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鼠疫读后感高中(优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鼠疫读后感高中篇一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呀，书籍就是一片浩瀚的宇宙，
里面的知识多如天上明星。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一
本叫《鼠疫》书。

读过书的人大多都知道，鼠疫是一种很糟糕的病，是由老鼠
传播的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十几鼠疫风波，死亡人数高达
一亿……故事发生在奥兰城，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一
天，里厄医生在医院发现了一只死老鼠，没人在意。过了几
日，全城都发现了很多死老鼠。人们最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在
做恶作剧，现在竟开始恐慌起来。一天，里厄医生的朋友米
歇尔生病啦。可是，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没过几天，米
歇尔死了。过了几天，全程也有几十个人得了和米希尔一样
的病，都不治而死。得病的人越来越多，里厄医生才意识到
这并不是普通的病，而是一场大瘟疫。后来得知，这是他带
来的一次灾难，它是——鼠疫。

这是一个无比恐怖的名字，他在许多地方带来无尽的痛苦和
悲伤。今日，却降临在了他们身上，尽管人们怎么去努力？
可是，鼠疫带来的灾难却没有一点减少，反而更多了。几周
后奥兰城终于封城了。大家几乎全部绝望，街上再也没有人
在走动了，大家都在家里安静的等死……。里厄医生并不绝
望，他想尽一切办法对付鼠疫。他想让鼠疫离开，让那些在
外地工作的亲人回到人们身边。

鼠疫几乎吞去了一切，包括人民的希望和对生的追求，以及



对亲人的爱。生病并不可怕，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里厄医
生在医院里目睹着病人一个个死去，那样的心痛和无奈只有
他才体会得到。每天，都有人被送进公墓和火葬场，留下的
只有那一份对亲人爱和对鼠疫的憎恨永远留在人间。里厄医
生四处寻找血清，想要救人们。一天，他用血清在一个得鼠
疫的小孩身上试了，很成功，但不幸的是小孩还是死了。

不知是不是他的努力感动了上帝？一天，一名鼠疫的病人被
医好了。这跟里厄医生和全城一日丝希望。后来，越来越多
的.人好了，鼠疫终于离开了。城中起了礼花，里厄医生静静
的想。他和兄弟和爱的人离开了人世，都被遗忘了。书本上
写着：鼠疫不死不灭，它能在家具和衣服中沉睡几十年，能
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潜伏守候，也许
有一天，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驱使他们选择一座幸福
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而那时，人们就将再次遭受
不止一次经历过的厄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了什么痛苦的事情，上帝都会
留下一丝希望，而那些希望并不是送来的，而是那些坚守爱
与希望的人去争取的。书中的里厄医生，他坚强，不会被这
些痛苦所击倒，他就是去争取希望的人，非常值得人们去学
习。

我有一回一点都不像里厄医生那样争取希望。我参加了cctv
英语风采大赛，前两次还平稳，可决赛的时候准备的时间太
少了。我还要一边上课，一边学英语，太忙了。这时我几乎
放弃了，每次练习都懒懒散散的，有时还不想再练习下去。
当比赛时，我终究是考了一个不太理想的成绩。如果《鼠疫》
这本书也是这样，那么，瘟神不是就永远的控制住奥兰城了
吗？如果里厄医生也像我这样，那么奥兰城还有救吗？我以
后一定不会这样了，我要去寻找雾霾中的一丝光。

《鼠疫》这本书的介绍就此结束了，欢迎去书店购买。



鼠疫读后感高中篇二

很多时候，我觉得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实，多读书可
以更多维了解世界。读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把现实和小说
对比碰撞一下。近几个月爆发的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认清了
这个世界，认识了自我。于是我翻看了这部经典小说《鼠
疫》，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这本是一本虚构小说，现在却成了现实主义写照。作者对人
性的洞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有理有据。但是现实永远比小
说更荒诞，现实中存在着那些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连
小说都不敢写，写了也会被屏蔽。所幸，这个社会上里厄医
生、塔鲁志愿者这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发生的那些荒诞事件，也只是些让人震惊的个例。世界本就
是荒诞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实本身没有什么可预
测性。在这种不可预测性下，最重要的就是接受这一现实，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沉着冷静，脚踏实地去对抗这荒诞
的世界，对抗疫情。我们的国家正是如此去做的，我们的人
民也是如此去做的。

《鼠疫》故事的最后，奥兰城的人民战胜了鼠疫，迎来了亲
人的相聚。但是，也有些人，面对已经走得空空荡荡的火车
站台，没有等来想见的那个人，忍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痛
苦、焦虑、绝望、斗争之后，战胜疫情，或许会成为这一个
时代的精神印记。

鼠疫最终只是一个象征，人类历史上面对的各种灾难数不胜
数，战争、疾病、地震等等。需要看清的是，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而生活不止，斗争不止。

鼠疫读后感高中篇三

能让人联想到今年年初我们国家的疫情，而通过它的描写能



让人感受到这个过程的残酷和绝望，但是即便是如此走投无
路的境地，tarrou还是会说如果除了鼠疫之外我们什么都不在
意了，那我们奋斗的价值在哪里，这段对话的描写解开了我
自己很多年的一个心结，对在很多困难处境中又看不到希望
的人都很有开导意义。

如果他们也可以早点看到这本书，可能在这个困难的处境中
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吧。还有当tarrou因病去世后，医生rieux
又收到了他妻子的离世的电报，这一段鼠疫时期看过了太多
死亡的rieux在鼠疫快要结束，在希望最接近他的时候却收到
了两个他最亲近的人的死亡通知，而他的反应却是极其平静
的看向窗外，但是却比任何歇斯底里的悲伤发泄都震撼人心，
反抗是没有尽头的，所以结果怎么样仿佛并不重要，“逝者
已逝，但那些温情脉脉的片段，却能在内心最深处留下磨灭
不掉的印迹。”这本书没有太多温情的描写，但是能看得出
医生是个很温柔又坚韧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拼尽全力地带着
逝者留在他生命中的各种各样的印记努力地往前走。

鼠疫读后感高中篇四

要说这本书，其实很简单，就是作者以一个旁观人的角度描
述了发生在阿赫兰（位于阿尔及利亚）的鼠疫的故事。文章
以一名叫做里厄的大夫为中心，完整地记述了鼠疫的开始和
结束，以及面对鼠疫，政府的处理和不同人对于鼠疫不同的
反应等等。

其实这本书现在读起来，真的可以说是很应景了。比照发生
在武汉的疫情，阿赫兰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疫情的发生，
让我们感叹国内的国内基础卫生建设的不足的同时，也感动
于那些无数为了人类生命而默默付出的各种工作人员。但是，
在《鼠疫》里，是真的在写鼠疫吗？作者其实是在透过鼠疫
来描写人性。

也许是没有看过太多这种一边叙事，一边长篇阔论的写法。



起初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乏味，故事读起来缺乏
抑扬顿挫，而且还加入了太多作者自己的想法，让我总是看
着看着就出神，回过头来，已经不记得之前故事发展到哪里
了，即使到现在，我也还是记不太清楚这本书里到底出现了
几个人物。这也是我给本书4星的原因。但后来的描写和记述，
特别出彩，一下子把整本书的level提高了不是一两个层次。
可以说，也正是作者站在旁观者角度的思考，让我觉得他在
写对于人性的思考。

读了本书，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的一条线索就是面对鼠疫，人
们的心理变化过程。在鼠疫最开始发生的阶段，人们是满不
在乎，到后来城市被迫封锁，人们的的惊慌失措。“鼠疫带
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流放感”。封闭的生活，与亲人
无法相聚的痛苦，“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
忆往昔而生活”。以及到后来经历了无数具尸体的掩埋过后
的麻木。“里厄是在注意到朋友们和他自己身上正在滋长一
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时才发现这一点（极度疲劳）的”。到最
后，鼠疫的突然消失，人们各种的欢乐。“在各种咖啡馆的
柜台前都挤满了同样兴奋的人群，在他们当中有不少搂搂抱
抱的男女在大庭广众面前毫无顾忌。人人都在开怀大笑。”

疫情全面爆发，天天都只能呆在家里，还收到了同学从日本
寄来的2盒口罩（大概100枚左右），因为国内那时已经买不
到口罩了。天天刷着微博，看着每天以指数增长的感染人数，
起初还朝我妈大喊大叫，后来竟也就没有那么有所谓了。已
经感受不到，所谓的死亡是一个人死了，这件事情发生了几
百遍的心情。我常常会因此觉得人性可悲，悲伤难过的事情
发生的多了，天性使然，我们的身体会学着适应，会变得麻
木，人会变得不堪。失败的多了，我们就会习惯，但同时也
会痛恨着自己的麻木。

鼠疫，真的只是鼠疫吗？“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
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
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



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
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
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久流放。”这真的是在讲鼠疫吗？我
想我们都已经心知肚明。如今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思想，也存
在着各种“站队”。在如今这种鱼龙混杂的时代，对我们每
个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更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
有自己的准则，不要成为帮凶。清醒的人都是痛苦的，人生
已经如此艰难，我们至少要做到心中有一片天空是一尘不染
的。

鼠疫读后感高中篇五

通过里厄客观冷静的叙述，仿佛也能读懂点什么。里厄是这
个城市的医生，在灾难来临时，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在第一线，
每天都和死亡打交道，疲惫不堪。在这个故事的描述中，几
乎看不见他的表情，在和朋友聊天时，在母亲拥抱他时，在
小男孩死时，在朋友塔鲁死时，几乎都没有任何情绪，他就
好像是站这个事件的旁边，看着一切开始、结束。但他也不
是全然客观，他在和疫情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在
这期间，本来一开始想要迫切逃离的朗贝尔也放弃掉可以见
自己爱人的机会，决意留在阿赫兰。明知留下来的结果是最
坏的，明知一切的抗争可能都是无效的，却还是选择留下来，
这一种勇气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当然值得人尊敬。

有一个场景我很喜欢，说的是一个老人闲时会对着窗外的猫
吐口水，后来鼠疫发生，外面没有猫可供他打发时间，这让
他十分苦恼。这个动作似乎无聊，可这是自己掌控时间的一
种自由，我也十分羡慕像塔鲁说的那样“在时间的漫长中体
验时间”，无所谓浪费，自己的时间，应该是想怎么挥霍就
怎么挥霍。

小说最后，里厄给一位老病人看病时，老人说了一句“可鼠
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这时我才明
白，这一场鼠疫就是我们所过的生活，它的荒诞性就在于，



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命定
的，都是像鼠疫一般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半点由不得人。

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最终都是走上一样的路。无论过得是
名利双收、荣华富贵，还是默默无闻、一生贫穷，最终都是
踏入虚空。我们就是一粒尘埃，不值一提，这世界又乱七八
糟，没有拯救的希望。我也会常常问自己：“会好吗？”内
心的答案永远只会是：“不会的，只会更烂。”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抱任何幻想的加缪，看清所处世界的.荒诞、
冷漠、丑恶，却仍然对自己的存在充满了强烈的热情。用消
极悲观的想法去乐观勇敢地活着，这是对生活、对死亡最好
的反抗，这也才算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作家和读者是很奇妙的关系，非得心神契合，才能做真正的
知己。当然，加缪不懂我，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懂我，但是，
无所谓，我能懂他一点点，就已算是我的幸运了。认识他之
后，才有了更多对生活的希望，才会想要努力去创造一些东
西，以便能多少留点曾经存在的痕迹。

这是我最真诚的反抗，这也是我最大的勇敢。

要好好爱呀，要努力生活呀，因为加缪说：“人的内心里值
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