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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一

呐喊!呐喊!中国人民站起来啦!一本《呐喊》，曾经激励了多
少旧社会的年轻人。

“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解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鲁迅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它揭示
了种种深层次的矛盾。尽管，那个时代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
但看完这本书，我的心情也不禁沉重下去。

书中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症患者的心
理活动。这个可怜的人儿啊!深受封建礼教和制度的迫害，对
社会甚至是自己身边的人都有一种恐惧感。它总认为现实是
个吃人的世界，认为封建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尽管，那个
社会是不会吃人的，但那句“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
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
深思。这篇文章是作者对吃人社会发出的勇敢挑战，是反对
封建社会的第一枪。

而《孔乙几》则又是一篇抨击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文章。孔乙
几，是封建社会的一个落魄的读书人。在封建统治的毒害下，
他只会“之呼者也”，一无所能，不得不做了梁上君子，并
在生活的折磨下慢慢死。可怜的他，因穷困成了人们的笑料，
因偷窃被打断了腿，尽管他心地善良，可又有谁会同情他那?



在茫茫人海中，他就只能这样走下去。“孔乙几还欠十九个
钱那!”是啊，他的债谁帮他还那?辛酸的故事，鞭挞了封建
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使人不禁心中一沉。

再说说〈阿q正转〉，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他是鲁迅的代表作。
他塑造了一个以“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贫苦你们阿q的典
型形象。他同样可怜，一无所有，受欺凌与剥削，只能用所
谓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曾经的他，浑浑噩噩，苟且
偷生，在听到辛亥革命后，他却向往革命。可这一切的一切，
都在他被枪毙时结束，他的死，他的死又是一场悲剧。阿q，
这个看似不可理喻的人物，却正是那个年代广大农民的缩影。
阿q的命运揭示了农民在腐朽思想毒害下的人生扭曲，不得不
引起人民的慷慨。

鲁迅的小说，有思想，耐人寻味，他让迷陷于封建制度的人
们都清醒起来。那么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该做些什么那?就让我
们一起跟着鲁迅一起呐喊，呐喊吧!珍惜现在，珍惜美好的生
活，为了祖国的美好明天努力努力!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二

《呐喊》共收作品十四篇，起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迄
于1922年的《社戏》。作品的选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
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当时
的鲁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的，是人的“病态”的灵魂。

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
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序文里，“医脖
的问题，成为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
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复一日的亡故了”。
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求治象我父亲似
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



而显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
上，看到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作者由关
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进
程。这一思想转化的进程，对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
从艺术表现上，作者思想的这种转化，又仅仅是通过并不曾
为他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这显示出作者准
确、精到的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

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
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
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
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
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
“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
从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
时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这篇序文的写作特点，突出地体现出作者的用笔素朴、简括，
不事铺排。这种笔触，与他深沉冷峻的思想桴鼓相应;同时作
者的素朴、简括，并不意味着作者思路的单调、狭促。作者
在描述生活锁事的同时，总是把他的得寸进尺触，抵向我们
的心灵和精神。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
和忧愤深广的思想，给读者带来深层次的思索。

然而《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
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
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
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
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集中有《狂
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
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在《呐喊》序中，鲁迅谈到他弃医从文的经过和目的。他
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
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
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
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是一次课堂上看画片的经历使他弃
医从文的。他回忆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
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
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鲁迅又谈到他把《狂人日记》等小说投稿到《新青年》的经
过。他曾问办《新青年》的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
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
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
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
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那人答
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
希望。’于是他便写了《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了另
外十余篇。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铁屋’中的人，
使国人得救。谈到《呐喊》的名称，他说：‘在我自己，本
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
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
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
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
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
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
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
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
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
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三

月色如水，水映月轮。身周的点滴丝缕皆朦胧于融着点点星



光的水汽中。河边，迅哥儿极目远眺，似乎能看到赵庄的戏
台上老生摇头晃脑地唱着些什么。

几个十岁出头的少年，白日里虽已看到了社戏最精彩的部分，
却仍怀饱满热情张罗带好友再次看戏。无论是出于对朋友情
绪的关心还是年少时天然的玩心，又或是朋友间互相帮助
的“侠义之心”，几人的天真、质朴、单纯皆流露于作者的
字里行间。

文章结尾，迅哥儿道：“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
似好戏了。”细读文章中间部分便知，那夜的戏并不好看。
品读文章，我想起迅哥儿怀念的应是身边有好友相伴的充实;
渴望的是怀一份童真去发觉几处野趣，欢笑看台上老生咿呀
着听不懂的'戏曲。再读文章，又觉得不只是迅哥儿在怀念，
鲁迅先生也许亦将自己的情愫融入其中。作为思想家、革命
家，鲁迅先生历经沉浮，见人情冷暖，才会嫉恶如仇，于是
便更珍视更渴望少年时的稚气与单纯，朋友间义无反顾的帮
助与陪伴。

人总是怀念过往，小心翼翼地捧着“小时候”的回忆念念不
忘，于我来说，大脑忙里偷闲之时思绪便会不经意间轻跃至
姥姥家的老房子内。那间屋子实在不适宜居住，每个房间又
小又窄，唯有阳台格外宽敞。我便时常想起姥姥因睡意愈浓
而渐渐低沉的读书声又因我的一“念”而高昂起来，想起我
凑到厨房中吃刚炸好的花生又被嫌碍事而赶出……没有面对
未来的迷茫，没有“少年强说愁”般的唉声叹气，笑语间是
无法藏匿的天真烂漫与稚气单纯，那段极致温暖的时光便应
被保存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当年少时强说的愁绪变为真正
压力时，它又会由内而外地将人温暖，混沌复杂的心又泛起
层层涟漪，最温柔的回忆又支持着你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四

再读《呐喊》其实引发我更多思考的依然是我们异常熟悉的



那几篇：《故乡》、《药》、《阿q正传》、《孔乙己》。

和散文相比，小说可能本身便具备较高的可读性，在阅读中，
你走入他们的世界。走入《故乡》，走入那片瓜地，走近那
个手持钢叉的少年，走进那段儿时欢乐的少年时光，彼时雪
中捕鸟，瓜田刺猹;彼时年少轻狂，幸福时光。

走入《故乡》，走入那一声生疏的“老爷”，将曾经的年少
友谊打得粉碎，闰土无法冲破当时几千年间形成的封建礼法
观念，当时的人们都无法冲破这些纲常道德对人的束缚和压
制。走入《故乡》，走进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豆腐
西施杨二嫂，常人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杨二嫂可以
说是不折不扣的为了钱财利益，不折手段，她是这部小事里
真正的小人，不讨喜的人。

我想鲁迅写这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警示自己，警示他人吧。纵
使生活会如此艰辛，人活着也不能没有信仰，失去最基本的
道德准则，遗失人与人最基本的感情。至于结尾那句经
典“人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相比于绝望
的轮回，我还是更愿意接受那个我们初中时的解释——世间
总有希望，一切总会变好。

《药》则是以“肺结核”为事情的核心，“血馒头”为全文
的线索。我们读到老栓为了救自己身患痨病的儿子，卖力工
作，为一个血馒头一掷千金。这种亲情父子情在令我们唏嘘
不已的同时，也激发起了我们的思考，当时的国人是在怎样
的一种封建环境中，习惯了蒙蔽和愚昧无知，这种思想可能
比痨病本身更为可怕。鲁迅也希望，那个染满革命烈士鲜血
的馒头，可以成为一块石头落在人民心中，可以一石而激起
千层浪，唤醒迷茫的国人。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五

假如我是作者的大哥……

我是大哥。我吃人。起初我也很害怕，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吃
人，他们将人肉慢慢咀嚼吃的啧啧作响，不时地舀出一碗汤
来喝。看着他们吃的畅快淋漓除去害怕我竟然生出了一丝好
奇。那人肉，究竟是怎样的滋味？这样想着，我竟不知何时
走到了不断翻腾着人肉汤锅前。围坐在汤锅前啃着人肉的他
们全都抬起头来愣愣的盯着我看。就像是在打量我那一块肉
适合清蒸，哪一块适合红烧。我梗着脖子进不得也退不得，
左右为难。就当我腿软的将要跪下时，一个东西突然砸向我，
我条件反射的伸手去接，是一块人肉。在他们期待的眼神中
我尝试着咬了一口，有些苦但是很香，于是我大口的嚼了起
来。人群再次热闹起来，我们吃着人肉喝着人肉汤，有说有
笑像是吃着普通家常菜那般。人来人往，不曾有人停下也不
曾有人出声询问。我们就这样吃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渐渐的
我发现自己无法站在阳光之下，那会使我紧张和焦虑。后来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那个扔给我第一块人肉的人竟然被太阳晒
成了渣滓。但是想要吃人肉的欲望越来越大。我开始将目标
放在了我的亲弟弟身上。他总是出现在阳光之下享受着太阳
的沐浴，这使我很嫉妒也很害怕。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逼他
自杀来满足我对人肉的欲望……我知道，我没救了。要么被
太阳晒成渣子，要么因为人肉而撑死。

假如我是闰土……

我是闰土。是六个孩子的父亲。我很穷所以我要拼命的赚钱，
但是昂贵的地租、苛刻的地主、隔三差五来收税的大官儿们
几乎将我挣得钱全部掠走。曾几何时我也很怀念那些扎猹的
日子，怀缅和迅哥儿捕鸟的日子。前些日子老太太说他们要
搬走了，迅哥儿也回来帮忙了，让我有空了去看看迅哥儿。
我听后十分激动，带着老五就出门了。但是当我站在迅哥儿
家门口时我犹豫了。像我这样的长工始终都不配和迅哥儿称



兄道弟吧。正当我转身准备回家的时候，老太太出来了，她
像平常一样欢喜的将我领进门，这时迅哥儿也闻声赶来了。
我看着他一身长衫，短而硬的头发时候我惭愧的低头看一看
我自己满是补丁的衣服。终究还是在迅哥儿期待的眼神中恭
恭敬敬的叫了一声“老爷”。当我用余光看到迅哥儿僵硬了
一下身体时，我知道，我们都回不去那个时候了。

生活中哪来的那么多假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定的悲
哀和无奈。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我们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
人而非牲畜。鲁迅先生最伟大之处就是以人性最大的丑恶来
突出人性的美之所在。在这个不如此丑恶的社会，请做好自
己。你就是你，不要被污浊“洗涤”了灵魂，不要放大心中
的丑恶并将他具象化。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活成自己和别
人都欣赏的模样。做好自己，不忘初心。创造有爱的家构成
有爱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