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生读后感高中(精选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先生读后感高中篇一

差不多先生有句“名言”：“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
太认真呢。”这可以说是他的处世良方和为人准则，所以他
的名字就叫“差不多”。这“差不多”三个字简直就概括了
他的一生。本文写的是差不多先生一生不肯认真。例如：母
亲叫他买红糖，他却买了白糖，还说红糖和白糖差不多，反
正都是糖。这样的例子文中还有很多：山西跟陕西差不多;十
和千差不多;就是在他生死关头，差不多先生还说：“活人和
死人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更可
怕的是，差不多先生死后，人们还称赞他一生不肯算计，不
肯认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无数的人竟以他为榜样，成为
一个又一个的“差不多先生”。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差不多”先生还时常出现。比如：
在课堂上，有的同学说：“做作业和做好作业都差不多，反
正是做了。‘增加到’和‘增加了’都差不多，反正是‘增
加’。”市场上小贩缺斤少两，对找他的顾客说：“八两、
九两都差不多，你何必那么认真呢?”马路上，驾驶员没有驾
驶证，汽车撞人致死，还理直气壮地交警说：“有没有驾驶
证都差不多，反正会开车就行。”

读了《差不多先生》就好像注入了一针清醒剂。“差不多”
就是不思进取，混日子，长此下去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只会
碌碌终生。这篇文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警醒和启示。



先生读后感高中篇二

周末读了鲁迅的《朝花夕拾》里的前几篇文章，其中我感触
最深的是《藤野先生》。

鲁迅先生的`这一篇《藤野先生》，虽说标题确实是关于藤野
先生，可文章却用了大篇幅去写和藤野先生几乎无关的事情。
其中的冷嘲热讽，确有深意。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的医学老师，他对鲁迅十分关心。藤
野先生在生活上不是很讲究，但他却为人诚恳公正，对自己
的学生诲人不倦，对研究一丝不苟。他纠正鲁迅笔记上的错
误；知道中国人很敬重鬼，特别担心鲁迅不肯解剖尸体。

在我看来，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仅把自己情念藤野先
生的情感寄予其中，更是用文字搭建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文章层次杂乱，但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国家、藤野先生的情
感，也许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在上世纪初的“大日本帝国”，就像是插了一对隐形的翅膀，
国民的膨胀之心，简直就像老鼠觉得自己比鸡要大一样俨乎
其然。而上世纪初的“大清王朝”，就像是吃了毒药一般腐
朽，可谓是“一手好牌打到烂”，国民犹如幽魂一般零零落
落，国家如傀儡一样，只有躯壳，没有心脏。

而鲁迅先生，恰好又以极其委婉的语言写出了上述的对比。

先生读后感高中篇三

今天我读了《藤野先生》这本书， 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写的，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感情真挚，用语精炼，遣词含蓄。

《藤野先生》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先读时并
没有什么感触，只当是普通的回忆老师的文章来看而已。但



我想鲁迅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摘录在自己珍藏的小本子里，反
复阅读的。在一遍遍的品味中，我似乎不断地从每个句子里
都能发现新的瑰宝，对于这篇文章也有了更深入些的体会。

恩师是让人怀念的，特别是当你身处异国时，经常会让你觉
得孤独。而在那时，却有一位老师唤醒你的灵魂，给予你关
爱和鼓励。

鲁迅先生从他父亲的病中受到了影响，从而去东京留学。他
从为父亲看病的中医身上，看到了那些人的自私自利，甚至
为了钱财利益，不惜草菅人命！这让他觉得失望，从而踏上
了东京留学之旅。

虽然鲁迅在他的指导下懂得了许多。但从后来的匿名信和看
电影事件中，他选择了弃医从文这条道路！

从这课当中，我们不难知道，鲁迅他所表达的是要想真正的
救国，就必须先改变人民的思想！

确实，一个人如果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根本达不到国家
的人才标准。相反的一个人如果勤奋好思，求知欲强，那必
定会为祖国的建设增添光彩！

把握现在，努力学习，你就会感受到世界的精彩，人生的美
妙！

先生读后感高中篇四

人生的旅途上遇到一位良师是多么的不易啊!

藤野先生冲破了国界，他没有为难、歧视来自清国的留学生
鲁迅，而是在百般忙碌之中抽出时间去修改鲁迅先生所抄的
讲义，圈圈改改之中，是一位老师对异国留学生的浓浓师生
情。



后来呢?后来的鲁迅先生被日本学生侮辱，被质疑，是藤野先
生为他消灭了流言。鲁迅先生不满当时日本学生和那些无能
中国学生心理的扭曲，执意弃医从文拯救国人思想，并告知
他的老师藤野先生自己要去学生物学时，藤野先生的神色是
极其悲哀的，那是为鲁迅要离开的悲哀，那是为清国留学生
的悲哀，是为友人即将离去的悲哀，他是多么的照顾、喜爱
鲁迅啊!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照片后的“惜别”，那临别前的千叮
咛万嘱咐，那发自肺腑的`“常寄信给我”，一句句话语萦绕
在心头，一张张讲义浮现在眼前。

不惧国界的藤野先生啊!无比照顾留学生的藤野先生啊!认真
细心改学生讲义的藤野相声啊!谢谢您。

谢谢您用您高尚的品格温暖了留学生的心。

先生读后感高中篇五

上周，我们学习了《藤野先生》这篇课文，它选自于鲁讯先
生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这篇课文写的是：青年时期
的鲁迅先生去日本留学，当他来到东京时，却失望至极，他
看到清国留学生生活的污浊，失望以及不满。当他来到仙台
时，受到了特殊的待遇，那里的学校对不收学费，还为自己
食宿操心。之后，鲁迅便遇见了改变自己一生的教师—藤野
先生，在那里作者又与藤野先生之间发生了几件事情使鲁迅
学医的信心转变了。第一件是先生为“我”添改讲义，这件
事表现了藤野先生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第二件事是藤野先生为
“我”纠正解剖图，而鲁迅只将解剖图中的一条血管移了一
点位置，藤野先生就给改正好了，这表现了先生的细心与认
真和对学生严格的品质。之后，藤野先生又关心起“我”的
解剖实习，表现了他的热情与诚恳。之后，藤野先生又了解
女人裹脚的事，这又表现了先生的求实精神。



在鲁迅身上有两件事真正使他改变志向。一件是匿名信事件，
另一件是看电影事件。“中国是弱国，分数在六十分以上，
便不是自己的`本事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句话是鲁迅先
生擅长的反语，表达了自己的自尊心所受到的挫伤，思想上
受到的极大震动，以及改变志向，弃医从文的决心。从这以
后，鲁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作者认为应当从精神上
救国民，即使身体再健壮，也改变不了愚昧的思想，仅有从
精神上唤起国民的觉醒，才能救国。

从这篇文章中，我学到了鲁迅先生的爱国思想，也明白了人
一生中不能没有导师。

先生读后感高中篇六

鲁迅先生的这一篇《藤野先生》，虽说标题确实是关于藤野
先生，可文章却用了大篇幅去写和藤野先生几乎无关的事情。
其中的冷嘲热讽，确有深意。

在我看来，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仅把自己情念藤野先
生的情感寄予其中，更是用文字搭建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文章层次杂乱，但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国家、藤野先生的情
感，也许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在上世纪初的“大日本帝国”，就像是插了一对隐形的翅膀，
国民的膨胀之心，简直就像老鼠觉得自己比鸡要大一样俨乎
其然。而上世纪初的“大清王朝”，就像是吃了毒药一般腐
朽，可谓是“一手好牌打到烂”，国民犹如幽魂一般零零落
落，国家如傀儡一样，只有躯壳，没有心脏。

而鲁迅先生，恰好又以极其委婉的语言写出了上述的对比。
日本的学生给他写了匿名信来挑衅，又用“漏”字来借机嘲
讽他，这样地羞辱国人，让日本人对大清国人的歧视可见一
斑。而后的幻灯片事件，更是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人心，没
有尊严，不知耻辱。而鲁迅先生，只用了十分平静的语气，



就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愤懑，以及对那时大清的讽刺。

萎靡的国民精神，与无可救药的大清国，是鲁迅先生弃医从
文的根本原因，他不想再看到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
惨状，他不想再有发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
所以，他知道，要从精神上来挽救一个颓废的民族。

风起云涌的文章，讽刺至极的历史，让我对那段历史恨入心
髓。无药可医，岂为医者能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