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人日记读书心得体会(通用8篇)
学习心得的重要性以下是一些实习心得的精选范文，供大家
参考和借鉴。

狂人日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
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
作品，已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特色，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为
之倾倒，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
法不叹服于先生的天才。下面，我将对《狂人日记》进行个
人化的解读，其中自然有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位读者，我
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的权力。

单单就以他的文学作品而论，也要说上老半天。我看过他的
狂人日记。鲁迅他运用了日记和精神病人内心的独白方式把
他想所表达的内容发挥地淋漓尽致。那时候的人们生活在水
生火热之中，而鲁迅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存亡，在这生死悠
关的时刻，他抛弃了学医的梦想，抛弃了封建社会的思想主
义，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朝着文学殿堂为他展开的大门前进，
用手中的笔跟敌人做战斗，用手中的笔挽救中华民族的灵魂，
让人们知道祖国的荣辱兴衰。鲁迅他是一个作家，也同时是
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用他手中的笔描绘着属于他自己的蓝
天，他就在这片蓝天中尽情地展翅高飞，写作则是最适合他的
“翅膀”。

狂人日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狂人日记》鲁迅先生创作的第一部短篇白话文日记体小说，
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首先来简要介绍一下这篇小说吧:“我”一旧同学昆仲在生病



时写了日记，刚好我又回乡探亲，得到这一旧同学的日记，
由此引出下文。昆仲因为在多年前踹了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
子，于是被乡里人视为异端，都觉得他是一个疯狂的人，整
天把他当成鸡鸭一样关在房间里，并且他怀疑他哥哥们密谋
要杀他吃他肉。

害怕的昆仲去劝说他哥哥不要吃他，说在一群吃人的人中迟
早也会互相吃尽，让他不要吃人了。但是他哥哥让他不要胡
思乱想，安心养病，还请来了一个郎中为他看病,但是这个医
生他认为是刽手,和外面吃人的乡是一伙的。在他的日记中他
还怀疑自己死去的妹妹是被他哥哥煮了吃掉的，最后他也吃
到了人肉,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本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反封建战士——“狂人”的形象。作者
通过狂人的叙述，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反映，实际上就
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封建家庭制度
和封建礼教,其本质就是吃人。同时,作者发出了“救救孩
子”的呼声，呼吁人民觉悟起来,推翻封建制度。

本篇以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和强烈是艺术感染力，在思想界、
文化届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为整个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艺术手法上放特色，在新文化运动中产
生了广泛影响。实主义手法描绘狂人的多疑症、妄想症，都
符合迫害狂的病态特征，且象征手法写了狂人一语双关的表
态。《狂人日记》使用现代文，语言杂乱而敏锐，既符合精
神病人的特点，又道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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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狂人日记》时，我怎么都不能理解，看到狂人在
一个周围都在吃人的环境里，我禁不住从头冷到脚跟，还以
为这是一部恐怖小说，只是读了个剧情就放下书本，没再探
究了。这个寒假打开《呐喊》再翻到《狂人日记》时，便带着
“作者在表达什么?”的问题去读，读完后才理解作者并不是
在写真正意义上的吃人，而是想表达对“吃人”的封建礼教
的批判。可我还是对这种象征的写作手法理解不透彻，于是
拿着书向爸爸求助。在爸爸的帮助下，大致理解了作者的写
作意图。

作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本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
礼教的弊害”由此我认为本文想表达以前中国的封建思想对
人民的迫害，也就是所谓的“吃人”。作者没直接批评这种
现象，而是塑造了一个人物，也就是“我”，狂人——一个
代表着新思想的人物。

首先，在狂人周围的村子里，像“赵贵翁”和“古久先生”
都是以前封建权威的代表，在此是封建旧思想的象征。接着
讲到“七七八八，交头接耳接议论我的人”，这些人也是被
封建礼教压迫的民众，可对新思想的进入也一样排斥恐惧，
就连街上的小孩子也被教得与我“冤对”。他们都想把我所
代表的新思想扑灭掉。

作者还着重描写了我的大哥—封建宗族势力的代表，记叙了
小时候他同我讲“吃人的道理”，还让我也参与一起吃掉妹
妹。现在轮到要合起伙来吃掉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



礼教的灭绝人性的性质。

最后，作者由人写到了历史，“历史书上歪歪斜斜的每页上
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发现全是‘吃
人’两字”。这也正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出的最强烈的
批判，他们把吃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美化成仁义道德来
宣讲，来愚民。

小说结尾，在这个已经绝望的社会中，作者还是找到了希
望——孩子。即使自己已经吃了人，无法传播新的思想，无
法建立新的社会，即使那些孩子也被他们娘老子教得“冤
对”我，但总有没吃过人的孩子。所以作者发出了呼
喊：“救救孩子”。没吃过人的孩子，他们可以成长为新的
人类，可以建立新的社会。

我问爸爸这个问题，爸爸说这个得自己找答案。我想我自己
应该是没有吃过人吧。社会上粉饰太平，指鹿为马还是有的，
但应该说还是给个人留出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赛先生可以尽
情宣讲了，德先生则需要做些修正。鲁迅看到估计肯定不满
意，但应该不至于绝望吧!

狂人日记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令我印象深刻。里面
的“狂人”在现在人看来就是”疯子“，但我细细品味，却
有了自身的见解。

书中狂人说：“我三十年未见过明月，赵家的狗恶狠狠地看
我几眼，似乎马上就要吃了我了......”当然这都是假的，
一个人怎么可能三十年没见过月亮呢?狗怎么会见谁吃谁呢?
所以，这都是“狂人”疯癫的想象。如果真把这当做想象的
话，那就真的是在看疯子的日记。



在我看来狂人口中的吃人是在批判封建礼教制度的毒害下，
人们心理扭曲，却还要对下一代灌输封建理念，将下一代埋
葬在这吃人的封建礼教之中。而在这样几乎人人都被封建礼教
“吃掉”的社会中，被封建礼教毒害得太深的人们又要把未
被污染的人们拉进“吃人”的圈子。民众的愚昧更是在对孝
子应割肉煮了请生病的爷娘吃上体现出来。可以说实际上主
人公发狂的阶段是他短暂的从封建礼教中醒悟过来的时期。
然而很可惜，主人公的醒悟之语，在当时只被人误解为是发
疯是所说的疯言疯语。事实上，在世人取笑狂人时，他心里
正苦涩的吟着“世人笑我太痴狂，我笑世人看不清。”

也许是预料到自己在短暂的醒悟后，终于还是要被吃人的封
建礼教所吞没，于是他在自己被吞没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发
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唤。
作者借狂人的日记，借其狂的状态呼唤着被封建礼教所毒害
的人们的人性的回归。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正是还未被
封建礼教毒害的赤子。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在这样现实与想象相交融的日记里，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对
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发现。这样的理解我或许达不到，
我仅能借助先生的视角去看那我所不熟悉的历史。

狂人日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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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得有
理。”我从这段话中的“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想到
主人公三十年前可能就见过这个人。既然是赵家的狗，那么
这个“他”肯定也姓赵。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鲁迅的文
章和现在我们写的文章大不相同，他的写作不用好词好句来
描述，也能使我们忍不住接着读下去，就像我亲眼看见了故
事中的情景。



整篇日记都在说吃人的事，“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
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
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截下
手，真要令我笑死。”“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
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
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时候，我又懂得一
件他们的巧妙了。”在正常人眼里，他们为主人公做的事情
是正常的。但在狂人眼里这些话会引起他的胡思乱想，怀疑
他们的举动都是要吃它，狂人有些惊慌失措_“还有七八个人，
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
脚根。”“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
一大片汗。”文章中描述狂人疑神疑鬼、紧张兮兮的样子，
我觉得他真是可笑。

我上网查阅了一下，狂人日记的正确解释是揭露当时旧社会
的黑暗的事，鲁迅把自己当成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看这个黑
暗的世界，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虚伪和本性。我又拿起书看
了一遍，其中有一段狂人的话我想了半天“吃人的是我的哥
哥，我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
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有些转不过弯来，我猜想着这句话的
所表达意思。

鲁迅的文章太深奥了，像我们这样的小学生很少能读懂其中
的含义，我也是在网上查阅资料才得到结果，但是我还是喜
欢读鲁迅的文章。

狂人日记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令我印象深刻。里面
的“狂人”在此刻人看来就是”疯子“，但我细细品味，却
有了自身的见解。

书中狂人说：“我三十年未见过明月，......赵家的狗恶狠



狠地看我几眼，似乎立刻就要吃了我了......”当然这都是
假的，一个人怎样可能三十年没见过月亮呢?狗怎样会见谁吃
谁呢?所以，这都是“狂人”疯癫的想象。如果真把这当做想
象的话，那就真的是在看疯子的日记。

在我看来狂人口中的吃人是在批判封建礼教制度的毒害下，
人们心理扭曲，却还要对下一代灌输封建理念，将下一代埋
葬在这吃人的封建礼教之中。而在这样几乎人人都被封建礼教
“吃掉”的社会中，被封建礼教毒害得太深的人们又要把未
被污染的人们拉进“吃人”的圈子。

民众的愚昧更是在对孝子应割肉煮了请生病的爷娘吃上体现
出来。能够说实际上主人公发狂的阶段是他短暂的从封建礼
教中醒悟过来的时期。然而很可惜，主人公的醒悟之语，在
当时只被人误解为是发疯是所说的疯言疯语。事实上，在世
人取笑狂人时，他心里正苦涩的吟着“世人笑我太痴狂，我
笑世人看不清。”

也许是预料到自我在短暂的醒悟后，最终还是要被吃人的封
建礼教所吞没，于是他在自我被吞没前的最终一篇日记中发
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唤。
作者借狂人的日记，借其狂的状态呼唤着被封建礼教所毒害
的人们的人性的回归。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正是还未被
封建礼教毒害的赤子。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在这样现实与想象相交融的日记里，鲁迅先生表达了自我对
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发现。这样的理解我或许达不到，
我仅能借助先生的视角去看那我所不熟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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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狂人说：“我三十年未见过明月，......赵家的狗恶狠
狠地看我几眼，似乎马上就要吃了我了......”当然这都是



假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三十年没见过月亮呢?狗怎么会见谁吃
谁呢?所以，这都是“狂人”疯癫的想象。如果真把这当做想
象的话，那就真的是在看疯子的日记。

在我看来狂人口中的吃人是在批判封建礼教制度的毒害下，
人们心理扭曲，却还要对下一代灌输封建理念，将下一代埋
葬在这吃人的封建礼教之中。而在这样几乎人人都被封建礼教
“吃掉”的社会中，被封建礼教毒害得太深的人们又要把未
被污染的人们拉进“吃人”的圈子。民众的愚昧更是在对孝
子应割肉煮了请生病的爷娘吃上体现出来。可以说实际上主
人公发狂的阶段是他短暂的从封建礼教中醒悟过来的时期。
然而很可惜，主人公的醒悟之语，在当时只被人误解为是发
疯是所说的疯言疯语。事实上，在世人取笑狂人时，他心里
正苦涩的吟着“世人笑我太痴狂，我笑世人看不清。”

也许是预料到自己在短暂的醒悟后，终于还是要被吃人的封
建礼教所吞没，于是他在自己被吞没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发
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唤。
作者借狂人的日记，借其狂的状态呼唤着被封建礼教所毒害
的人们的人性的回归。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正是还未被
封建礼教毒害的赤子。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在这样现实与想象相交融的日记里，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对
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发现。这样的理解我或许达不到，
我仅能借助先生的视角去看那我所不熟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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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是我国的大文豪，拿
起他的散文真还担心读不懂，翻开第一页，静静地读了起
来.......

文章不是很长很长，分为好几篇，每一篇都是一天所写，就
像是日记一样，从这个“狂人”的日记中，我们看出了一个



人吃人的社会，所有人都想着如何去吃人，就连自己的亲人
都要吃自己，每天都是惊险的一天，都有人惦记着要吃你，
描写出了一个可怕无情的人吃人的社会，黑暗恐怖让人害怕
的一群人，读来让人胆战心惊。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这个社会多么的无情和残
酷，不顾亲情，什么都不顾，只是去想着如何去吃人。

联系鲁迅先生所处在的时代背景可见当时真是的社会就像书
中所描绘的那样，人吃人，残酷黑暗，老百姓就像那要被吃
的人一样，毫无防抗之力，而那时的政府就像是吃人的人，
残酷无情。生活在这样之中的人除了折磨就是站起反抗，可
是国人的心早已沉睡，鲁迅先生就是用这样的文章来唤醒国
人的心，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奋起发抗。

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就社会，了解了那
时的社会，是我对鲁迅先生这个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