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心得感受 阅读朝花夕拾
的心得感悟(汇总8篇)

学习心得是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经验、方法进行总
结和归纳的一种书面表达方式，它不仅能够巩固学习成果，
还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以下
是一些教学反思的技巧和方法，供大家在教学过程中参考使
用。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一

1.《狗猫鼠》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
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
噑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
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的
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2.《阿长与(山海经)》忆述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情景，
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
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
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
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3.《二十四孝图》从当时的儿童读物谈起，忆述儿时阅读
《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作品
着重分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
孝道故事，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
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作品对当时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4.《五猖会》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
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
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5.《无常》描述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
常”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爽直而
公正的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
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文章在夹叙夹议中，
对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予以了辛辣
的嘲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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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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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父亲的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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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7篇作品，记述鲁迅儿童时期在故乡的生活片段，展现了
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风貌，是了解少年鲁迅的可贵篇章。
后面的《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三篇作品，记
述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日本求学和回国后的一段经历，留
下了青年鲁迅在追求真理的人生道路上沉重的脚印。

8.《琐记》忆叙鲁迅为了寻找“另一类的人们”而到南京求
学的经过。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为雷电学
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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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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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突出地记述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
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
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表达了对



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二

这个作品记述了鲁迅先生童年时的生活及青年时的求学历程，
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

在这十篇散文中，我对《二十四孝图》感触最为深刻。

当在第一才看到这个题目时，我有很想看看这个二十四孝图，
我想看看这二十四个小子是怎样实行自己的孝道，那场面一
定很令人感动吧。真应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了，
读完《二十四孝图》后我一点儿也没觉得感动，取而代之的
而是气愤，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孝道?从中我没有看到“孝”
这个字，这压根儿就是摧残，他们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
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
人”。这就是孝?错，大错特错。这是他们借着孝来实现自己
的一己私念罢了。可见，这摧残性命的“孝”是多么可怕啊。
一个个多么无辜的性命就这么得没了。

我很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社会里，我有爱我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是宁可吃点苦也有让我过得好点。我很感谢他们，我会
多理解他们的辛苦，尽量不让他们多为我操心，这就是我对
他们的孝，这孝是爱，而不是摧残。

虽然那个时代残酷，那也并不代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好
的。那些帮助他人的人反而变成可伤害他人的人，这让许多
人热爱帮助的这颗心都逐渐消失了。更可恶的是，有些人为
了钱，做一些伤害他人伤害社会的事。更有一些人，为了自
己的利益随意把别人踩在脚下，任意地玩弄。每个社会都有
不同的现状，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的，他们有他们
的生存方式。种种与此，都表明了我们大家还需努力，我们
新一代的青少年要努力争取改变这不好的现状。



作为新一代少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为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祖国更加美好而努力。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三

今天，我又读完了《朝花夕拾》中的《琐记》一篇。

本片主要讲述了，从儿童要上学堂经过的一些琐事，表达了
鲁迅先生怀念儿时，想要为自己未来过得很好，好好学习的
思想感情。

读完这篇以后我陷入了深深地沉思，每个人都想一直留在儿
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会成长，慢慢变老，时间
带走了童年太多的快乐，当然在童年许多不能理解的人和事、
忧愁，随着年龄和阅历也逐渐开始理解和明辨是非。

举一个例说罢，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
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
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
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
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
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却决不如此。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
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

由此可见，衍太太的“好”是在鲁迅写此《琐记》时才泾渭
分明的。

鲁迅小时候看待问题就有了自己的看法，衍太太做人当面一
套背后一套，看在鲁迅眼里就让鲁迅小小的心里产生了反感。
《琐记》是这样写的：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
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着数，说道，“好，
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



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
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
要旋，不要旋……”

关于这段童年经历，成年后的鲁迅的愤慨在《琐记》是这样
写的：

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
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轻，一遇流言，
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
到母亲的爱抚。

而后好几年，鲁迅长大了，懂得了许多道理，有了自己的见
解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让他开始重新看待他在童年经
历的人和事等许多东西，比如衍太太这个人，就让他重新审
视了一番。通过读这篇《琐记》，让我认识到人的两面性，
同时也让我感觉做人还是要做沈太太那类直来直去的实诚人，
绝不对不能做衍太太那种表面对人家好，可是内心却不是真
诚的一类人！

读了这篇文章，我受益匪浅。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四

读百草园，总想起小时候，我家楼下也有一个碧绿的小菜畦。
每一天经过菜畦，总有几株狗尾巴草用它那调皮的小手挠我
的脚踝，使我不得不驻足观望，再好好挑逗它们一番。不少
农民在那翡翠般的作物之间浇水施肥。我和小伙伴们曾养过
小兔子和小狗。小狗走了，兔子也没有留下。

如今那片碧绿的小菜畦已经成为了停车场。鲁迅的文字打开
了我心底封存已久的回忆。在这快速发展的年代，偶尔停下
脚步回想往事，不禁有“物是人非事事休”之感。



读三味书屋，鲁迅在其中折腊梅，寻蝉蜕。不由得想起儿时
上幼儿园的场面。拍尽相册上的灰尘，翻开一页，那照片似
乎有点泛黄，边角也微微卷起，拍摄地貌似有点模糊，但仍
然能依稀地分辨出小小的我。

那时的我真是幼稚，手上的动作分明就在模仿铠甲勇士。随
着年龄的增长，心智慢慢成熟，处事渐渐老练。但很多事情
却失去了童年的乐趣。也警示我们要珍惜一分一秒，充实生
活。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五

早闻鲁迅先生的文字是一把刀，锋利无比。今日之见，果然
名不虚传，这文字，威力极强，深深刺入敌人的要害。

最喜《狗·猫·鼠》这篇文章，感叹其灵活的语言运用以及
立意的深刻，时不时地向腐朽的封建统治和黑暗的军阀势力，
施以“冷箭”。老鼠，一种弱小的动物，在动物世界里，属
于弱势群体。它们，虽然迫于生活偶尔出格，但它们从不干
些伤天害理的事，却常常遭遇“猫警官”们的“严刑逼供”，
但无人愿为他们伸张正义，因为它们是弱者。被欺压，正常!

我不禁陷入沉思，联想到了那时的旧社会，军阀当道，租界
遍地。腐朽落后。有千千万万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可有当局者探访民间疾苦?没有!那些贴着“正人君子”标签
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个个戴着这虚伪面具的暴戾剥削者。
他们以要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为借口，大肆征集税收，搜刮
民脂，来满足自己的私心，不管底层百姓的一片怨声载道。

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虽然寥寥几页，却针针见血，发人深醒。
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丛林法则”。
佛家有云：“众生平等”。但在那个年代，依旧存在着腐朽
的封建等级制度。老百姓处于社会底层，就如同鲁迅笔下的
隐鼠一般不见天日;而军阀统治者之流的猫们却摆出一副高高



在上的姿态，依仗自己的强大，欺压善民。殊不知，他们也
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无能之辈罢了。

如今我们正处于和平的年代，虽然没有当时的军阀统治，百
姓也安居乐业了，相比当初人们的思想观念，“众生平等”
的理念也渐渐地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中。

也许是那个年代唤醒了现在人们的灵魂吧!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六

我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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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七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晚年为了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
事，抒发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而写的回忆散文集。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朝花夕拾读后感给大家，欢迎大家阅
读!

《朝花夕拾》作者是鲁迅，在上个学期中我们深度了解了他。
《朝花夕拾》并没有满篇的好词佳句，却能吸引读者继续读
下去。

一个以笔为武器，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
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
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笔下写出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一个个鲜活形象的
人物形象，鲁迅用不同方式写出了人物的性格。

读《朝花夕拾》，我也真正领悟到，儿时的鲁迅拥有一颗丰
富而且向往美好的心灵正而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让故事变得僵
硬。以致与许多年后当鲁迅回忆起童年在故乡的有趣的事和
童年玩耍的地方，哪怕是其中的一件不起眼的小树，不起眼
的小草，或是一颗不起眼的树，都在鲁迅的童年中依旧充满
了深深的怀念。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路上都是千奇百怪的小虫
子，“我”当时有特别的小，所以上课时都在想各种各样的
虫子。同时给先生打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先生又特别的严
厉但先生自己读书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则又开始做我们爱
做的事情。

并且，长妈妈讲的赤炎，美女蛇的故事，所以特别令我我害
怕百枣园中的赤炎蛇。

读完后，我觉得鲁迅先生，虽然在回忆自己的往事，但依就
写得栩栩如生，表现以前孩子们的淘气，爱玩，天真烂漫的
心理，所以十分的吸引，读者的眼球，让人们不由自主的回
忆当时自己的童年。又表现出当时人们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的情感，不喜欢让父母或别人束博自己。并且童年的那些琐
事，也是我们最爱温馨的事，让我们有了，天天欢乐的心情。

所以童年，是我们永远爱回忆的“时间段”。让我们向着自
由，向着以前那种温馨感觉，一起去回忆，一起去我们爱的
童年，勇敢的去飞，勇敢的去自己的“百草园”。

鲁迅的作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既不遮遮掩掩，
又不追求满是好词佳句的华丽。却更能吸引读者，仿佛在给
你讲故事一样。



比如范爱农的眼球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渺视。有比如“却
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这就是鲁迅在描写人外
貌特征和习性时的特别手法。他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人的
特点，又增加了幽默感。

鲁迅不管是对他人的赞扬或批评以及对那人的各种看法，都
豪不掩饰地写出来。因此，我比较喜欢他的文章。例如〈阿
长与山海经〉。内容大概是这样的：长妈妈是我的保姆，起
先，我很讨厌她，特别是她的切切察察，而且她睡相极不好，
但她也懂得许多有趣的礼节，是我不耐烦的。之后，她给我讲
“长毛”欺压百姓的残忍故事，他伟大的神力让我敬佩。然
后，在我极度渴望〈山海经〉时，阿长为我买来了。我又一
次对她敬佩。最后，她辞了人世，我默默为她祈祷。本文由
我一次一次对她态度的转变，突出了阿长的朴实。

朝花夕拾心得感受篇八

鲁迅所写的《朝花夕拾》愤怒的揭露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
教吃人的真面目，对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朝花夕拾读后感给大家，欢迎大家阅
读!

鲁迅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朝花夕拾》想必大家都知道，
正同它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那
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细细品读下去，鲁迅的文笔充满
了丝绵细腻的情感犹如小桥流水，沁人心脾。它真实地纪录
了鲁迅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追忆那些难以忘
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生动地
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风俗画面。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股热情，
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望整日被



父母、家奴管束着，这正是儿童特有的。

清晨的花到了夕阳西下时再去摘取，等我们到了朝花也能夕
拾的时候，在那若有若无的清香里，浮想联翩 ，幼年时童真
的味道留在心头，慢慢荡漾开来。

小路绵延，却弯不尽他的乡愁;森林的茂密，却隐不住他的寂
寞;清如泉水，却淹不透他的爱国，鲁迅，艰难路上最真实的
君子!

和曛的阳光照入窗内，水印悄然无迹，屋外的天空仿佛更高
更蓝，粒尘不染。欣赏鲁迅的心已飞到云霄高处!

在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名著，叫《朝花夕拾》。《朝花夕拾》
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集了鲁迅先生记述他童年和青年
生活片段的10片文章。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如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
字记叙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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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
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
的不满。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
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
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节;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
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
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
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
他的景仰。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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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讯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虽然在鲁迅的童年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不时从字里行
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情，让人眼前不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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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读着发自鲁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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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采摘野花野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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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书，我还沉浸在鲁迅质朴又不失趣味的童年故事中，因
而回想起自己无忧的童年，不禁轻轻笑出了声。正如它诗意
盎然的名字一样，饱含别样的韵味。我想，清晨绽放的鲜花
有了晨曦才会更加娇嫩，等到了夕阳西下去摘取，失去了刚
刚盛开时的娇艳和芳菲，晚霞的照射却使它平添几分风韵。
那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在风的呼吸里一丝丝的氤氲开来，给
人以无限的遐想。幼年时童真的味道却留在心 头，慢慢荡漾
开来。

鲁迅是乡下人，却能像城里人一样读书;少了乡下人的粗狂，
却多了一份知书达理。我感受到了从书卷里抵挡不住的天真
烂漫，他打动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油蛉在这里低
唱，蟋蟀在这里弹琴。”我感受到他希望以大自然真实的拥
抱在一起，那种跋涉在山水中的闲情逸趣，宠辱不惊，和一
点淡淡的忧伤。

其实，自己也曾拥有那些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童年时光，也喜
欢躲在山林中远眺绿色，也喜欢蹲在草丛边看上一整天的蚂



蚁，也喜欢疯狂地奔跑在林荫小道，抛洒泪水，抛去一切一
切的不愉快。也喜欢为了一点点小事和要好的朋友闹翻天。
为数不多的童年时光，像紧握在手中的沙子，虽然很不想让
他一颗一颗的漏掉，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在《朝花夕拾》
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对美好童年的深深还念和对现
实社会的不满。鲁迅就是鲁迅，敢爱敢恨，大爱大恨，真情
流露方是其人本色。

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里重现，我们慢慢品味鲁迅的童
年，也好好回味我们自己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