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呐喊读后感高中 呐喊高中的读后
感(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一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茨维塔耶娃的这句话：“我生活中的一切
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
来爱的。”后来在读《树上的男爵》的时候，看到结尾处，
在男爵的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终身住在树上，始终热爱
大地。”逗趣之余也能感受到那种又恨又爱最终还是爱但是
又以告别和决裂来表现的爱。在重读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
喊》之时，我忽然觉得，小说很多时候也表现了这种矛盾的
爱。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决裂的爱?我想这和其基于个人经
验之上的孤独感有关。

鲁迅一生当中，有很多经历使他感觉到寒冷，让他觉得与环
境格格不入。我们从小说当中能够看到，对鲁迅影响至巨的
个人经历至少有两处，《〈呐喊〉自序》里是这样说
的：“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
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
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
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
的父亲去买药。”这处经历使少年鲁迅体会到人情冷暖，并
且在逐渐成长的鲁迅心头放大生根，使得他在所处环境中总
是遽然转身，瞪着怀疑的眼睛审视周围一切，感到遍体生凉，
格格不入。这点我们在《狂人日记》中当能体会到。《狂人
日记》的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
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



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
眼呢?”“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从怀疑赵家的狗
到怀疑赵贵翁一直到辨认出吃人的还有自己的大哥，可不是
要从头直冷到脚跟?在《明天》里，单四嫂子的宝儿夭折之后，
邻居王九妈帮做丧事，作者这样写着：“王九妈便发命令，
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
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王九妈又帮她煮了饭，
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事主家里都已经家徒四
壁，却仍然要顾及人情请帮忙办丧事的人吃饭，这种人情可
不是冷酷?所以作者不无讥讽地说：“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
都吃了饭。”一个小小的孩子夭折下葬到底需要多少帮手呢，
然而人们自会借一个机会来给无聊的生活添点色彩，想到这
里我不由得也是背脊冷嗖嗖起来。

还有一处对鲁迅影响至巨的经历在《〈呐喊〉自序》里是这
样表述的：“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
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
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
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
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处经历使得鲁迅日后的小
说中反复出现“麻木的群众”这一意象。比如《药》当中，
革命者夏瑜就义，就有许多群众围观赏鉴，作者是这样写的：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种被麻
木扼制的群体真正让鲁迅觉得悲哀又觉得恐惧吧。而在《**》
当中，群体形象是村人，作者有一段对村人的描写：“村人
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
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
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喊着长烟管显出那般
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这里的
“村人”，貌似有了一些价值判断，实际上还是愚昧而残忍
的。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二

今天我读了《青蛙的呐喊》这篇文章，感受颇深。

这篇课文讲述了英国的选秀大赛，汉保罗.珀特斯参加了歌唱
比赛的故事。他的名字、服饰统统土得掉渣，他站在舞台上
也不知所措，审判员和观众们都特别看不起他。当音乐响起，
他用美妙的歌声给观众朋友唱起了一首歌，全场的观众起立
来为他送上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一曲唱完他又变回
了“青蛙″，当全场鼓掌的时候，他还是傻傻的歪着头。但是
“青蛙”的命运并不是从此一帆风顺，后来他上了一堂歌神
博瓦罗蒂的课程，他开始了欠债生涯。命运对他进行了恶搞，
他的盲肠破裂住进了医院，他出院后他的肾上腺又被发现长
了肿瘤，于是再挨一刀，快康复时他又摔断了锁骨，之后八
年时间里他只能痛苦地躺在床上，康复之后，他还是希望能
到英国选秀节目中做人生中最后一次拼搏。命运在恶搞了他8
年后，给了“青蛙″最后一根稻草，他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他不愿沉沦，他要努力地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那个晚上
饱受压抑的灵魂，如同到底的弹簧开始奋力反弹。他成功了，
整个英国为之目瞪口呆！为之惊叹！为之鼓掌！整个世界为
之目瞪口呆！为之惊叹！为之鼓掌！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尽管命运给予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天赋
不同，但是人生往往要经历风雨，如果你在逆境中能够坚持
住，早晚有一天你就会向他一样破土而出，对抗命运成为佼
佼者。“青蛙”呐喊，“青蛙”也可以变成“美天鹅”！这
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希望我们像汉保罗.珀特斯一样学习，学习
他与命运抗争、永不放弃的精神。读完这篇文章，我明白了
我们需要不断地与命运抗争，坚持不懈地努力拼博才会成功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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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三

要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呐喊》当居首位，真的，一点
也不夸张。不论是《孔乙己》中的主角;《药》中的华老栓;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还是《阿q正传》中的阿q，都能跃然
纸上。《呐喊》是鲁迅先生经典小说集，更是中国的名著。

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精神脊柱，他在《呐喊》中
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
这八字深深包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怜惜和悲伤。

曾记得，那个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
而又向往上流阶级生活的孔乙己。他在酒店是人们取笑的话
题，在生活中他以偷为职业。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竟
被打断了腿。孔乙己的死，不正象征着中国教育的堕落吗?我
还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他们可供炫耀的惟有学问而已，可
学问在世人眼中又算什么呢?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方面仅寥寥
几笔，但细腻地刻画出了一个落魄书生的形象，不知感染了
几代人。

曾记得，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那个“一望
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地上，带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作者
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点头哈腰的。将当时人民在受到封
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展露无遗。

《药》则体现出了一个民主的愚昧和无知。其中的环境描写
似乎就是当时世道的黑暗程度与动荡不安。让人们深深地对



自身的无知而感到可悲。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呐喊》中的哪部小说的话，我肯定毫不
犹豫地选择《阿q正传》。《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
表性的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是因为它“写出
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阿q性格极其复杂：他质朴
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他对权势者有
着本能的不满。阿q由于受剥削受压迫而要求革命，又因为受
愚弄受毒害而落后，最后还是被迫害致死。阿q其实只是旧中
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在未庄，阿q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他专
做短工，穷得只有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是弱者，受了
他人欺负却又要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d;他挨了打，常用“儿
子打老子”的话来安慰自己，在精神上求得胜利，用以自宽
自解，自欺欺人;他还常为生计发愁……野蛮的压迫剥削使他
贫穷;深重的愚弄毒害更使他愈发麻木愚昧。他的“革命行
动”竟是去静修庵里胡闹。所以说，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地位
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了。这也是就中国人民的
最大弊病。

在我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之后，鲁迅先生的《呐喊》却仍
让我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在鲁迅的作品里，尽是他那
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尽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
的言语犀利，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
制度。啊!中国，快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无意中，翻看开了那本尘封已久的鲁迅的《呐喊》，其中的
《阿q正传》让我再次回味到儿时读它的那份惊喜，品味着此
时的感悟与感动。

阿q是鲁迅塑造的经典形象，我曾经问自己为何如今文人笔下
没有如此生动的形象诞生?究起原因，是社会造人。那个封建
时代是封建思想顽固、地主当道、军阀统治的时代，未庄就
是被封建思想毒害了的村庄，阿q是一个弱者，他受到这些地



主恶霸的欺压，阿q的“假洋鬼子”与“男女之大防”等思想
也绝对不是阿q所独有，这是时代产物。再如阿q带给我们那
几场让我们苦笑难言的戏：看杀革命党人、调戏静修庵的小
尼姑、闹恋爱以及投身革命军队等，都是在封建吃人的本质
面前上演的，也并不是某个人愿意就能改变的。

但凡看过《阿q正传》的人都认为他是悲哀至极的人物。阿q
他所受到赵大爷、赵白眼、小d和静修庵里那条黑狗等等一系
列的打击折磨不必多说，最最可悲的是他竟有一套让人哭笑
不得的取胜法宝，即他所采取的“精神胜利法”。这就是阿q
的生活哲学，甚至于说是在封建压迫制度下，更多弱者的生
活哲学。

我们总是会带着笑来读《阿q正传》的，仿佛可怜的阿q从被
创造出来就一直被大家笑着。然而这笑并不是看得起的笑，
而是带着讽刺、带着轻蔑或许是带着同情与怜悯的笑。他的
精神胜利法，恋爱价值观，他的幸灾乐祸往往是我们茶余饭
后的谈赏。

可以说阿q是一个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小角色、一个弱小者，没
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一个为他着想的人，是一个封建乱
世时的代言人。而任何时代都会有弱者，作为一个新社会的
现代人，我们从阿q的遭遇中更加应该去反思、去行动、真正
扛起关爱身边的弱者的责任。

这个月，我读了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集——《呐喊》。

《呐喊》里有《狂人日记》'《药》'明天等十四篇短篇小说。
让我们认识了狂人'阿q'孔乙己等人物，披露了社会的黑暗，
穷人得不到安慰的黑暗世纪。并且揭露了社会种种不可调和
的深层矛盾，深刻剖析了腐败的封建制度。

《呐喊》是鲁迅先生1918——1920xx年完成的作品。他写这



本书是为了揭出社会的病根，得到及时治疗，为新文化主义
呐喊助威!

《呐喊》并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作品，它是一部封建社会的
病历本;他描述的不只是社会事件，而是披露封建社会腐朽制
度的写照!官逼民反，民想反却不能反!鬼子欺压百姓，真是
地主恶，撑权仗;民众反，是好汉!

《呐喊》这本书，每一篇都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无法想象
那时人们的生活。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篇文章是《狂人日记》。这篇文章的
背景是三年自然灾害下发生的。明显的反应了社会的黑暗与
丑陋，人性的可怕，人们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心狠手
辣的事。在那样的年代，没有粮食，人们饥饿到了恐惧。开
始人吃人这一可怕的行为。在面对饥饿，面对自然灾害时，
主人翁的哥哥吃了自己的妹妹，又筹划着，吃自己的弟弟，
就在这危险面前什么情同手足，什么亲情全抛至脑后，荡然
无存了，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只为填饱自己的肚子，只
要达到这目的，哪怕不择手段也则所不惜!

可是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你吃了别人，又怎么能知道，哪
一天别人会吃你。(next88)而在当今社会，不是人吃人，而是
利益关系，金钱关系。社会的黑暗，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
得到好处，可谓能“大义灭亲”不惜手足之情，友情。只为
个人己私而贪图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就因为这利益，你还必
须是不是提防别人陷害你。

在文章的结束，鲁迅写道：“没有吃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
救孩子!”如今大人们是孩子们的榜样，大人们的举手投足，
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为了下一代不再辛苦的生活，为
了下一代能有一颗感恩的心，请放弃你们那一点点小小的私
利，孩子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



“救救孩子……”

“救救这个社会……”

这句惊天动地的呐喊，怎能不值得我们好好思索呢?

这整本书，让我有了对社会的另外一个认识让我对鲁迅先生，
更多的仰慕!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
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
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
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
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
中华雄威!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
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
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
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
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
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
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
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
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
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呐喊读后感高中篇四

在鲁迅的所有的作品中，《呐喊》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也许
是因为这本书当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学过的，因此让我觉得
熟悉。也有可能是因为鲁迅的别的书我都没一本喜欢的，再



干脆一点说，要么是看不懂，要么就是觉得闷!闷的不想读，
比如象《阿q正传》，我也只是草草翻了两页。

言归正传，说说《呐喊》吧，《呐喊》中的作品都没有对人
物生活经历的叙述，人物的性格也都是从特定的事件以及一
些生活片段中所体现出来的。比如说闰土，作者并没有写他
具体的生活情况，只是从他的一些外貌描写和语言，神态描
写。以及母亲对他生活的一些叙述上就可以看出他现在变成
了什么样子。再加上自己儿时的一些回忆与现实场景的强烈
反差表现出来。

再来，便是那整天只会“之乎者也”的穷酸秀才孔乙己!哈哈，
这个人物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最为深刻的啦。本来，他是一
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可遗憾的是，他却深受那应遭天打雷
劈的科举制度的毒害，放在咱们现代来说他就是个满口“火
星文”，别的什么都不会的傻瓜，注定要成为所有人的笑料。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让我觉得他是那么的可怜。为生活所
迫，他只能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为生，还要冒着生命的
危险，最后终于是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慢慢的死去。
到现在为止，我似乎怎么也忘不了孔乙己最后一次去咸亨酒
店喝酒时，他被别人嘲笑因为干了偷窃的事而被别人打断了
腿，却依然固执的说：“跌断，跌，跌...。”在众人嘲笑声
中，坐在蒲包上用手慢慢“走”出去!看到这里，鼻子竟然有
些微酸。

另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这闰土和孔乙己。当然，经典人物
肯定不止这两个，还有象华老栓用被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者夏
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自己的儿子治病的故事。一个革命
者那滚烫的鲜血竟然被无知的民众当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
药。哼!多么的讽刺啊!这种强烈的反差，有力的揭露了长期
的封建统治给民众带来的都是些什么?是麻木，愚昧，无知，
甚至失去了人的本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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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读后感高中篇五

两岸碧绿的豆麦地，河里朦胧摇曳的水草，如水流泻的月色，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还有那黑幕中镶嵌的数点渔火……一幅
唯美动人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使我仿佛想起了多年前
的周庄水乡。那一个夜和今天一样静，一样深，我和母亲缓
缓漫步在古镇的血脉深处。朦胧的月牙将身影投进玻璃似地
水面，投在古老沉默的双桥上，投在幽远的青石板路上。远
处渐来了一只乌篷船，挂着红灯笼的身影向夜的深处驶去。
身畔传来宛转的乐声，是古筝还是琵琶划出的清音?这一切倒
映在我眼中，隽刻在我心上，尘封在我童年的书册里。今天，
又随着社戏的鼓乐翻开，成了我眼中最美的风景。

有朋自远方来，平桥村的小伙伴们又成了“我”的乐趣之源。
聪明机灵的双喜，老实淳朴的阿发，细心周到的桂生……他
们有着乡下孩子的纯真、张扬的个性，却也不乏那些闪光的
品质。当大家辛苦地等了大半天的虾一个一个蹦到碗里来时，
伙伴们却乐滋滋的让“我”吃，孩子们的无私、热情让我感
动;当“我”看不见戏急得直哭时，大家安慰“我”、同
情“我”，甚至牺牲睡眠时间陪“我”看戏。

“都回来了!哪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桥脚上的母亲



微微一笑，眼里带着责备，却漾着笑意。此刻三更，母亲究
竟站了多久?也许哗哗的夜风知道，可是她不肯说。母亲用心
丈量的时间里，充满了担心与牵挂、爱与忧愁。也许天下的
母亲都是这样盼着儿女回家的吧!当我们因贪玩而晚归的时候，
当我们因赌气而离家的时候，母亲都是那样吹着风，站在心
灵的桥头翘首盼望那远航的船儿归来。鲁迅笔下的母亲，何
尝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不管是童年，是今天，还是未来，
母亲永远是那个母亲，母爱也永远流传，从“社戏”的桥头
流向每一个儿女的心田。

合上书，低首回味，很难想象这样的文章出自“横眉冷对千
夫指”的大杂文家鲁迅手笔，想不到他笔下也会淌出如此款
款深情。《社戏》并不是一篇单独的记叙文，它更像是一个
播洒大爱与大智慧的使者，呈现出友谊之真、人心之善、母
爱之美，呈现出我们缺失的精神天空一角的澄净，教会人们
向童年的真善美去求索。如今城市绚烂的烟火，拼凑不了一
个完整的童话，我只愿躲进书中那个美丽的桃源，去寻找生
命中的无尘岁月。

夜深了，窗前灯下，菩提在我心中蔚然成长的声音，在这静
夜中，一如天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