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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共铸辉煌业绩。制定团队标语要结合团队的发展
和目标，体现团队成员的共同追求和奋斗方向。"团结拼搏，
共同成长"。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以致于人们对他总有说不
完的话题，他写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
得淋漓尽致。

《药》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名篇，在这里，不
仅有被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
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

是药？——是人血馒头。

是药？——是愚弄，毒害百姓的鬼话。

不是药吗？——是药。反映苦难，深挖病根，引起疗救者的
注意，是一剂医治社会的良药。

华老栓夫妇对儿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由于当时社会的扭
曲，使他们的爱也变得扭曲。他们从刽子手手中买来人血馒
头为儿子治病，为了这个“药”，华老栓用了一生的积蓄，
为了这个“药”，华老栓把别的事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
但却还“迈步格外高远”。为了这“药”，华老栓弯下了他
那本只不起来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苦涩的笑容。为了
这“药”华大妈不知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
水……可见，当时人们身上的封建思想，是何等的牢固！



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
革命信心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说，其
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
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

文章的结尾处，写到夏四奶奶去上坟遇见了华大妈。当时的
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恰好反映了夏四奶
奶矛盾重重的心理。然而，在平常人看来，一个母亲去给自
己的儿子上坟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又羞愧
呢？——故事发生在扭曲的社会里，而夏四奶奶当时的身份
是：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
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
原因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
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
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
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
羞辱。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二

读散文就像穿越无边无际的田野，欣赏遍地花开的美景。我
最喜欢的文章就是鲁迅先生那篇绝美的散文《雪》。

我是从李陀和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散文》中读到它的。文
章的标题是《雪》，但却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暖国
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
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先生似乎在表达
对于北方严冬的不满呢！

文章里，对江南的雪的描述是我最喜爱的，先生称说可是滋
润美艳之至了。可不是嘛！我的家乡芜湖的冬季，正是这样
的美景所在。雪野中的宝珠山茶，雪下面的冷绿杂草，忙碌
在冬花中的蜜蜂，短短数句，鲁迅先生就将这江南的雪天描
写得真切而又生动。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孩子们在冬季玩的



塑雪罗汉游戏，这不就是我们玩的堆雪人！孩子们呵着冻得
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这些绘声绘色地
描述，仿佛拉近了我和鲁迅先生的距离，想来先生的童年也
一定和我的一样美好而快乐吧！先生也一定期待像我这样的
孩子能够享受无忧而自在的幸福生活！

文章最后所描述的朔方的雪是我这样的南方孩子所未曾见的。
如粉，如沙，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烂地生
光，那一定是非常壮美的雪景，但它却落在无边的旷野，面
对凛冽的天宇，我努力想象着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是的，
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我读过鲁迅先生
的介绍，他是位了不起的文学家和战士，我想先生是在用铿
锵的文字表达他会像这北方的雪一样忍受孤独，与旧时代作
斗争，追求新时代春天的到来吧！

读完鲁迅先生的散文《雪》，字里行间让我感受到催人奋进
的力量。虽然先生的深意我或许未能完全体会，但却明白眼
前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祖国的未来，我们须勤奋学习，
绽放自己，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三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是一部揭示了当时社会背景的一部
寓意深刻的小说。

文中的老栓相信用蘸有人血的馒头可以治好病人的痨病，自
然是无效的，愚昧的。然而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只是只有
老栓一个人在做，他只不过是所有愚昧的平民百姓的一个代
表罢了。这样的药，反应的是当时社会底层人民思想上的愚
昧与僵化。

但是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意义绝不会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浅浅
的层面上。



在这篇小说当中，老栓所买到的药，是一个人血馒头。而这
个馒头上人血的来历很值得去探讨。文中在老栓拿到药前，
有一段对于处决犯人的场景的描写。而这些犯人的身份是什
么，作者在文中并没有说明。但是联系到本文结尾作者署下
的时间，1919年，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当时的革命背景，自
然而然，那些被处死的犯人就是当时被捕的革命者。由此可
见，老栓买的人血馒头上所蘸有的人血，竟然是为了革命而
牺牲的革命者的鲜血！老栓这样愚昧的行为，是对于革命者
的极大的不尊重。相比较于他对革命者的不尊重，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便是老栓对刽子手康大叔的毕恭毕敬。这样的行
为，都是对革命的不理解。

这样的行为并不只是老栓一个人的行为。文中来到了老栓的
店内的不只是只有康大叔一个人，还有一些普通的民众。这
些民众对于革命者的态度与老栓相比别无二致。他们甚至于
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讽刺道“真是不要命了，不要就是
了”。这不仅仅是对于革命者的不理解，更是他们对于革命
的不支持。

如果说局外人对于革命者的革命事业不支持，还不算十分过
分，然而若是连家里人都不支持革命者的革命事业，就是很
令人无法理解了。清明节的时候，华大妈去给儿子上坟的时
候遇到了同样是来上坟的夏瑜的母亲。但是夏瑜的母亲即使
是在儿子的坟墓之前仍然对儿子选择革命表示了不理解，甚
至于认为是其他的革命者将自己的儿子引上了歧途，从而害
了他。作为革命者的家人却也不能理解和支持革命者的，也
算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了。

鲁迅的“药”，不仅仅代表了那个人血馒头，在深层次上更
是反应了当时人民的思想的愚昧和封闭，也揭示了民众愚昧
的对革命者的不支持和质疑的现象。正是这样的社会风气，
导致了当时的中华民族在一步一步地衰退。

然而“药”的含义也许还不只是只有这些。鲁迅先生更希望



的是找到一种“药”，而这种药可以治好人们的心灵，乃至
于整个社会。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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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仍耐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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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伙伴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发奋着，发奋得读书，因此，也不
能在沉醉在儿时的天真散漫中了，少了几分亲切，少了几分
自由，也少了几分对大自然的热爱。

对鲁迅先生来说，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那些琐碎的
记忆，体会以下那个不一样的年代的童年之梦，体验一下那
时鲁迅的完美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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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雪读后感篇五

鲁迅先生的《雪》，没有繁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只有简
洁的文段，纯美的语言，读完之后勤部，一股真实感弥漫心
头。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美艳;朔方的雪，是
包藏火焰的大雾，冰冷坚硬。江南的雪，蕴含着春温，在晴
日下慢慢消逝，朔方的雪，抗击着严寒，在晴日里蓬勃地奋
飞。两种截然不同的雪，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鲁迅先生更
欣赏朔方的雪，这种雪大概就是先生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吧!

“雪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
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
升腾的闪烁。”这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啊!向我们展示了如此旺
盛的生命力，这极富动感的雪，不正是先生的品质吗?雪孤独
但却坚强，这不正是先生处身孤独而永不颓废的伟大品格吗?
是的。这正是先生一生的精神品质，在黑暗中渴望光明，在
严寒中向往温暖，积极向上的精神。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去的雨，是雨的精魂!这是先生
对雪的赞美，更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抒发了先生对光明的向
往，对黑暗的憎恨，深化了主题。

朔方之雪，雨之精魂……

[]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六

记得当初买这本书的初衷只是因为久仰鲁迅老先生的大名，
想领略一下大作家的风采。可当我翻开这本书时，却陷入在
那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中无法自拔。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翁，《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药》
中的小栓，《阿q正传》中的阿q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
这些人都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牺牲品。也正是从这些人身上，
我们才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本书的`作者鲁迅老先生，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动荡的年代。从
这本书中不难看出，在当时，做官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就随意
立罪，而且有的还滥用权。鲁迅老先生要揭露当时社会的黑
暗，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呐喊》中，鲁迅老先生虽
然没有指名道姓的写出那些恶官，而是从普通的群众身上反
映那些官的可恶和社会的黑暗。但不论怎么说，鲁迅老先生
敢于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就是好样的，因为他敢于批评权
贵。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英雄。

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就在前一段时
间，美国监控丑闻的披露者斯诺登，向全世界说出了这个爆
炸性的秘密。也正因为如此，他个人也受到美国的生命威胁。
他背着叛国的骂名和生命的危险向世界界揭露了美国的监控
丑闻，这等勇气并非一般人能达到的啊！口口声声称最自由
民主的国度——美国竟然偷偷监听世界各国甚至本国国民的
隐私。这一事件的曝光无疑更清楚的揭露了美国政府的虚伪
性和两面性。更让全世界看清了美国的丑恶嘴脸和阴险狡诈。

鲁迅老先生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的。《呐喊》中的悲剧已成
为过去时，它将永远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指引后人不要重
蹈覆辙，要大步向前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七

臧克家曾为了纪念一个人作了这样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是谁？相信大家都清
楚，他就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

最近，我就读了一本关于鲁迅先生的书籍，书名就叫做《鲁
迅传》。书本主要将鲁迅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放在一
个特定的圆里，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鲁迅这位伟人一个用
爱国心点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的人。

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一生铁血丹
心，呼唤光明，为的是能使祖国振兴，人民得到解放。他赶
赴日本学医，梦想通过学医医治国人，当发现救治身体并不
是最要紧的事时，毅然弃医从文，拿起笔唤醒沉睡在铁笼的
麻木的国人。遭遇各种迫害时，他辗转各地，用韧的战斗精
神来继续为国家服务。就这样，他一生永不停歇地进行战斗，
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方。为国家，为人民，百折不挠，
殚精竭力。

叶圣陶是这样评价鲁迅先生的：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
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撒到大众心里。虽
然我们与他相隔几十年，时代也已然不同，但今天的我们依
然在传颂他，热爱他。《鲁迅传》这本书让我们更懂得鲁迅
先生，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们在当今社会如何做一个像
鲁迅先生一样的真正中国人！当我读完这本书，我发现，鲁
迅先生就是那个永远的中国魂啊！

纵观历史，从古到今，像鲁迅这样的为中国的发展付出毕生
精力的爱国志士还有很多：1910年年仅14岁的周恩来在校长
的问题下，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邓稼先为中国
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给国防武器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20xx年，袁隆平的超级杂交水稻试验田的亩产首次突
破900千克。这一颗颗爱国之心，不都是铸造成现代强大中国



的重要因素吗？他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的民族
之魂！

柏拉图曾说过：人不仅为自己而生，而且也为祖国活着。无
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即使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思想变了，
但我们的这种民族之魂永远都在，我们的这种家国情怀始终
没有变过。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国家才是个人与家庭
最大的梦工场，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唯有同频共振才能奏出
最美的乐曲。

正所谓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作为祖国下一代接班
人的我们，要不负先人，不负国望，不负家人，勇敢承担自
己的责任，奋发图强，将我们的民族精神代代传承，并发扬
光大。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八

“江南的雪”象征美好的世界，革命形式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革命不是那么容易成功;对了他拍手。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
在晴天之下，却永远如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

是的。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
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因为不成功，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
堆。

鲁迅的雪读后感篇九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的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的眷念
故乡，回忆儿时的抒情小品文”，在故乡的自然景色的描绘
中流露了“鲁迅心灵”里一种“深刻的恬适的回味”。作者
鲁迅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中，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的情感。

滋润美艳的“南方的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的炽热追
求，这旋转飞腾的“朔方的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



实的斗争品格。在这两幅鲜明对立的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
个共同的哲理：要用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的是雪，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的。“暖
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
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
“暖国的雨”流露出贬抑的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的自然现
象引起感兴，而想起来南国的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的
雨”变成“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的北方凛冽的严冬，
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开篇这一段抒情的设问，是与篇中这个
抒情的主旨有机相连的。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
深情的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的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
中，使人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和生活的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
图后，又绘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的创
造而欢愉，也为雪罗汉的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的
雪”的情景描写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的深情!
美好的图景，寄寓了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境。

柔美的江南雪，壮美的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
的炽热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的严冬一样的社会勇
猛奋战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