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呐喊读书心得体会 呐喊读书笔记(实用6
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
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
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呐喊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呐喊》是鲁迅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呐喊》深刻地揭
露了旧时封建社会的残忍，从中我也读到了“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残忍景象。

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再到《阿q正传》，从《风波》到
《故乡》再到《社戏》，没有一篇不是在用犀利的笔锋与封
建社会的欺压百姓的人们手中的尖刀、火枪做斗争，鲁迅犀
利的笔锋令反动派闻风丧胆，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爱国
之心，都是那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在《呐喊》这本书中，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
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

文章中处处都有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
有鼓励的语气，为的就是激励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指
责和批判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当时作者的心情
是多么急切，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这条龙早日从梦中醒来，
重整我中华雄伟。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
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迈进，这是经过我们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



经过了几代的国家领导，才走来来的，我们要继续努力！

同学们，让我们站起来，为我们的美好明天而奋斗吧！

呐喊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而这样一个名垂千秋的巨人所写的文章，我个人初读的时的
体会却是不明所以。我给自己的唯一解释只能是：自己的文
学素养太低，感受不到《呐喊》里面的小说带来的思想冲击。
毕竟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足以证明鲁迅的货真价实，绝非浪
得虚名之辈。抱著这种态度，我强迫自己再次拿起《呐喊》，
逐篇逐句逐字的“赏析“《呐喊》，每一篇都读得非常认真
仔细。结果惊喜的发现鲁迅的文章真的是越读越有感觉，当
读第二遍时，至少不会出现读不下去的冲动，也能不时感受
到鲁迅所写的文章内那悲愤欲绝的情感，但这种极度愤懑的
情感，却似乎总也叙说不出，总觉得还有所欠缺，还有更深
沉的内涵可以去挖掘。也许是社会环境天差地别，亦或是文
化涵养的差距，我绞尽脑汁，也总是感到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有一种亲近中的隔膜，甚至有时更不知道鲁迅究竟想表达什
麼。不过，既然已经读了两遍，还是有必要写写看完之后的
心得，努力总结一下阅读《呐喊》后的一些感受吧。

不知道是作者有意安排，还是出版社的编辑无心插柳。《呐
喊》里面的小说似乎能够不经任何修改地和“众”为一。开
篇即为耳熟能详的《狂人日记》，中国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
作者用一个狂人的口吻愤怒地向封建社会的专制黑暗发出怒
吼，但可悲的是，自己却无奈地被封锁在这样的牢笼里面，
看不见光明，望不到未来，找不到出路，唯一能做的`，只能
是间歇性地发出几声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响声。“吃人”二
字，狂人内心真实的声音，彻底揭露了封建专制社会压抑自
由、扼杀人性的根本特徵。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
用这两个字形容最合适不过了。仁义道德的背后，藏著的是
一群嗜血的妖怪；大义凛然的背后，是对“吃人”的无尽欲
望。一个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价值的社会，是丑陋的，



而对生存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人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幸的是，
鲁迅身在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想像一下：当一群人出生来到
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走向另一个世界，或者就是没
有选择的被奴役，遭剥削，没有任何属於自己的自由，幸福
是一件与自己无关，也不可能有关的事，这是一种毫无意义
的存在，纯动物的人，还能算是人吗？恍然记起巴金老先生
著作里面的那一个个令人怜悯的小生命，还未开花，就已夭
折;还未来得及向人生呐喊，便已走完了人生路。想到她们的
生命从来没有一刻属於自己，我的心不禁颤抖不已，难以想
像，鲁迅写《狂人日记》内心是多麼的焦躁和愤怒，或许，
那个狂人本身就是鲁迅自己。

《狂人日记》之后，是不同的小说内容，但个人感觉，这些
小说的内容主题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反映了同样的一个主
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小说中的人采取的手段不同，
但目的只有一个：吃人。

《孔乙己》，《白光》讲述科举制度毒害了千千万万的读书
人，为了改变社会地位，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考科举，梦
想金榜题名，为此，他们寒窗苦读数十载，头悬梁锥刺股的
死记道德文章，然而，毕竟僧多肉少，科举考试如同千万大
军抢过独木桥，成功上岸自然活出地位，然而更多的却是跌
落河中，更者连独木桥也望不到。最为可悲的是，他们一次
次的失败，却不得不无奈的重复进行著软弱无力的抗争。古
往今来，数不清的读书人，为了功名，一生苦读，但他们根
本没有看清楚：字的背后藏得都是“吃人”。《儒林外史》
正是对封建科举制最好的讽刺。

《药》、《明天》反映了封建迷信思想邪恶地谋杀了千千万
万的年轻的生命，面对病痛，人们惊慌失措，毫无主见，只
能寄托于甚至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一个个刚发芽的生命，
就在他们的糊糊涂涂中消逝，留下的只能是令人怜悯又可恨
的泪水。同时，从医生的角度出发，鲁迅对这些发生在自己
身边实实在在“吃人”的悲剧是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痛！



《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直白锐利的批判了辛亥革命不
联系群众，不依靠人民大众的错误行为，深刻揭露了当时社
会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和麻木愚昧的思想。特别是那早已家
喻户晓的阿q精神，让人看罢笑中带痛，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
捧腹大笑，嘲笑阿q的无知，但认真反思，我们难道不会从
阿q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吗？阿q身上那种“事后我最大的心
理”不是中国人最为典型的心理吗？放眼当今社会，有多少
人，重复地做著阿q当年曾经做过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不知
不觉，成为了现实中的阿q……鲁迅，真的佩服他，如此简单
就将中国人的品性描绘得栩栩如生。

《社戏》、《故乡》表达的出作者鲁迅对童年时代的向往，
在鲁迅眼中，童年时候的天真浪漫、无忧无虑是一生最值得
珍惜的片段，那时候的少年真的完全不知愁之味，他们的世
界中一切都是美好光明的。可随著时间的流逝，这个世界完
全变了，变得邪恶黑暗，变得压抑沉闷。思想的活跃也随风
凝固了，变得木然迟钝了，阶级思想更是牢固的树立在心中，
硬生生将原本的好朋友分割开来。闰土就是最好的代表，从
小时候的活泼灵秀到中年时期麻木不仁，闰土的身上，鲜明
的写著封建社会特有的两个大字：吃人！

读鲁迅的文章，个人感觉真的非常的压抑。里面的氛围总是
处在悲惨的黑夜和肃杀的秋风中，令人时时刻刻有股沁入心
底的深深的恐惧感，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吃掉。从这些
文字中，隐约看到了鲁迅内心的阴影和恐惧。或许，他们那
一代是没希望了。但鲁迅没有放弃过呐喊：救救孩子！就是
鲁迅内心最深处发出的最具震撼力的爆破音。至少我认为，
虽然鲁迅心中充满彷徨，但是他还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正
如鲁迅在《故乡》中所写，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就自
然形成了路。中国人民的康庄大道会靠自己的双脚坚实的走
出来！



呐喊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我在青年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
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忧，有时
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
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完全忘却，这不能完全忘
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呐喊》

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心中无由的产生的一种陌生，那种
陌生感是寒冷的。带着这样的感觉，我开启了品读《呐喊》
的征程。

从《一件小事》 、《狂人日记》 、《故乡》这些文章中，
我感到了迷茫，我真正的不能理解，不能感受出文章中的韵
味，相反我对要读懂这本书的意念越发强。在《孔乙己》中，
我看到了悲惨的人生，同时也看到了造成这悲惨人生背后那
黑暗的社会，我开始慢慢懂得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弃医从文，
能够治好国民的皮肉之伤是完全不足够的，只有填满了那内
心的空白，人们才会觉醒，才会懂得拿起武器反抗那扭曲的
黑暗。

可以使人欢，可以使人忧，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

与家人团聚必然是欢，妻离子散可以使忧，但是我觉得
用“苦”或者是“悲”字来形容就更加好了。当时的社会是
黑暗的，造就了这样凄凉的文章理所当然，祥林嫂的惨死街
头，孔乙己的悲惨，外加国民的愚昧无知，营造了这样凄凉
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呐喊》。

有时，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我也想呐喊，将这种不满发泄出
来，写到书本中，但是这毕竟只是内心的暗示。有人说，时
间可以使人忘却那内心的伤痛，开始的强烈感觉会随着时间



的迁移而变得淡了，最后淡的让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有过这样
的伤痛。然而，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感觉就如
同鲁迅先生书中说描述的那样“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
欢忧，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
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完全忘却。”
回忆就是这么强烈，因为内心深处的强烈呼唤，所以造就了
今日的呐喊。

呐喊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年幼时，一直认为鲁迅的作品十分深奥，不容易懂，犹如宇
宙里一颗未知的黑洞，摸不着，猜不透。在这个令人怀念的
寒假中，我倾听了这位巨人的心声，我不禁对他倾慕了，他
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豪，真不愧为“民族魂”。

《朝花夕拾》为我展现了一代文豪忧国忧民的心理。他的语
言是直来直往，是朴实的，让人读下去便一读到底，手不释
卷。这篇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毫无疑问是一本空
前绝后的巨作。

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被诺贝尔提名的大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
上的开路先锋，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虚假的话语，只有真挚的
言谈。他的思想犹如当时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点亮了自己，
照亮了他人。

他曾经立志要当一名医生，医治中国那些苦难的人民，便到
留学日本学习医学。在日本的那些时光里，他有了许许多多
的感触：他即使能医治中国人民的身体，医治不了中国人民
的心灵，中国人民仍然会荒废懦弱下去。于是，他下定决心，
用自己的武器——笔，医疗人民心，刺破旧社会，迎接新中
国。

他内心有一个和平、美丽、安宁的世界，那里没有金钱、虚
荣、地位、贵贱和纷争，那是一个和谐温暖的地方，人民心



心相连，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营造出自己的未来与梦想。
不会再有迷信、古板、欺诈、缠足，不会再有封建社会的种
种陋习，那样的世界，算不上十全十美，也称得上十全九美，
是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在他取得那样的丰功伟绩之后，仍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平静低
调的心态，以和善的态度来对待他人，此举动令不少文人震
惊与赞叹过。淡泊名利者，莫如鲁迅也。旧时代的呐喊，他
喊出了第一声，而且是最响亮的一声，鲁迅是第一个让我如
此倾慕的。

呐喊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近期，我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呐喊》，里面的故事
深深的吸引住了我。

书中写了鲁迅先生小时候与年轻时的所见所闻。我喜欢的其
中两篇就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故乡》。两篇都写
了鲁迅先生对童年时的回忆，有喜有忧，令人回味无穷。

这本书很好，让我们见到原来世界：阿q的愚昧，童年的回忆，
祥林嫂的可怜。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他原本是在日本做医生的，他想为人
们治疗疾病，但有一天他从电影上看到中国人被俄国兵抓去
做探路人，被日本人抓去并刺杀，而一旁的中国人却袖手旁
观时，他才明白过来学医虽然能治病，但改变不了人的思想。
于是他放弃学医，开始写作。他敢骂，骂那黑暗的旧社会是
多么的让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的爱憎分明。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以往的耻辱：被敌寇逼着在条约上签字;让
他们烧杀掠抢，还留下了惨不忍睹的大屠杀!"康梁"的反抗被
可耻的清政府拦住，一个个像绑在树上的人一样无法回击。
这就是我们的耻辱啊!



鲁迅先生以笔做剑，刺穿了黑暗的旧社会让人们感受到光明。
如今我们的生活如

呐喊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鲁迅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没错，他就是揭露世界真面目的鲁
迅。他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带领一批学生走上了真理和
正义的道路，是当时伟大的文学大师。

面对邪恶势力，他绝不会妥协；在众人面前，他俯首甘为孺
子牛。这是鲁迅，他的真名是周树人。他用他的笔写了发人
深省的小说和散文，我在假期看完了一本—— 《呐喊》的集
子。

《铁屋惊魂》充满了鲁迅救国救民的希望，与《狂人日记》
有着密切的关系。

《呐喊》是《彷徨》中的代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疯子)
对身边的事情非常敏感，忍不住产生幻觉和幻觉，感觉自己
总是被迫害，于是不断产生怀疑和恐惧，坐立不安。鲁迅小
说里的疯子就是这样。他看透了这个“吃人”的世界，活在
不断的恐惧中。这部小说篇幅不是很长，但却揭示了当时的
社会腐朽和封建压迫。

《祝福》是鲁迅的又一部“黄金作品”。这部小说描述了当
时一个社会的黑暗和残酷，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世界
的真实面貌。鲁迅用自己的思想来讽刺当时的社会，这其中
包含着他深深的愤慨和爱国。《彷徨》也是0103010中最有代
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叫祥林嫂的农村底层劳动
妇女——的悲惨遭遇。鲁迅用同情的笔墨写出了她的不幸，
抨击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祥林嫂的不幸始于嫁给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也有一个严厉
的婆婆。丈夫死后，她逃离了痛苦。她来鲁四爷家当丫鬟，



那是一种被剥削的奴隶生活，但她很满足。祥林嫂的结局很
悲剧。封建传统不仅剥夺了这位善良勤劳的劳动妇女生前的
一切，而且残酷到她无法在一生的幸福中独立，悲惨地度过
了一生。

鲁迅的小说很深刻，很难理解，但你还是能看到当时社会的
黑暗和冷酷。当你翻开鲁迅的小说，感受到发自内心的警示
与批判，留给世人的只有深深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