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 朝花夕拾
读后感朝花夕拾读后感(大全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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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篇一

《朝花夕拾》，早晨的花儿，到晚上再去拾起，很有诗意的
书名;同样，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使得我收益非浅，
感触良多啊!

后来多读了几遍，我明白了，不要把这样的名着当作佳作，
其实，这本书的文章看似“聊天”也正是鲁迅先生的文字魅
力所在。它看上去很朴实，甚至比较口语化，但为什么却能
够深深地吸引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朴实，让人感觉很亲切，
就象他站在你面前跟你诉说着什么似的，“说”到兴奋处，
文字又会变得非常热烈，这就让人能够从中品味和感受鲁迅
先生的点点滴滴。

郁达夫是这样形容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
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
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这个特点在《二
十四孝图》这篇文章中表现得一览无遗。一开头，便以“寻
咒”从侧面点出中心，接下来便诉说了一段他童年的一段故
事。

《朝花夕拾》中那几篇描写人的文章，我是比较喜欢的。首
先，这些文章的内容比较吸引我——因为我喜欢看到各色各



样的人，再加上鲁迅那种轻松而生动的语言，读着读着，你
仿佛就可以看到那个人似乎站在你面前一样。比如《阿长与
山海经》，描写的是鲁迅家的保姆阿长。文章生动地塑造了
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时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有人比喻这
篇文章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
花”。

的确，对于这个妇女，鲁迅先生不但没有避讳写出她的美与
丑，反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怀念她的一切。不论鲁迅先生对
她是佩服、厌烦、喜欢或是讨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感
情。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长妈妈”跟“孔已己”很相似，
同是旧中国的人民，遭遇也差不多，比如他们的名字，都是
已经被人遗忘了的，而外号也是随便起的。可悲的人啊!

直到我写完了这篇读后感，“感”到了这么多，我认为我才
算是真正地读懂了《朝花夕拾》这一本名着!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篇二

要说留给我印象最深得书，《呐喊》当居首位，真得，一点
也不夸张。不论是《孔乙己》中得主角；《药》中得华老栓；
《明天》中得单四嫂子；还是《阿q正传》中得阿q，都能跃然
纸上。《呐喊》是鲁迅先生经典小说集，更是中国得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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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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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孔乙己。他在酒店是人们取笑得话
题，在生活中他以偷为职业。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得书竟
被打断了腿。孔乙己得死，不正象征着中国教育得堕落吗？
我还看到了读书人得悲哀。他们可供炫耀得惟有学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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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形象，不知感
染了几代人。

曾记得，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得“豆腐西施”；那个“一
望无际得碧绿得西瓜地上，带银项圈得小英雄”闰土见到作
者时欢喜而又凄凉得神情，点头哈腰得。将当时人民在受到
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得情形展露无遗。

《药》则体现出了一个民主得愚昧和无知。其中得环境描写
似乎就是当时世道得黑暗程度与动荡不安。让人们深深地对
自身得无知而感到可悲。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呐喊》中得哪部小说得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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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性得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是因为它“写出
一个现代得我们国人得魂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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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本能得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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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中国得一个贫苦农民。在未庄，阿q连姓赵得权利都没有。
他专做短工，穷得只有一条“万不可脱”得裤子；他是弱者，
受了他人欺负却又要欺负比他更弱小得小d；他挨了打，常
用“儿子打老子”得话来安慰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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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得压迫
剥削使他贫穷；深重得愚弄毒害更使他愈发麻木愚昧。他
得“革命行动”竟是去静修庵里胡闹。所以说，阿q不能正视
自己得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得奴隶生活中去了。这也是就
中国人民得最大弊病。

在我读过那么多得文学作品之后，鲁迅先生得《呐喊》却仍
让我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在鲁迅得作品里，尽是他那
忧国忧民得民族责任感，尽是他对中华民族得深深热爱。他
得言语犀利，他得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得封建
制度。啊！中国，快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篇三

鲁迅写的《朝花夕拾》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吧！读了《范爱
农》这篇一文章我深有感触。

《范爱农》这篇文章先抑后扬，叙述了作者鲁迅在和范爱农
接触时发生矛盾的几个生活场景，因为发不发电报闹了矛盾，
鲁迅很厌恶范爱农，范爱农厌烦鲁迅也溢于言表。但是在后
来两人在次相见却又成为好友。一次范爱农在和醉酒之后，
一不小心溺死在河水中，鲁迅不知是真是假。

《范爱农》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性格耿直而倔强的人。
范爱农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革命报有着很大的希望。但是，
希望越大，失望的也就越多。范爱农这悲惨的结局不仅仅是
因为他自己的性格，还有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政府的无
能。范爱农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无法在黑暗的社会上
立足，他很痛苦。鲁迅通过这篇文章抨击了社会。折射出自
己的无能为力和对好友的怀念。

我们要学习鲁迅的坦率真诚，范爱农的正直、勇敢。文章表
现了鲁迅对死难同学们的同情，和他自己的无奈之情。



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要学习鲁迅和范爱农的精神
坦率、正直、勇敢。使自己更完美。

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有很大的收获，每每翻开这本书，范爱
农那耿直勇敢的形象便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难忘。这本书
值得我永久珍藏。

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篇四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朝花夕拾》。这本书的内容很
精彩，寓意深刻，让我受益匪浅。

《朝花夕拾》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是他于1926年所创作的
回忆性散文集，原名为《旧事重提》，后于1927年编辑成书，
改为现名。鲁迅在创作期间经受着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但
他毅然支持学生运动，反对敌对势力。他面对这种困难的处
境，毫不畏惧，这种信念和精神激励了他创作了这本书。

内容上，这本书主要记叙了鲁迅童年时期的生活以及他的求
学生涯，回忆了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表达了他对往事美好的
的回忆和眷恋，以及对反动守旧势力的批评和嘲讽。

第一篇文章《狗猫鼠》是针对那些“正人君子”发起攻击的，
讽刺了他们的流言，告诉了他们——真正的中国人的灵魂是
不会被销毁的，更何况这些“正人君子”是中国人，但却因
为贪生怕死而服从与敌对势力，这样的人实在是太辜负自己
的祖国和父母了；表达了鲁迅对这类人的嘲讽与憎恶，以及
对弱小势力的同情。

第二篇文章《二十四孝图》揭示的是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表达了作者的讽刺之情。《阿长与〈山海经〉》记述了鲁迅
幼时和长妈妈相处时的情景，表达了他对这位勤劳善良的的
劳动妇女的喜爱和怀念。《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这三篇作品主要讲了鲁迅儿时的生活情形，展



现了当地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面貌，是了解少年鲁迅的可贵文
章。后面的《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三篇作品是鲁
迅远离家乡，赴日本留学的成长经历，也是他印象最深的记
忆。

这些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有机结
合，充满诗情画意。如我们学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写景的一段：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的桑葚；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
黄蜂伏在菜花上，云雀从草间直窜向云霄，斑蝥从后窍喷出
烟雾……作者调动了人的视觉，触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按
照从上到下的空间顺序描写了百草园的美丽风景；“碧绿，
光滑，高大，紫红”等形容词，生动形象地把百草园的景色
描写得绘声绘色。还有长妈妈给儿时的鲁迅讲“美女蛇”的
故事，串入这一情节，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作品的语言朴
实，亲切，是现代回忆散文的典范之作。

最后，我向大家推荐这部不朽的灵魂之作，希望大家能细细
品味，感悟其中的真理。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启
发。

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篇五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对童年的回忆，是他惟一的一部散
文集，鲁迅先生在书中下了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趣事、风
俗不仅是他的个人写照，还反映出了旧社会的封建与革命的
火热，表现了鲁迅先生对改革后社会的无限憧憬与对童年的
眷恋。

虽然中国不断发展，旧社会变成了新社会，有了许多科技成
就，否定了许多没有科学依据的、法律不支持的坏做法与坏
风气，但“神医”却还存在。

“气功大师”王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用各种奇异怪



招吸引你后让你相信他，之后就开始行“医”，其实就是行
骗，骗到钱之后便远走高飞，对你就漠不关心。这就是旧社会
“神医”的照影，欺骗他人，损人利己。但害人终害己，他
不将会受到社会的攻击，良心的谴责，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以史为镜，可明得失”。古时的教训也甚为深刻。南宋时，
抗金名将岳飞，保家卫国，多次击败金兀术（金军首领），
得到赵构的青睐。奸臣秦桧怕岳飞权利过大，给自己构成威
胁，于是上书皇帝赵构，岳飞通金，要叛变，赵构没有主见，
就把岳飞杀害了。这引得诗人痛骂，平民悼念，一个书生写下
“人自宋后羞名烩，我到坟前愧姓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
铁无辜铸佞臣！”流传至今，秦桧也被戴上了“卖国贼”的
称号。

损人利己。贪爱欺瞒何日已。害众成家。富贵人前仍自夸。
阴功暗记。死上头来谁肯替。天道无私。报应分明各有时。

在古时、古诗、故事、生活-------都在告诉我们：害人终害
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多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就是为自己！

我们虽然不能控制他人，但一定要管好自己，不去做损人利
己的事情，多助人为乐，做好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

鲁迅先生又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向我们重申--害人终害己！我
们已经告别了旧社会，要多以助人为乐，“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生命在于奉献，害人终害己！

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篇六

在其中有一篇称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指的
是流传称为百草园，百草园里有很多草，因此叫百草园吧！



光洁的石井栏也有又高又大的皂荚树等一些很美观大方的一
些草哪些的……

百草园里的气体尤其清爽，也有很多不知名的小生物。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写的都很有意思，百草园里那才叫有意思
呢！由于里边有许多的生物，三味书屋也有一些很有意思，
由于里边是一座学馆，它的名称尽管叫三味书屋可是它是一
座学馆。

百草园是鲁迅先生家后边的大园区，起名叫百草园。

还记得朝花夕拾里边也有一篇文章称为五猖会吧！好像是。
五猖会的意思是逝东风俗习惯，每一年阴历四月十五为五猖
会期，五猖会又被称为五通神，故时江南地区民俗敬奉的恶
鬼相传是弟兄五人。

五猖会是一个节日也是全部的小孩所希望的节日在五猖会的
情况下我由于要把简单背熟假如背不出来就不可以去参与五
猖会了，要背完才能够去那时候减略比千字文百家姓大全有
效的多了。

原本我是非常想要去参与五猖会的，之后又要背诵背完书才
能够去我将进率背的一字不漏的情况下。

我又沒有兴趣爱好去参与五猖会了。

之后我还是挑选了去原本五猖会是很繁华的玩得得都很开心
我却觉得沒有是什么意思了一点儿也不高兴。

这就是朝花夕拾中的在其中几篇都很有意思讲的也很有些道
理。



朝花夕拾读后感的题目篇七

爱，是要从小事之间挖掘出来的。

执着朝花，在夕阳中拾取，深刻脑海间的故事，却只余阿长
的那些零碎所片段。记得书中是这样说的：年幼的“我”日
日盼着《山海经》，无奈没有机会可以得到，最后竟是那
令“我”讨厌的阿长将那四本求的画本带回。

是有着许多似阿长的人在我们人生的乐谱来来回回……

给予我们爱的他们或许令我们讨厌。“但到憎恶她的时候，
就叫她阿长。”人水马龙，望过窗外时，是否瞅见孙子孙女
咧口朝年迈的身子吼去，声如波将老人的手激的发抖。最后，
千言万语的气愤，悲痛，无奈，都滑进了一声长叹。我们这
些青少年似乎不仅讨厌着自己的爷爷奶奶。偶尔在家时，面
对妈妈的口水四飞，苦口婆心，字字句句，就像加了速的运
动员进行曲在耳畔单曲循环，荡的心间的湖面波涛汹涌，惹
得眉头锁的似两座大峰。

莫等那一口棺椁入土方知后悔，莫等两鬓已霜才懂得珍惜，
莫等失去后才悲痛曾经的漠视，暴虎冯河。

鲁迅先生只能用言语将感激献上，却无法真实的用双手来捧
起自己炽热的心，撑起掩了他们心的幕布，为无私奉献的爱
画上圆满的句号。

从现在开始吧，从小事里，发觉他们的爱，从小事里回报他
们的爱。

愿你们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