲁迅心里。现在也有
这样的事情，大人认为对学习无用的东西都是垃圾，扼杀了
孩子们的天性。

鲁迅朝花夕拾阅读感悟篇二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以一个成人的视角，追述了不少童年
的往事;同时，这一篇篇散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对迷信
与思想的批判。这其中，要数明显的，便是《二十四孝图》与
《无常》了。

要论中国人的信仰，不如从宗教的本质说起。这世上的宗教
有许多：伊斯兰教、佛教等等。这些宗教都有同一特点：信
徒们所相信的都是高于我们认知范围的一个力量。

但是像阎罗王这些神鬼：我相信，真正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希
望的人是不会相信如此荒谬之事的。为了自己现世的生活，
与其说是相信荒谬的鬼神，他们总会选择以自己的努力来换
取希望，而不是寄希望于茫远的事物。

那么，既然如此，又为何有如此之多的“罪孽深重祸延父
母”之事?这恐怕还是源于恐惧：不论是对未知的知识，还是
对未知的生活。正是因为种种的未知，我们才会因自身的局
限性而转而相信在我们之上的存在。我们的价值观总是建立
于自己的主观思维之上。我们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或许是
给自己希望的观念。但是，我们对于那些自己不希望看到的，
又会如何解释呢?恐怕，我们选择的就会是批评甚至排挤。

回到迷信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迷信?宗教与迷信的分界线是模
糊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迷信对文化的贡献是近
于0的。当我们思考死后灵魂的归宿时(就算人真的有过灵魂，
即使我们无法证明)，我们又会发现，由信仰所发的“善恶”



是十分模糊的：圣经中，一位亲手杀死了无数敌人的士兵，
朗基努斯，只因接触到了耶稣基督的血，就得到了救赎。而
那些本不应死的人，却也因无效的“巫术”而丢了性命，而
范爱农这样的进步人士，却也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相信我
们自身的美德会在灵魂之中得以传承，是对人性的肯定，但
若是许多勤恳如闰土等人也因现世的不得意而沉迷于这种转
世的说法，那可就是国家的悲哀了。

诸如陈西滢等学者所说的“公理”，恐怕也是此类的想法。
但是在此想法中，它所包含的思想并不是有意义的学术探究
思维，而是一种排斥。就像《狗·猫·鼠》中所暗示的，那些
“猫”不过是虚伪且自命清高的。

鲁迅先生的伟大，就是在于他敢于反对古老的箴言，探寻新
的知识，并深入了解一些我们所未知的新生活。这种探寻的
勇气，就如同其他先驱一样，他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唤
醒的是国人科学求知的好奇心，是真正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
复兴。

着实，现今的道德标准已有所改变，但是，我们仍应谨慎地
避免迷信的怪圈。这样，我们才能够造出一个有着创新思维
与自我调节性的良好社会。

鲁迅朝花夕拾阅读感悟篇三

如果说英国文学不能没有莎士比亚，那么我们的民族则不能
没有“他”，“他”就是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先生。

——题记

我喜欢看鲁迅先生的散文，尤其是《朝花夕拾》里的《狗猫
鼠》这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是，有时候鲁迅先生不只说的是
猫，常常会代指一些人。



鲁迅先生打小仇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讨厌猫、恨猫。而这
个消息成了事实，被许多人知道了，一些人就趁风起浪，写
了一篇广告词：“狗仇猫，鲁迅也仇猫！”在暗中骂鲁迅是
条狗，但鲁迅先生心胸宽阔，不去计较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
侮辱，但他也在努力找着狗仇猫的原因。最后只在一篇童话
里看到了些虚假内容，只因为狗把猫错当成了大象，受到动
物们的耻笑，从此以后，狗和猫成了一对仇人。

狗仇猫的原因不太明了，可鲁迅先生仇猫可是理由充足的。

第一个原因是猫的性情与其它各种动物都不太同，凡捕食雀、
老鼠，总不肯一口结束它们，而是尽情地玩弄，放走，捉住，
放走，再捉住，直到它再没新的玩法，玩腻了的时候，这才
吃下去。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鲁迅先生其实是在笔头上
做文字，是不是仅仅只有猫才会这么做呢？完全不是，这里
就代指了鲁迅所处年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华时的所作所为！他
们慢慢地折磨爱国人士，再残忍的处置他们。

第二个原因是猫虽然与狮虎同为猫科，可是却有那么一副媚
态！读到这里，我忽然又明白了，那个时代的有些人就是这
样，为了努力巴结依附向上爬，才做出一副副媚态，以求讨
好！第三个原因是小时候他家的大花猫吃掉了他饲养的“宝
贝隐鼠”。

鲁迅先生的散文，字字珠玑，话里藏话，露出锋芒，有些内
容我还似懂非懂，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走进大师的世界享受文
学的魅力！

鲁迅朝花夕拾阅读感悟篇四

我家书橱里有一本书——《朝花夕拾》，它是鲁迅先生的一
本杂文集。

刚看到时，我被书名所吸引，一直想读一读，只是觉得年龄



还小，怕自己读不懂，所以这事就一直搁着。直到今年暑假，
我又看到了这本书，我毫不犹豫地拿起来看了。

书中让我记忆比较深的一篇作品是《腊叶》。深秋时节，作
者绕庭前的枫树徘徊，忽而看见一片有着斑斓色泽的病叶，
便把它摘下来，夹进刚买的书里。从而使这片病叶有幸没有
和群叶一同飘散。

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略带哀愁。“但今夜它却蜡黄似的躺在
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如今的枫叶已
不像去年那般有着斑斓的色泽了，颜色也是蜡黄的了。“当
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
我今年竟没有这赏玩秋叶的闲余。”从去年到今年，短短一
年，作者的变化竟如此之大。作者似乎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
改变了太多原本美好的东西。

“雪是雨的精魂。”作者在《雪》中这样比喻到。江南的雪，
隐约着青春的气息。花呀，蜜蜂呀，蝴蝶呀，堆罗汉的孩子
呀，使得这雪景有了绚丽的生机更加令人难忘。“在晴天之
下，旋风呼来，便蓬勃奋起，在日光中灿灿的生光，如包藏
着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
升腾地闪烁。”是啊，这就是雪，更是雨的精魂!读到这段文
字，我觉得体内沉睡的细胞似乎重又苏醒，正要带领我去拼
搏!

《朝花夕拾》，我觉得它就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学，它带给
了我思想上乃至精神上的鞭策。

读完它，读懂它，我似乎对人生的意义变得更加明白，更加
透明了。

鲁迅朝花夕拾阅读感悟篇五

朝花夕拾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散文集，



刚听说要读朝花夕拾时我的内心对它是带着一丝抵触的，因
为很多人都说看不懂。但直到我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发现这本
书非常的好，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讽刺，以及对当时愚昧
麻木的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呐喊。如其中提到长妈妈，鲁迅是
对长妈妈十分怀念的，比如她为鲁迅买的书，但有时鲁迅却
瞧不起她，是因为她的愚昧，笃信鬼神，十分的迷信，这是
当时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的缩影，因为他们的生活困苦，所以
不得不把精神寄托在神灵上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这跟鲁迅
先生的《故乡》中所描绘的闰土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篇我记忆比较深的是关于鲁迅先生对于猫的看法，这
是一篇讽刺意味很浓的杂文，作者通过形象的比喻，猫，鼠，
狗介质不同的人，讽刺意味十足。是对当时的学术界的批评，
也是对白话文的倡议，是我最为喜爱的一篇文章。

还有一篇就是在我们语文书上的藤野先生，是记录鲁迅先生
在日本仙台学医事的事情，作者讲述了当时清国留学生在外
国被欺辱，称为低能儿，并遭到无辜的排遣，嫁祸，冤枉，
同时塑造了一位医学老师藤野先生，他对人公正，为人真诚，
正直，深受鲁迅先生的喜爱。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
自由的童真童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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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采摘野花野果。在三味书
屋，虽然有寿先生的严厉教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
子气。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生命感悟，让我们一起去领悟，去了
解那段历史，那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