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夫日记读后感(精选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一

前几天，我阅读了《狂人日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掀开
了白话小说运动的序幕。

《狂人日记》这篇文章形式上文白兼有。正文采用白话，序
是文言形式。在当时确实掀起惊涛骇浪，有裂云穿石的效果。

《狂人日记》的一、二部分归结起来就一个“怕”字。“狂
人”“怕”的缘由，无非是赵家的狗“看我两眼”、“赵贵
翁的眼色便怪”、街头的人在议论、小孩子在议论——“狂
人”就多情地将这些活动都解释为“似乎怕我，似乎想害
我”的信条在脑海中不断暗示自己。别人最平常不过的动作
在他看来便是针对自己的。

这篇文章好是好，但我相信，这是通过作者(鲁迅)长年累月
的积累而成的。所以，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积累，勤奋。
古人有云：“十年寒窗，九盏熬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告诉人们，不论做什么事
情，“一步登天”是办不到的!!!所以，自主的去积累，是写
好作文的重要条件。

须知，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可能尽是整块面包，而要我们
“一粒一粒米”慢慢积累。成果，不时地皮上的积水，它是
藏于厚土和岩石之下的清泉。它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

积累是一件由少到多的，从无到有的渐进工作，得从一点一



滴做起，日积月累，才能办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始于毫末”。

光积累还不行，还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对一个勤奋者来说，
成果是成正比例的他洒下的汗水多大，便会有多大的成果。
大家熟知的明代大文学家张博小时勤学苦练，每篇文章他都
要手抄七遍读懂背熟，所以他把自己读书的房子叫做《七录
斋》，因抄文章，受伤磨起了老茧。

所以，我希望大家照我说的尽量去做，成为一个优等生!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二

第七篇：吃人还不能是直接杀掉吃了，还最好让我自杀，借
此说明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对人潜移默化地毒害，杀人于无形，
这种毒害是对人精神的毒害，而非肉体上的。

第八篇：狂人觉得他们自己都明白一些道理，狂人看到一
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想要叫他不要吃人，但是年轻人认可
了吃人，说明青年都已经被深深地毒害了。

第九篇：说人们想吃人，却又害怕被人吃的，每个人都疑心
重重，心态很复杂。

第十篇：狂人想要让哥哥明白不要吃人，吃别人，自己也迟
早会被吃掉的，但哥哥仅仅让大家都走开，疯子有什么好看
的。狂人觉得人们要吃你，首先要给你戴上一顶帽子“疯
子”，这不就是封建礼教吃人的方式吗？巧夺名目。

第十一篇：太阳也没出来，说明病得更深了，想起5岁妹妹的
死，可能也是被哥哥吃掉了，连母亲都认可，病到怀疑母亲
了。

第十二篇：吃妹妹的时候，可能我也吃了，只是可能不知道



罢了，回想四千年历史，恐怕不吃人的人真的太少了，说明
封建礼教毒害的广度深度。

我以前读书时一直不能理解鲁迅先生的文章，考语文怎么也
考不好，今日拜读，才觉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

真是好文章！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三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说。书就像一位老师，教
会了我们许多知识。读书能让我们忘掉烦恼，感受快乐。书
像一位老师，像一座知识城堡，也像知识王国。

我读了一本书，名叫《笑猫日记之从外星球来的孩子》。

故事里讲的是:胖头是只非常可爱的猫，它觉得自己不如二丫
和三宝，就决定去宠物学校学习本领，笑猫、胖头与球球老
鼠来到了宠物学院。可是它们没有学费，怎么办呢？笑猫立
刻想出了一个办法。过了一会儿，校长来了。笑猫笑了一下。
校长惊奇地看着这只猫。

等胖头毕业了以后，遇到了一个叫宝宝的孩子，他患有自闭
症，他天天围着一棵树转，有一天，笑猫对宝宝笑了一下，
宝宝竟然不转了。胖头觉得这个孩子是从外星球来的，于是，
胖头想把这个孩子变成地球上的孩子。胖头对笑猫十分诚恳
地说:“求你了，教教我吧笑吧。”

由于胖头每天都在刻苦地练习，终于学会了笑。胖头用自己
的笑吸引了宝宝，于是，就和宝宝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胖头都从宝宝身上发现了惊人的秘密。胖头发现宝
宝的音乐、绘画才能，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最终，宝宝终
于克服了自闭症，在表演音乐的赛场上赢得了鲜花与掌声。



读了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要帮助有困难的人，做任何一件
事都要坚强，也告诉我们选择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认真思考。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四

《狂人日记》是19鲁迅先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
代型短篇白话小说，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个笔名，抨击出
了社会中的人吃人制度，最早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
年》杂志第4卷第5号上。这篇文章也被收录在鲁迅先生的小
说集《呐喊》当中。

鲁迅笔下的狂人可谓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人如果放在现实
中，绝对会是人们眼中的疯子。然而，当我们仔细品读时，
却是发现了一些更深的东西。下面来说说我读完以后的感受，
也许并不准确，只是我一家之言而已。

《狂人日记》的“一”中主人公(下文以狂人出现)在日记中
写到自己不见月亮三十多年，在现实中显然不可能。而这些
别人眼中的疯言疯语在这里却是狂人精神醒悟的象征，也是
文中其狂之开始。而对于赵家的狗看他两眼感到害怕，表明
他生活在这种恐慌之中。

在世人眼里，看疯子的眼光自然会有一些异样，无疑狂人正
是众人眼中的疯子.主人公在痴狂状态下，觉得周围的人甚至
赵家的狗看自己的眼神也是恶狠狠的，仿佛要把自己吃了。
事实当然不会是其他人要把他吃了，别人要吃他只不过是他
的一种在颠狂状态下的臆想而已。但若真的把这当作一种臆
想，那便是真的在看疯子的日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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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五

鲁迅的话题讲地话，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因为鲁迅是如
此的独特、如此的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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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为了可以飞的更高更远，就拼命地让自己的翅膀变得更



加完美，更加无懈可摧。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世人可以大
饱眼福，欣赏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没有吃过人。整篇文章连接紧密、层层深入是一篇非常具有
吸引力的文章。

狂人日记的读后感(四)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六

前段时间，女儿阅读了《安妮日记》。我问她，读后有什么
感想，她告诉我故事的大概情节。为了帮助她进一步理解日
记内容，了解人物的精神品格，近期，我和她共同阅读了这
本书。

通过我俩共同阅读，我们了解到，《安妮日记》以日记体的
形式真实记载了小作者13岁到15岁两年多来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想所思，事情真实，情感真切，语言朴实，充分展现了小
作者的写作才华和与众不同的观察视角。这本书，还有一个
重要的价值就是通过小作者的.日记记载，真实记录了二战时
期战争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所以它不仅是当
代青少年阅读的经典之作，也是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
这也成就了这本书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和它独有的历史价值。

读完后，我问了女儿几个问题：“你说，安妮会想到以后她
的日记会变成书出版吗？为什么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13岁
的小女孩有如此的天赋和才华，能够写出这么感人、这么动
人、这么有影响力的传世作品？你从安妮身上学到了哪些精
神品格？”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和女儿进行了探讨。

作为当时13岁花季少女的安妮，本应该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
自由、美好的少年生活，享受着读书、交友、摄影、运动的



乐趣，而且当时她的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父亲是一名商人，
尽管为了躲避战争，他们举家从德国法兰克福搬迁到荷兰阿
姆斯特丹他父亲的公司住地，但是仍然没能逃脱战争对他们
的迫害。小安妮只能每天躲在“密室”里生活，偶尔从朋友
的叙述、收音机、窗外的情景中了解到了许多外面世界的消
息，了解到战争给犹太人带来的悲惨命运。在这样与世隔绝
的环境中，很多时候会给我们造成失望、恐惧、甚至会想到
死亡，但是安妮却没有，她不但克服了战争给她和家庭带来
的不利影响，而且用读书和写日记的方法来战胜恐惧，表达
自己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常说，“作家不是课堂里教出来的”，“为赋新词强说
愁”也写不出感人的作品。这是小作者被当时的生存环
境“逼”出来的。可贵的是，小作者不但没有被当时暗无天
日的环境吓倒，对未来失去信心，而是以乐观向上、坚定美
好的心态，以少年的朝气和勇气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和向往，
这是安妮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坚强性格和善于观察、善于
思考的良好素质所决定的。她把吉蒂当作自己心灵对话的对
象，用笔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和对战争的愤怒、
对犹太人命运的担忧、对躲藏生活的观察和体悟，这是小作
者的过人和伟大之处。与其说，这本书的成功，是来自于小
作者精心的叙述和描写；不如说，是来自于小作者两年多来
的坚持不懈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坚定信念。这就是《安妮日
记》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今天的小学们应该从安妮身上学
到的美好精神品格。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这是诗
人顾城的诗。《安妮日记》同样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尽管
身在黑夜，你的眼中看不到光明，但是在你的内心要充满对
光明的渴望，这是你在黑暗中前行的唯一支柱。这本书不是
对黑暗的绝望，而是对光明的向往，是那个年代的安妮、更
是一代安妮人向世界发出的宣言。让我们共同向安妮学习！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七

用梦想温暖童年，用智慧点亮童心。

——题记

最近，我读著名作家杨红樱的作品《笑猫日记之小猫出生在
秘密山洞》。我颇有感悟。

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冬天，伴着阵阵梅花的清香，笑猫有
四个孩子，胖头、二丫、三宝和小可怜。胖头矮矮胖胖的，
二丫机灵乖巧，三宝最像笑猫，它有一副让人无法抗拒的笑
容，小可怜瘦瘦弱弱的。

《笑猫日记》以第一人称，以笑猫的口吻来写，给人一种读
日记的感觉。在全家人的细心呵护下，小可怜终于度过寒冷
的冬天，可是就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它死于一场寒流。读到
尾声，我不禁有点伤心。不知是为小猫伤心还是为自己伤心。

这个故事反映什么？我觉得它反映一个猫的坚强，一只猫都
可以度过逆境，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坚强，就有勇气，
有勇气，你干任何事情就有后盾。再难的事情，我们都会咬
咬牙坚持过去。再寒冷的冬天，我们都会裹紧被子坚持过去。
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就像笑猫一家一样，无所畏惧，拥有坚
强！

坚强，不是嘴上随便说说就可以的，而是心理上的支柱。坚
强吧，相信你是最棒的！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八

第一次写笔记，关于读完一本书的笔记，以前没有这习惯，
在于没有真正去触碰文字的美感，心中无限惊叹，只能止于
惊叹了。我会觉得，最好的读后感，就是心中那份敬意，文



字表述出来，都会显得乏力。但今天为什么要写了，其实没
有太精确的理由，但有一点，会是其中一个“文字的温度，
需要靠写下来去感受。”这对于把握和文字的分寸感，会更
加拿捏得当。就像爱，如果去尝试，便会找到爱的力量，不
至于害怕去爱，等到下一次，会勇敢去表达。而文字的力量，
就是要去表达。

《安妮日记》不用一口气看完，也不像大部头作品需要读很
长时间，而是慢慢读完，只需要每天翻开，就像三餐一样，
按时进餐，吃饱就行。开始的日记，安妮记录了进“密室”
之前的生活，玩耍、上学、学习，安妮以为生活每天都会如
此。直到搬到了“密室”。

读《安妮日记》不仅仅是读日记，还读故事，读成长，但最
令我惊喜的是，读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经历磨难得到的，而
是自小就生在骨子里，自小就看到希望。而事实上，日记里
的安妮确实给了我这个印象，她一直都是一个对世界看到希
望的安妮，她写道：“只要一切还存在，只要我还有一丝生
命气息，能够让我看到它们，享受到这温暖的阳光，这飘着
白云的天空，只要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延续，我就应该感到幸
福。”这简直是给沉闷生活带来欢快的安妮啊。

当然，《安妮日记》不仅仅是这些，不仅仅是读希望，读性
格饱满，还读青春，其实青春也只是一部分而已，总之，
《安妮日记》有很多力量。只是青春似乎好写一点，好表达
一些，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比如青春里的爱，你会跟着安妮
感受爱的悸动，体验荷尔蒙分泌的感觉，体验那全新而来的
新鲜，使你脑袋里胡思乱想，又使你停不下来；使你享受，
又使你惊慌。还有安妮说要冷静下来，可我怎么不信呢，她
写道：“两个人终日搂在一起并不能解决问题，交流思想才
能够向对方表明彼此的信心和信念，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因此
而收益的。”事实上，安妮照样每天都会有段时间和她的彼
得在一起，那真是美极了。



如果安妮不是犹太人，我想她肯定会如她日记所说：“我有
着一颗充满希望的心，等到战后我要到世界各地去生活，巴
黎生活一年，伦敦生活一年，我还要学习各种语言，学习艺
术。”可没有如果，后来盖世太保冲进了“密室”，一切像
安妮说的：“这就是成长岁月中的艰难：在我们内心深处油
然升起种种理想、梦幻和希望，最终只能够在残酷的现实考
验下变为粉末。”

最后安妮也因斑疹死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那天，安
妮还不到十六岁。

农夫日记读后感篇九

1942年—1944年，这是一段多么黑暗的日子呀！特别是对于
犹太人来说，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战争与种族灭绝的
阴云布满了天空，盖世太保的铁瓜伸向每一个无辜的犹太人，
在历史上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安妮是位犹太少女，
她原本幸福的生活就这样破碎了。1942年7月，由于压迫犹太
人的风声紧急，他们家和另外四名犹太人到她父亲公司
的“密室”躲藏。

密室的生活十分枯燥，尤其对安妮这样一个好动多话的13岁
女孩。单调的饭菜、性格怪癖的居伴、几年不能出门、用水
和去卫生间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且常常担惊受怕。这一
切差一点把安妮逼疯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她所经历的一
切并没有使她的心田荒芜，那里已经成为一片生机勃勃的希
望的田野！

安妮想成为作家和记者，可这个美丽的愿望在当时那股势不
可挡的黑暗洪流下显得那么脆弱，像闪着彩光的泡沫。但是
安妮仍写道：“我仰视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
场残酷也会告终和平与安详会重新回来。在此同时，我必须
执着我的理想。也许有一天，我能实现我这些理想！”读到
此我仿佛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在黑暗的密室中呐喊，带着心



中不可泯灭的希望！

经过密室中无数个漫漫日夜，安妮由一个任性、少不更事的
女孩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少女。在安妮的15岁生日时，安妮有
了惊人的成长。她已将自己的反省提高到了社会层次，开始
思考男女平等等问题了：“现代妇女要争取完全独立的权利
了！”“但独立也不够，妇女还应该获得尊重！”“我谴责
的是我们的价值系统，和不承认女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多伟大、
多困难，同时也多美的男人！”

实现在让人难以想象的那样一个战火蔓延、人人自危、无数
人倒在血泊中的时代，身居密室接近两年的十五岁少女安妮
居然能真知灼见地谈起了男女平等这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读
到此处，我不禁感叹，战争能摧毁一切，唯独不能侵占一颗
坚强、勇敢、自由的心！

但是，这样的一名如花少女最终没有逃过被纳粹残害的命运。
当她在贝根贝尔森集中营永远地闭上双眼时，她距自己16岁
生日尚差3个月。

安妮生前写道：“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她的
愿望终能得偿。我相信《安妮日记》会一直流传下去，控诉
战争与丑恶，宣扬和平与友善，用她真挚的文笔，感动和启
迪一代又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