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呐喊读后感(优秀8篇)
奋斗是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努力，不断提升自己在各个方面的
能力和素质。在奋斗中，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心理
状态？下面是一些建议。接下来是一些奋斗的成功案例，希
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鼓舞和激励。

呐喊读后感篇一

“不读《呐喊》，不懂中国。”偶然听见了一句话，激起了
我对《呐喊》的兴趣。

有人说，鲁迅的小说其实是在写当时中国人的常态生活。比如
“示众”这个场景，一个人即将被杀头，一堆人就围在四周
看，不仅不同情，反而还要冷嘲热讽。《药》和《阿q》正传
中都隐隐约约出现了这样的示众场景。阿q在斩首前，无师自
通地说出了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围观群众竟然发出
了豺狼般的嗥叫，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丁点儿的怜悯之心，仿
佛他的死与众人毫无关系，仿佛他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
从不曾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一样。

鲁迅的小说还有极高的艺术性。孔乙己是鲁迅笔下一个极为
生动的形象，“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短短一句话就揭示了孔乙己贫穷却自视清高的性格特点。虽
然贫穷，孔乙己却给孩子们茴香豆吃，这也能看出他是一个
善良的人。

《狂人日记》中的最后一章：“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
有？救救孩子……”整个《狂人日记》读起来很压抑，但是
最后，作者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
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反抗绝望，在绝望中寻找
希望，这就是《呐喊》，这就是鲁迅。



呐喊啊！发出自由的呐喊，发出冲破愚昧无知的呐喊，发出
属于自己的呐喊！

呐喊读后感篇二

鲁迅先生所写的小说，我的感触最大的是，他就是写的自己。
今天我也写写自己。

香灰，就是给菩萨点香燃尽之后的粉状物。极容易造成肺病。
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就曾经见过我母亲，在生
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曾经泡水服过。当然后来病是好了。
当时，我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香灰真起了什么作用。后来出
来读书之后，有次回家，我母亲也有拿出过这么一小包东西，
她告诉我这是求菩萨时得的，但是我母亲说她稍微喝点，你
就不要喝了。我当时跟我母亲说不要喝这种东西，但是我母
亲还是坚持抿了一小口。

前段时间，我母亲身体一直不适，她跟我提的第一个事情就
是，她已经去医院挂过水了，可是还是没有好，还要再挂一
段时间的水。后来我带她去医院做了个比较全面的身体检查，
她很质疑那个医院，连药都不配，身体么又不见好，这些医
生到底会不会看病。

后来我妈的一个小姨，那时候兄弟姊妹多，我叫她外婆的这
个小姨不辞辛劳特地从南京打听，帮忙着介绍了一个苏州的
专家医生，她家的一个亲戚也跟我妈差不多的情况的，身体
好多了。而我呢，也为此专门打了这位外婆电话了解了这位
医生，跟我妈检查出来的症状其实是毫无关系的另一病症的
专家。我就一直推着拖着。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估计我妈会
嘀咕，她不嘀咕，这些亲朋好友也不会饶了我。

这期间，偶然有一次，她跟我提了我阿姨给她买了一些营养
保健品，说是效果非常好，建议我妈，也就是她姐姐也应该
用用。营养的保健品真心贵的啊。



做儿子的实在不想像鲁迅先生那样质押衣服首饰换钱买药。
不晓得如何跟母亲大人开口，就如当年不知道该怎样劝解母
亲不要喝那香灰泡水一般。我对母亲的感受想法，就好像鲁
迅先生当时暗地里笑话闰土拿了香炉和灶台一样。

在了解了母亲的比较确切的病况后，我跟我母亲说了几点想
法，都59岁了，不要上班了，至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第二
呢，多锻炼锻炼；最重要呢，从饮食上去改变一下。大半年
过去了，上个月我妈打我电话，说想去厂里上班了。我也支
持，毕竟一个人呆在家里也会觉着闷。

前两天，她很开心的说着，她在新厂里面，大家之间都非常
谈得来。谈得来就好。

呐喊读后感篇三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也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
本书，因为里面描写的人物形象都是那么的生动，用的语音，
词汇都很形象。同时，我也很敬佩鲁迅先生那为国为民的做
法，放弃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决定回到祖国唤醒中国人那颓
废的灵魂！

《呐喊》里的许多篇文章都很独特，也很有代表性。里面
的“药”，写的是一个老翁为了救儿子的命用钱来交换血肉
馒头这份“良药”。里面的人，个个都是愚昧无知，一心只
为自己，自私自利的。血肉馒头可以治病，这简直就是胡扯！

还有那可笑的阿q。阿q的这一生，我表示同情，也表示无奈。
阿q这个人是个朴实但也是个愚蠢的人。鲁迅先生用他当做当
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代表，是很形象的了。他专做短工，
穷的只有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属于弱者，经常被别人欺
负，但是他并没有反抗的.心理，而是用“儿子打老子”的话
来安慰自己，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他也很欺软怕硬，被打
之后还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小d。他参加过革命。总之，他的



一生很悲惨！

那令人不能忘怀孔乙己。他满口的知乎者也，没钱却穿着那
破旧的长棉衫站在人群里，向别人展示自己文化。还经常赊
账，最后，还是死于他那虚伪的内心下。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
中国人民。《呐喊》不仅是在批判和反应当时旧社会的黑暗
和腐朽！

呐喊读后感篇四

初读《呐喊》，体会确实颇小，再读《呐喊》感悟颇深。

尤爱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最钟爱他的《呐喊》。

先生的文章很精辟，其所蕴含的意味着实耐人寻味。似“沉
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知怎的，读先生的文
章总有一股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品来总会心潮澎湃。

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先驱。《呐喊》真实描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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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五四”彻底不妥协地反封建主
义的革命精神，真切的体现了鲁迅先生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
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毛主席称誉他为“人民的斗士”，不禁让我想起了“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真实写照。《呐喊》便从中
国社会底层挖掘出了愚弱的国民，可谓是睁眼看中国的第一
人。

鲁迅先生曾问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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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说绝对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便是鲁迅开始创作《呐喊》的缘由。

先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唤醒“铁屋”中的人，使国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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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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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对人吃人的封建社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猛烈抨击。至于
先生喊声是勇敢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
及的。用他的话讲，既然呐喊，须听将令，倒不恤用了曲笔。

呐喊读后感篇五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
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
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
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离开了人
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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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
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
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
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
我中华雄威！

呐喊读后感篇六

《呐喊》正如书名，是鲁迅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为了民族为了
人民，发出的最深沉的呐喊疾呼。

作者用写实主义手法描写狂人的多疑敏感、妄想，都符合迫
害狂的病态特征，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写狂人含义双关的表述。
其中《狂人日记》是对封建势力作得象征性描绘，将写实的
手法和象征的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
感染力，其次是语言性格化。《狂人日记》使用的是现代文
学语言。作者精心构思了一个“语言杂错无伦次”的狂人。
语言似杂乱而实敏锐，即符合精神病人的特点，又道出了被
压迫者的心声。性格化的语言成功的塑造了貌似狂人而实具
象征意义的战士形象。

《明天》是鲁迅着力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小说之一。作品通
过寡妇单四嫂痛失独子的描写，令人震悚地展示了一幅中国
妇女孤立无助的图景，同时抨击了黑暗社会吃人的本质和没
落社会中人们的无情和冷漠。作者冷峻的写作风格显示出他
对黑暗社会的愤恨。精炼而写实的艺术显示了作者写作手法
的纯熟。洗练而朴实的笔精彩的勾勒了一幅小镇风俗画，而
人物的刻画与对话的描写，更难有一字更改，实在是精品中
的精品。



《一件小事》的特点是短小精悍，内容警策深邃。全文仅一
千字左右，作品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在歌颂下
层劳动人民崇高品质的同时，还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
表现出真诚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新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能有
如此认识是很不寻常的，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本篇的写作
特点，一是运用对比手法，将车夫和“我”对于同一件事的
不同态度进行对照，显露出“我”自私自利的渺小，映射出
车夫的光明磊落，敢做敢当，关心别人的高大形象。

在《呐喊》这本书中，还有许许多多令人深思的文章，鲁迅
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
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判的
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
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呐喊读后感篇七

寒冷的冬日里，我的脑海中留住了一本鲁迅的《呐喊》，大
多数部分作者都用了幽默的方法来批判旧社会时代主义，使
我增加了很大的兴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鸭的喜剧》这篇文章。刚一看题目，我还
以为鸭子也会演电视剧了呢。看完才知道原来这篇文章讲的
是爱罗先珂君买的四只小鸭子鸭子非常淘气，放在地上给人
们互相打招呼，小鸭子还在荷池里洗澡，翻筋斗，吃东西。
四只小鸭子多么可爱，惹人笑呀，就像电视喜剧中的主人公
似的。等小鸭子上岸之后，发现池里的蝌蚪全都没了，鸭子
们把小蝌蚪都吃光了。不久，小鸭子长大了，小鸭子吃过蝌
蚪肉之后，让自己变强。

鲁迅先生把小鸭子刻画得那么生动，但还是用幽默的手法让
我们领会到，旧社会时代的残忍，批判了那个时代人们为了
让自己变强，欺压贫苦的人，排挤身边的强人，这样就不会
有人来抢自己的王位。就像文中的鸭子，把蝌蚪吃掉以后，



让自己快快长大，蝌蚪就不会长大来与自己竞争。反映了当
时的人们的自私，为了一己私欲，不知死了多少人。

呐喊读后感篇八

鲁迅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家之一，相信大家对他都是熟悉的。
他写了很多的作品，例如《朝花夕拾》、小说《呐喊》、
《彷徨》、《坟》等等。

但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小说《呐喊》因为它揭示了种种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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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
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我觉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鲁迅先生就是以
这样的方式来反映当时社会对文化的轻视和一种可悲的社会
现象，对旧时文人迂腐可悲以及自命清高的鄙视。从文章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无耐与不满，以及对当时
社会的绝望。

让我们一起呐喊吧，向社会呐喊，向生活呐喊，把我们的国
家变得更加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