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摘抄名著读后感 朝花夕拾读后感名
著解析摘抄笔记(通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摘抄名著读后感篇一

在这个寒假，我拜读了鲁迅先生所着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它由十篇
散文组成，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
经历和成长道路。在回忆往事的基础上，鲁迅对当时的社会
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朝
花夕拾》这本散文集是现代回忆性散文的典范之作。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
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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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的几段写百草园很
好地反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揭示儿童广阔
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
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体现了鲁迅对旧
社会私塾的不满。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
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
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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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
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
的君子，表达了鲁迅对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鲁迅在《琐记》里回忆了隔壁家的衍太太表面对孩子好，其
实是暗中使坏，让孩子做危险的事，给鲁迅看不健康的图片，
教鲁迅偷妈妈的首饰，但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表现出了
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奸诈，坏心眼的妇人。主要回忆了自己
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
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
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
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
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中，鲁迅的父亲被江湖庸医耽误，
死去了，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
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
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
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无常》这篇文章，主人公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
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
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
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
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同时，文章深刻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会，
愤慨于人世的不平，只能在冥冥中寻求寄托，寻求“公正的
裁决”。

读鲁迅的文章，我深切体会到了他童年所散发出的童真童趣
的气息，感受到了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然的热爱。曾几何
时，我已经离童年远去，但我还时常梦见自己五彩缤纷的童
年。回忆起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新，忍俊不禁。在
繁忙的学习中抬起头来，天空上的童年已是一个遥远的梦。
重温鲁迅的童年，就仿佛自己的童年正在我眼前微笑。

《朝花夕拾》指早上的花到晚上才拾取，晚年的作者回忆少
年时代的他，犹如清晨开放的花到傍晚才摘取，虽然失去了



盛开时的艳丽和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
我们可从这些文章中，透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了解当时
的社会面貌。使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摘抄名著读后感篇二

《朝花夕拾》是一部出自鲁迅先生的记录时事的散文集，记
录了鲁迅先生儿童时期的各种经历的事情。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对一个人运用了许多描写，那便
是带领鲁迅先生的女工“长妈妈”，她因为社会的影
响，“阿长”保留了许多的习俗，像在新年的早晨要吃福橘，
还要对她说：“阿妈，恭喜恭喜!”等等。有一次她踩死了我
最喜欢的老鼠，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虽然到这里我们
肯定会认为“阿长”是个粗鲁的人，但她有善解人意的一面。
“阿长”知道“我”很喜欢《山海经》，跑了许多路，
帮“我”买来了《山海经》。因为“阿长”所做的一切，鲁
迅先生十分感动在‘阿长与《山海经》’结尾表达了他对长
妈妈的爱。

这一个人物，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受尽压迫，到起来反抗，
经历了多少次改革与战争。现在，我们可以愉快地生活这，
有着良好的生活环境，有着高科技的电脑，家里有电视电话，
有的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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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无数革命烈士用自己的先躯和鲜
血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
椹……”光这些景色，就让鲁迅先生百玩不厌。百草园这个
乐园仿佛会让读者恨不得马上去那儿饱饱眼福。进了三味书
屋，鲁迅先生“每天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尽管如
此，鲁迅先生还是经常和伙伴们出三味书屋后的一个小园玩。
虽然能折梅花、寻蝉蜕、喂蚂蚁，但人去多了，时间久了，
就会被老师叫回来，继续读书，这远远不及在百草园的自由、



快活。

从这也能看出鲁迅先生向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反
对当时社会的压迫。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名着，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当
时社会的反感与不满，表现了一个想让民族进步，想让社会
安定的一个思想。

摘抄名著读后感篇三

《五猖会》是鲁迅儿时回忆去东关看五猖会的一件罕逢的盛
事。

因为东关离县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前夜预定好的大船，
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
下去了。儿时的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搬得快些。忽然，工
人脸色变得很谨肃了，小鲁迅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他身后。
父亲叫他把书拿来，他忐忑着，拿着书来到父亲面前。父亲
教他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背出来就让他
去看会，否则不准去。这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鲁迅的头上，
他读着，强记着。

太阳升得很高了，鲁迅才有把握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梦似的
就背完了。父亲这才答应让他去。大家同时活动起来。工人
们把他抱起来，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但鲁迅却并没有
他们那么高兴，开船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
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这篇文章描述了儿时父子之间一场微妙的冲突，“我”对五
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无
知和隔膜，含蓄地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鲁迅说出
了孩子在父母毫不顾及孩子心理时的无奈和厌烦。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鲁迅生在一个县城里的家境小康的读
书人家，遭逢社会变革和家庭的日渐败落。鲁迅被包围在这
种黑暗封建的家庭风习和社会现状。

鲁迅的童年，许多来自儿童的玩性，天真的稚气都被抹杀了。
我们的大人，真该反省反省了。

摘抄名著读后感篇四

近来，我看了一本书——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
拾》。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风
雨故园”。

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鲁迅童年的事情。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是被皇帝点中的翰林，全家都以此为
荣。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后来他的爷爷犯了罪，被抓到
了京城，判了个死刑。从此，周家败落了，鲁迅父亲的病也
就因此越来越严重。鲁迅从此“家、三味书屋、当铺”来回
跑。在这期中，鲁迅也曾想过从此不读书，因为他想到了他
的爷爷、子凌公公(鲁迅的长辈，考了一辈子，结果连秀才都
没考上，最后变疯了)、父亲、三味书屋的寿先生都读了一辈
子的书，结果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但是，鲁迅的父亲就希望
他们三兄弟能读好书，将来好给周家增光。结果真的给他盼
到了，鲁迅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革命家，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了解了鲁迅的童年，我觉得看《朝花夕拾》也就比原来更易
懂了，因为我已经初步了解了鲁迅——这位伟人的童年生活。

《朝花夕拾》有十篇文章，再加上一头一尾的小引和后记，
一共有十二篇。刚开始看这本书是一页一页、一个故事一个
故事地接着看，但后来我发现有几篇文章太深奥了，我根本
看不懂，所以只好跳过去不看。可是有些文章，就好比《狗



猫鼠》吧，我虽然可以从文中看出鲁迅对小动物的关心、爱
护，但是我却看不到更深层的意思——《狗猫鼠》是针
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的“流言”，表
达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嗥叫”、时而“一幅媚
态”等特性的憎恶。

还有，《无常》我根本看不懂，但是，我可以从导读中理解
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为了讽刺那些打着“公理”、“正义”
旗号的“正人君子”。

在“风雨故园”里，我真的看到了《父亲的病》中所说的那样
“要原配的蟋蟀一对”，还有更离谱的呢，要什么了生三年
霉的豆腐渣熬成灰，什么三年的陈仓米……唉，那些“名
医”真是想得出什么说什么啊!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
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也反映了旧中国的科学、
医术的落后和平民的愚昧无知。

摘抄名著读后感篇五

《朝花夕拾》讲述的是鲁迅先生小时候的事情，又叫做旧事
重提。原本应该是天真烂漫，快乐无忧的童年，却被笼罩上
一层封建腐败的气息，看似是对童年的温暖回忆的描写，更
是在批判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近来，我看了一本书——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
拾》。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风
雨故园”。

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鲁迅童年的事情。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是被皇帝点中的翰林，全家都以此为
荣。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后来他的爷爷犯了罪，被抓到
了京城，判了个死刑。从此，周家败落了，鲁迅父亲的病也



就因此越来越严重。鲁迅从此“家、三味书屋、当铺”来回
跑。在这期中，鲁迅也曾想过从此不读书，因为他想到了他
的爷爷、子凌公公(鲁迅的长辈，考了一辈子，结果连秀才都
没考上，最后变疯了)、父亲、三味书屋的寿先生都读了一辈
子的书，结果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但是，鲁迅的父亲就希望
他们三兄弟能读好书，将来好给周家增光。结果真的给他盼
到了，鲁迅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革命家，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了解了鲁迅的童年，我觉得看《朝花夕拾》也就比原来更易
懂了，因为我已经初步了解了鲁迅——这位伟人的童年生活。

《朝花夕拾》有十篇文章，再加上一头一尾的小引和后记，
一共有十二篇。刚开始看这本书是一页一页、一个故事一个
故事地接着看，但后来我发现有几篇文章太深奥了，我根本
看不懂，所以只好跳过去不看。可是有些文章，就好比《狗
猫鼠》吧，我虽然可以从文中看出鲁迅对小动物的关心、爱
护，但是我却看不到更深层的意思——《狗猫鼠》是针
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的“流言”，表
达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嗥叫”、时而“一幅媚
态”等特性的憎恶。

还有，《无常》我根本看不懂，但是，我可以从导读中理解
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为了讽刺那些打着“公理”、“正义”
旗号的“正人君子”。

在“风雨故园”里，我真的看到了《父亲的病》中所说的那样
“要原配的蟋蟀一对”，还有更离谱的呢，要什么了生三年
霉的豆腐渣熬成灰，什么三年的陈仓米……唉，那些“名
医”真是想得出什么说什么啊!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
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也反映了旧中国的科学、
医术的落后和平民的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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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的一部散文集。在“朝花夕
拾”中作者将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所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用
语言真情的流露出来。说明作者在童年和青年时所难忘的经
历。在他童年里不是很好的。他做的每件事都得不到长辈的
认同。这使他感到很难过，但是他没有感到人生的黑暗到来
了。他则是将这些长辈的不认同改为动力，写进这部“朝花
夕拾”里。他要告诉我们，在童年中的无奈释放出来。同时
也给家长们一个理解和同情的心态对待我们像鲁迅在童年里
那种不被长辈重视的警钟。

在“朝花夕拾”中，给我最深的一篇则是“狗，猫，鼠”。
在这篇有趣的散文中，不是题目所吸引我，也不是内容好笑
有趣的文字，而是鲁迅在童年里与一只仇猫的叙事。作者与
猫的关系和对猫的讨厌。这说明鲁迅在童年里的不知与单纯。
也写出作者在童年与一只猫的搏斗。

从鲁迅写的(朝花夕拾)中，我能感受到在作者的童年和青年
中不是很好过的，但这也时时刻刻充满着美好的回忆。

鲁迅的童年 和青年是酸酸甜甜的。我们的童年和青年也像鲁
迅一样的。童年和青年过得好或坏它都会留给予们回忆，所
以鲁迅和我们的童年青年都是美好的。

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享受着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
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
神往的自然画。

我读鲁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自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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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学就引起了我心
中的共鸣吧，因此我才会那样喜爱，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
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异常的亲切，充满激情。

《五猖会》是鲁迅儿时回忆去东关看五猖会的一件罕逢的盛
事。

因为东关离县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前夜预定好的大船，
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
下去了。儿时的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搬得快些。忽然，工
人脸色变得很谨肃了，小鲁迅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他身后。
父亲叫他把书拿来，他忐忑着，拿着书来到父亲面前。父亲
教他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背出来就让他
去看会，否则不准去。这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鲁迅的头上，
他读着，强记着。

太阳升得很高了，鲁迅才有把握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梦似的
就背完了。父亲这才答应让他去。大家同时活动起来。工人
们把他抱起来，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但鲁迅却并没有
他们那么高兴，开船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
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这篇文章描述了儿时父子之间一场微妙的冲突，“我”对五
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无
知和隔膜，含蓄地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鲁迅说出
了孩子在父母毫不顾及孩子心理时的无奈和厌烦。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鲁迅生在一个县城里的家境小康的读
书人家，遭逢社会变革和家庭的日渐败落。鲁迅被包围在这
种黑暗封建的家庭风习和社会现状。

鲁迅的童年，许多来自儿童的玩性，天真的稚气都被抹杀了。



我们的大人，真该反省反省了。

《朝花夕拾》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
历，生动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画面。而它用特别的名字暗
示了作者写它时的心情。清晨绽放的花因有初阳的陪衬，显
得无比娇嫩欲滴，而傍晚的花失去了娇艳，可在落日的照射
下显得别有风韵，此时去摘取，底蕴自然比清晨的花要深厚
的多。作者在风烛残年的时候写下了这本书，在那时回忆起
孩童时代的点点滴滴，心中必然会有许多的不舍和留恋。

这本散文集中刻画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迅哥的童年玩
伴闰土，长大后受到当时黑暗社会的压迫，从而变成了一个
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尖酸刻薄的农村妇女杨二嫂;以及
他的父亲、衍太太、范爱农等人物。正是这些性格迥异的人
物，使作者理性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作者用尖
锐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封建社会的图画。
他把自己的情感蕴含在每一篇文章中，以浓厚的时代气息来
警示人们，讽刺社会。

那些质朴的人们也飘散在了过去，融为一体，埋入深土。或
许在将来会有人发现那些简单的快乐，把他们的思想根源找
到，重新温暖这庸庸碌碌，乏味无趣的世界。

一点，一点，一点点地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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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