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z朝花夕拾读后感(模板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一

朝花夕拾一书描写了一不简单的童年，充满着鲁迅的风格，
却又让人有其他不一样的感受，在这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
三篇关于朝花夕拾的读后感吧!

最近，我看了一本散文书——《朝花夕拾》。

这是一本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就更加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
年时代与人类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

书中有批判，有嘲笑，可以视为鲁迅的杂文笔法向散文的渗
透，不仅使其中的韵味更加丰厚，而且显示了鲁迅现实关怀
的一面，这也是真正的鲁迅。

这本书确实非常好看。

《狗猫鼠》记述了童年时对猫和鼠的好恶。

《阿长与〈山海经〉》回忆了保姆长妈妈的淳朴善良。

《二十四孝图》对荒谬愚昧的封建孝道进行了抨击。

《五猖会》回顾了儿时一次看庙会的经历。

《无常》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乡间迎神赛会时的活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味了纯真快乐的童年和在三味书
屋读书的日子。

《父亲的病》在叙述父亲生病长期治疗的过程中，对庸医误
人表示出了深深的愤慨。

《琐记》记述的是作者去南京读书的经历。

《藤野先生》怀念日本留学期间的老师藤野，并记述了作者
弃医从文的经过。

《范爱农》回忆和悼念了青年时代的挚友范爱农。

《朝花夕拾》以清新、平易、深情、舒缓的笔调记述了鲁迅
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展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
抒发了对亲朋师友的挚诚怀念，寄予了对现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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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体会其中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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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人怀念啊。

本应该快乐美丽的童年，因为笼罩在那个封建社会，时不时
透出些迂腐的气息，所以鲁迅要骂，骂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社会。

从文章表面看，鲁迅似乎都是用了些温情的文字，其实，他
把愤怒藏得更深。

有人说柔软的舌头是最伤人的武器，也许鲁迅先生正是想达
到这个目的吧!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

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
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
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

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
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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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
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

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
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

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
鲁迅对他的景仰。

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
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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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像在新
年的早晨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
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
鼠。

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

看到这，读者在脑子里勾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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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山海经》，跑了许多路，
帮“我”买来了《山海经》。

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

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鲁迅表达了他对阿长的爱，他
希望仁慈的地母能让阿长安息。

还有几个人物，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深的。

一位是范爱农先生，鲁迅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不好的。

原因是范爱农的老师徐锡麟被杀害后，范爱农竟满不在乎。

鲁迅对他的看法几乎是渐渐改变的，直至范爱农就义，鲁迅
开始变得景仰他了。

另一位是衍太太，她在《父亲的病》中出场。

在“父亲”临终前，她让鲁迅叫父亲，结果让父亲“已经平
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

”后来“父亲”死了，这让“我”觉得是“‘我’对于父亲
最大的错处”。

衍太太对别的孩子们“很好”：怂恿他们吃冰，给鲁迅看不
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

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



打骂的。

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

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寒假里，我在网上找了一本鲁迅的《朝花夕拾》，原名《旧
事重提》。

这是一部回忆散文集，记叙了鲁迅幼年与青年的生活，共十
篇。

这本书中通过对往事的回忆，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与正人君子，
其中《狗—猫—鼠》这一篇令我感受深刻，它讲述鲁迅小时
候仇猫，因为猫的性情残忍而具有媚态，在夜晚经常嗥叫，
扰乱他人读书休息。

更因为他在童年时捕食了作者心爱的隐鼠，所以他十分憎恶。

虽然后来得知隐鼠是长妈妈踏死的，但终究没有与猫的感情
融合。

从这里我读到作者在幼年时，就已经爱憎分明，对弱小者产
生同情心，憎恶暴虐。

同时读这篇文章也通过自嘲在暗暗讽刺着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
“君子”“绅士”，批判着他们的狂妄自大，我不得不佩服
鲁迅那文笔的妙处。

《琐记》这一篇也使我受益匪浅。



它记叙了鲁迅儿时与伙伴们经常到衍太太家玩耍，因为天伦
闹出什么乱子来，衍太太也绝不告诉各人的父母。

《二十四孝图》讲述了鲁迅在儿时阅读“老菜娱乐亲”郭巨
埋儿等故事，通过对比古今不同的版本，十分不解，甚至反
感。

我也读了读，发现其中一些故事荒诞愚昧，富有迷信色彩，
虽然使读者明白孝顺的道理，但其中大多是把原来的加以夸
张虚构，哭泣能使竹笋得以成长吗?赤身躺在冰上能有鲤鱼跳
出吗?当然不可能，这说明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忍。

《朝花夕拾》朴实的语言，细腻的情感，鲜活的人物融合成
一篇篇精妙的散文，这里面有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有对社会
的强烈抨击，也有对往事的深切怀念，有对社会的强烈抨击，
也有对往事的深切怀念……《朝花夕拾》着部散文集堪称是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二

顿时，我觉得无比暖和！我小时候很胆小，一次，父母带我
去人民公园玩，我看见小伙伴们从长长的滑梯里滑下来，我
很想去玩，爸爸或许知道了我的意思，抱着我到滑梯口，我
看见那长长的滑梯很黑，便有些不敢，哆哆嗦嗦的往后退，
嘴里还结结巴巴的说：“不。《朝花夕拾》读后感作文关键
字：老奶奶 拾破烂。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如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
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得不
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
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
的不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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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
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
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
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
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
对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
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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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像在新年
的早晨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
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
鼠。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看到这，读者在脑子里勾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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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山海经》，跑了许多路，帮“我”买来了
《山海经》。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在
《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鲁迅表达了他对阿长的爱，他希
望仁慈的地母能让阿长安息。

还有几个人物，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深的。一位是范爱农
先生，鲁迅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不好的。原因是范爱农的老
师徐锡麟被杀害后，范爱农竟满不在乎。鲁迅对他的看法几
乎是渐渐改变的，直至范爱农就义，鲁迅开始变得景仰他了。
另一位是衍太太，她在《父亲的病》中出场。在“父亲”临
终前，她让鲁迅叫父亲，结果让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
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后来“父
亲”死了，这让“我”觉得是“‘我’对于父亲最大的错
处”。衍太太对别的孩子们“很好”：怂恿他们吃冰，给鲁
迅看不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
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
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



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三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对童年和青年生活的一种回忆，也
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散文集。很早以前我就读过里面的
《藤野先生》一文，对他描写的那个又黑又瘦，教学严谨的
老师印象深刻。

在初二读书的时候，就曾学过鲁讯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
里“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
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
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
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
的食宿操心”，对这一段我印象深刻，当时语文老师是要求
我们背诵，到现在还能背出来，当时学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
是节选的。

从这篇文章里学习鲁讯先生的写作方法，他先以北京的白菜
运往浙江，尊为“胶菜”;福建的野生芦荟运往北京，美其名
曰为“龙舌兰”作铺垫，再写他在仙台所受到的优待，就水
到渠成，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讯先生的谦逊情怀。

这一篇是叙事散文，从文中充分表现出鲁讯先生的爱国精神，
因为无法苟同于当时中国人的态度，为了唤醒、拯救当时已
经麻木的中国人，他也在此时改变了学医救国的初衷，虽然
从此与藤野先生分别，但藤野先生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和真
挚无私的爱给了鲁讯先生极大的鼓舞。“每当夜间疲倦，正
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便使我忽又
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于是点上一支烟，又继续写此为



“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讯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中国
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人。从他的文章中不但可以学到高超的文
学写作技巧，还可以从中学习，他的高风亮节情操和那无畏
的革命精神。

其中有一篇《藤野先生》让我读来十分地感动，让我懂得了
知识是没有国界的。藤野先生是作者在日本学医学时的老师，
对作者非常关心。藤野先生在生活上不大讲究，但为人却诚
恳、公正，对学生诲人不倦，对研究一丝不苟。他一一纠正
作者笔记上的错误，“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
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他教完了他所担任
的功课”;在知道中国人很敬重鬼时，还担心作者不肯解剖尸
体。藤野先生真挚的爱给了在异国的鲁迅极大的鼓舞，是十
分无私和伟大的。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联想到：我们如今作为一名学生，我们
肩负的最大使命不正是利用这大好时光好好的学习吗?就像作
者说得那样：“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
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便使我忽有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
了，再继续写一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
字。”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四

天是愚人节，我昨晚就打算好今天要怎么愚弄人了。

今天早上我一来到教室，心里暗自愉快。下课后，我打算找
一个能够开玩笑的同学下手，会是谁呢?忽然，一个终日活蹦
乱跳的同学走了过来，是她，就是她—劳雨雨，于是，我就
决议好要捉弄她了。我伪装不苟言笑地对她说：“劳雨雨，
老师叫你去办公室。”“是吗?那我当初就去。”说着，她就
向办公室走去。没想到劳雨雨真的受骗上当了，我心里暗自



兴奋。

过了一会儿，劳雨雨走了上来对我说：“老师不在办公
室。”我就叫她持续等，我悄悄的跟在劳雨雨的后面等候着
她出丑的那一刻。过了片刻，老师来了，她便对老师
说：“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老师笑眯眯地说：“我不找
你啊?”“可是谢瑶说您找我?”这时，老师仿佛想到了今天
是愚人节，便悄悄地对劳雨雨说了一些话，又微笑地走了。
劳雨雨转过身来看见我，便笑着用赌气的语气说：“你为什
么骗我，就是由于今天是愚人节吗?”我惊奇地说：“你都知
道了?是老师说的吗?”劳雨雨点拍板。我又把劳雨雨拉到一
旁，静静地对她说了一些对于今天怎样捉弄人的话。我们又
异口同声的说：“不要告知别人喔!”说着，就上了教室。

可是并不是每一次骗人都可能胜利的。

“丁呤呤”又下了一节课，我们又把眼光投在了男同学黄载
明的身上。便走从前对他说：“黄载明，老师叫你重扫教室，
还不快去!”可我没想到从他口中吐出一句令我意想不到的话，
他笑嘻嘻地说：“你们不必骗我了，今天是愚人节，全班男
同学已经晓得了!”“竟然被他知道了，唉，真没意思。”我
为难极了。可咱们还不铁心，我又跟劳雨雨再商量对策，盘
算再打趣别的同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课间，到了该
骗人的时候，我的口中居然说不出那些骗人的话了。

今天，我第一次出丑，是如许的难为情啊!经由这件事后，我
再也不敢骗人了。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五

朝花夕拾读后感，这是鲁迅的一本书，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朝
花夕拾读后感，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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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这样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委实不易，目前是这
么离奇，心里是这么复杂。

一个人到了只剩了回忆时候，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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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一个美好的
回忆又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百草园和绣像摹本卖掉了，长
妈妈也匆匆告别了人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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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读书机会了，学校又是“乌烟瘴气”，想看的书，长辈认
为不对，学了知识，却什么也做不成;爬了几次桅杆不消说不
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就能掘出金银铜锡
来么?是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去留学，并且碰到了一位令
自己敬仰的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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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追究了自己
的一些思想根源，例如仇猫，小小的，带给作者遐想的隐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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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作者仇猫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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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细节下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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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把作者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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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者忆起她，
追念她。

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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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就是这样灌输不来的。

朝花夕拾之间，我随作者一起，回到”我“的童年时代，重
新回味那些人和事。

走过求学的过程，一起追忆失去的朋友。

在这个暑假，我读了鲁迅先生所著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连串的时间，连串的记忆，真想将鲁迅爷爷的记忆当做我的。

整本文集用词语简洁柔和，正是鲁迅爷爷的平易近人的体现。

书中的抨击，讽刺，嘲笑，正是鲁迅爷爷对当时社会的反感
与不满，表现了一个想让让民族进步，想让社会安定，为孩
子着想的鲁迅爷爷。

这本书向我们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图卷，封建的社会制度，
社会对人民的囚禁。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园中淘气天真的小孩子，观菜
畦、吃桑葚、听鸣蝉与油蛉和蟋蟀的音乐会，看黄蜂、玩斑



蝥、拔何首乌、摘覆盆子。

到在书屋读书习字，三言到五言，再到七言。

课上偷偷画画，到书屋的小园玩耍。

无一不体现出小孩子追求自由，热爱大自然的心态，也表现
了社会对孩子们的束缚。

《在阿长与〈山海经〉》，《范爱农》中，这两个人物，给
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两个由当时社会造就的人物。

一个下层的劳动者，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的阿长，
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社会思想
毒害的结果，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浑浊、昏暗。

正直倔强的爱国者范爱农，对革命前的黑暗社会强烈的不满，
追求革命，当时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

体现了旧社会人民对束缚的反抗，向往自由、安乐的心。

人民从囚禁中走向了反抗。

这两个人物，是当时社会的反照，人们受尽黑暗的压迫，到
起来反抗，经历了多少次改革与战争，才有了我们现在安定
自在的生活呀!现在，我们可以愉快地生活这，家里有电视电
话，有的还有电脑，繁杂的电器设备和自由的生活，我们不
用遭受黑暗社会的压迫，不用吃苦，更不用去闹革命。

这都是无数革命烈士用自己的先躯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眼
前的生活。

《朝花夕拾》是鲁迅爷爷对往事的回忆，有趣的童年往事、



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件一件往事，同时也抨击了囚禁人的旧
社会，表现了鲁迅爷爷对艰苦劳动人民的惋惜、同情，也表
现了对当时社会的厌恶，告诉我们不要再回去那让人受苦的
社会，更表现了对阻遏人民前进、折腾人民、损害孩子、保
留封建思想的人的痛恨。

让我们了解历史，感谢美好生活的由来。

在这个暑假，我读了鲁迅先生所著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我喜欢在有空时回忆往事，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在迷人和
晕眩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一个个生
动的画面，一件件永难忘怀的事情，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
孔，这一切构成了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回忆。

使我整个放松了下来，将现在的一切烦恼抛之脑后，沉浸与
其中。

小时侯，我会在课堂上因为老师的一个小错误而举手指出，
否则决不罢休;如今，即使，老师一连几个错别字或小毛病，
我除了查字典，翻资料外，就不会有其他动作。

小时候，我会因为捡到一枚硬币而欣喜若狂，并得到父母、
老师的表扬;而如今的我，看到地上有一枚硬币，看一眼就过
去，对它置之不理。

小时侯，我会因为晚上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感到恐惧因此大吵
大闹，现在，晚上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没有
恐惧，只是想一些琐事。

在这漫长的14个年头中，许多记忆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悄然
无声地逝去，唯有那记录着你的所得所失的足迹永远会驻留
在记忆中，让人难以忘怀。



我真希望不要失去童年的那种快乐，天真、朝气蓬勃、无忧
无虑……

童年就像一杯浓郁可口的咖啡，品味时很甜美，但甜美中带
有一点苦涩;而成长则像一杯芳香四溢的茶，入口也许很苦，
那是因为你失去了童稚，失去了那份坚持的勇气，失去了一
份心灵依慰，但随后你就能品出这茶的醇美、香甜，让人回
味无穷，你在成长道路中学到、懂得了许多。

童年的回忆就像一本令人难忘的日记，不经意一翻会让你感
到流连忘返，哭笑不得，但更多的还是欢愉与喜悦。

当我们有空时，不妨品品成长这杯茶，翻翻这本“日记”你
会发现：自己得到了许多。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六

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享受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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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神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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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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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束着，这正是儿童特有的。我每天都在这忙忙碌碌的学习
之中。自认为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回忆起那些童年琐
事，还时常记忆犹新、忍俊不禁。

我家附近有一片空地。小时候，总去那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还有那葱葱茏茏的小树林。我常到那去玩，投入大自然的怀
抱中;小时候，每天吃完饭就和小伙伴一起去树林里玩，采了
各式各样的花。而如今，树林上造起了商铺，因此感受不到
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
自由空间之中。

这也许就是我和幼年鲁迅先生的相似之处吧，使我在读过文
章后有这么多感动。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
记忆，让我们体会一下鲁迅先生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
和他一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七

首次捧起鲁迅的《朝花夕拾》，细细品读下去，鲁迅的文笔
绵密细腻、真挚感人，犹如小桥流水，沁人心脾。它真实地
纪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追忆那些
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
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风俗画面。

鲁迅与闰土的童年，可以说是人间比地狱。因为是当时社会
的黑暗，政治的腐朽，使得平民老百姓的孩子从小就要受苦
受难。而鲁迅正家境不错，所以过上了相对比较幸福的生活，
但却不及闰土的生活有乡土乐趣。而今，我们生活的21世纪。
再与鲁迅的生活相比，可谓是天上人间啊！生活条件好了，
不用在下雪天受冻，有暖气；不用在大热天流汗，有空调。
可以吃到很多鲁迅哪个时候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吃到的东西。
但想一想，比起《百草园》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真是毫无乐
趣可言啊！没有端详过麻雀，不知道什么是叫天子，何首乌
似乎听说过？被吓唬到的神话故事总算是听到过几个，但是
却再也想不起来。至于雪天中的“拍人印”。更是连想都不
敢想。即使有纷飞的大雪，也是不敢“妄想”的。我们南方
现在是难得看到飘雪的。记得小时候，上海的某一年冬天，
下过一场大雪，一场有积雪的大雪。能想象得到当时出家门
的时候，一定是手上戴着手套，头上顶着帽子，裹得严严实



实的。那年，抵抗不了上海的寒冷，生病了，要去医院。却
似乎没有沾到半点雪。印象里是出租车窗外绿化带上的一层
雪。还有初次见到的雪花，只是不能碰，刚快碰到就被一旁
的大人拦下来。这是“不乖”的表现。回想起来，如果现在
的我，仍能想起当年的冰凉，哪怕是透过手套得来的湿嗒嗒
的冰凉，或许也能像鲁迅先生一样，成为落笔的资本。只是
现在，倒宁愿忘记那场雪了呢，因为没有乐趣，只有被约束
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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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好事，但是突然有一天，一天
的大多时只能呆在书院里读书，会觉得多少的失落呢？其实，
相对于以前的孩子，我们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较上方了，无
论是生活质量，还是思想品质。有朦胧的思想，看着实事的
动荡，体味着生活给予我们的甘甜，我们的生命里也有无数
的活力。又相对于那个封建的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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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让人快乐不起来。我正接受，所谓更加“全面”的
教育但没有一点兴趣，很累，很累。我不再能够体会，究竟
什么才是我们的快乐。

百草园曾是鲁迅先生小时候的天堂，“油蛉在这里低唱，蟋
蟀们在这里弹琴。”千百只昆虫鸣叫着，奏出一支名曰美好
的歌；“单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
整个世界变小了，好玩的地方一个接着一个，好似从未有过
尽头；“雪一下，可就两样了。”四季的百草园，各有各的
妙处，小儿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无论
是闰土还是长妈妈，那个童真的年代，天空湛蓝地没有一丝
杂质，即便是到了现在，脑海中也常常会浮现出他们的身影。
那些曾陪同我们走过童年的玩伴，一直目送着我们远去。

学堂是枯燥的，然而，它却是神圣容不得半点马虎的。“我
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一句话，道出了莘莘
学子的不甘；“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



的。”孩子就是孩子，他们是懂得忙中偷闲的人；“书没有
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有兴趣参加的活动，总是会做
出好成绩的。我们，在学海中畅游，“苦作舟”，是为
了“老大‘不’徒伤悲”，这种心情，忧伤而值得庆幸的。

鲁迅先生的文章大都是短篇，遣词造句也不是很考究，那朴
实的文字却让我长记心头。是的，华丽的文章并不一定能使
人过目不忘，相反，包含了真实情感的华美篇章才是能让人
铭记的。鲁迅先生希望与大自然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山
水间流连，向往与小虫子们打成一片。读着读着，眼前仿佛
真的出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孩子，身上散发着阳光般的气
息。

我们的童年已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伸出手，
捧起一朵顶着晨露的花，让琐碎的记忆涌入心间。品读《朝
花夕拾》，同鲁迅先生一起，纪念那些回不去的日子。

z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八

随便一翻《二十四孝图》，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卖身葬
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刻木事亲”、“埋
儿奉母”让人感到冷酷无情;“孝感动天”、“卧冰求
鲤”、“哭竹生笋”迷信思想严重;“尝粪忧心”则让人恶心。

孝是应该的，迂腐是愚蠢的，盲从是可悲的，卫道是可恨的

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
书，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但其中的“老莱娱亲”
和“郭巨埋儿”“尝粪忧心”令人发指。先说说那个郭巨埋
儿吧。说是晋代有个叫郭巨的，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
他把家产分为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养母亲，对母极
孝。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
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就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生，
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粮食好供养母



亲。”夫妻遂把儿子抱出，挖坑要埋。兴好挖出一坛金子来，
才免了儿子一死。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神州大地，最源远流长的中华美
德，我们应该懂得理解长辈的心，懂得感恩、懂得孝敬长辈。
只有孝敬父母的人，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高尚的人。

最后，我愿中华美德——“孝”道世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