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草读后感悟(大全8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
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野草读后感悟篇一

鲁迅的这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
剧），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26年1月的《语丝》
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
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寒假的一天，我看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写的散文诗集《野草》。

我一看这本书就入了迷，爱不释手，一口气就将它读完了。
其中有一篇我印象最深的《雪》，这篇文章与众不同，写得
十分优美，表达的思想感情很强烈。我想大家一定是迫不及
待了吧，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吧！

《雪》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特色，与我们写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写雪的着重点一般都是它的形状、颜色、飘落的样子等
等，而鲁迅写的这篇《雪》的着重点却是孩子们怎样塑雪罗
汉。我个人认为这是《雪》这篇文章的闪光之处。“第二天
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i对着他拍更1卓头1嬉笑。但他终于独
立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了二层冰，
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7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
而嘴上的胭脂也褪色了。”（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鲁迅的诗集
是如何描写雪的，而是先写普通人所描写的雪，然后再和鲁
迅笔下的雪作比较，突出鲁迅诗集中对这一段话里蕴藏着一
个道理：看似强大的事物却经不住一点小小的考验，就已经



完全变了样，认输了，低头了。在我们身边也存在着这样的
事情，我们要去克服它，消灭它，不使它成为你生活的累赘。

《雪》这一篇用了许多的修辞手法，将文章写得更加生动形
象，让人读了以后，眼前仿佛就出现了这个情景，如：“但
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
着，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这一句话用了拟人的修辞手
法将蜜蜂飞来飞去，写出了忙碌。蜜蜂一边飞一边发出嗡嗡
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事，而作者却把它们写成是在吵闹，
这更加突出了作者之文采。只要你一闭眼，眼前就会出现书
中所写的这一幕。

“雪”在我的脑海里是很美的，但在作者笔下的《雪》中觉
得更加美丽，我：鲁迅龍写出这样美的雪景他肯定是注入了
自己不少的感情在里面然是王里能将雪写得迦此羡厘i我从中
发现写作文最重要的是要用真情实感去写。〔作者能从鲁迅
描写的雪景中看到鲁迅所倾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仅仅停留
于雪景之美，抓住了诗集中的精华部分。）我从这本书中获
益匪浅。

野草读后感悟篇二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是时候
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野草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我读几遍了，头脑仍然一片空白。
要是说非得找几个词来概括它给我的印象的话，那就是：旷
野，荒原，燃烧。我甚至已经记不清楚《野草》里是否有这
几个词，也不想翻书去求证。我想有时候读书不求甚解也好，
起码留给自己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我想极力避开人们对
《野草》的解读，虽然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并且会让我



了解到诸多关于革命、荒诞、存在、本体等等之类的伟大意
义。我并非不承认或者不赞同人们的`看法，只是这些东西看
多了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深恶痛绝之感。因为是读后感，
因此就减去了学术上的种种规范，说话可以相对放肆坦诚，
所以下面我将张口胡言乱语了，请诸君做好心理准备。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总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从
而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来，这样事情就变得有趣了。我
很喜欢《野草》，也很尊敬鲁迅先生，他文中所显示出来的
荒原意识让我的神经异常活跃和兴奋，以至于在阅读时我完
全沉浸在里面的场景里了。不过这个场景仅仅是我自己想象
的而已，并非是鲁迅先生在写作时头脑所浮现的场景。但我
觉得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理解，我总是相信有那么一个世界
我们从未抵达。这个世界它不应该属于任何一个时代，或者
局限在任何一个意义，它因为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而无法用言
语表达，只能感受。我也相信《野草》除了具有它所该具有
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外，还有一个世界它从未展示，那就是荒
原。虽然我们可以根据鲁迅先生的文字进行荒原的场景想象，
然而真正的荒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所看到的荒原只
是被鲁迅先生物象化的荒原，每个人心中的荒原都是独一无
二的。所以，我们没必要极力去挖掘或者吹捧别人心中的荒
原世界，我们应该花的时间去认识自己心中的荒原。在这里
我并不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野草》的挖掘是一种吹捧，我
也相信人们对它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与先生所想的是相符的。
我只是想告诉自己，人们对《野草》的无限度挖掘只是《野
草》荒原世界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问题在于，人们都想极力
让别人去认同自己所看到的角落。这种想法将归结于严密逻
辑的胜利呢，还是思维空间过于狭小的悲哀?也许根本就无法
回答。

上面的说法或许过于武断。人们会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荒
原?什么是旷野?这些词从哪儿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不
得而知。太过于抽象了，我们压根无法触摸，又何来的理解?
不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我们把它摆在那又有何用?如果大家非



得这样刨根问底，我就只好沉默了。不过我仍然在想，“燃
烧的荒原”是否更具有震撼力和吸引力?且不管别人如何想，
我先第一个赞同。确切来说这是一种梦境，或者说这种梦境
与我心灵深处的梦境是相通的，所以我特别有感觉。觉得特
别的兴奋和有意义。说到这里连意义也是抽象的了。我无法
解释这种奇怪的念头。这也许就是《野草》在我这里所产生
价值，一个抽象的价值，一个抛开了时代和现实意义的价值。
我相信这个世界允许这种价值的存在。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要么目瞪口呆，要么厌烦透顶了，但我还
是要把话说完。《野草》留给我的印象只有三个词：旷野，
荒原，燃烧。这个印象不仅仅属于我，它具有更加普遍的意
义，它让我相信——有一个世界我们从未抵达。

野草读后感悟篇三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后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
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
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野草》

一直都很喜欢鲁迅先生所写的《野草》，因为我感觉这些内
容都揭露了人的本性，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的黑暗与虚无。

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早已非常熟悉了。从一开始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社戏》，最后再到《藤野先
生》。我们的课本上几乎每年都有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相信，
这些文章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上是有原因的。或许是鲁迅先生
的文章总是有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艺术特色。鲁迅先生的文
章总是包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我不知是经过怎样的事情才
能写出这样的发人深省而深刻的文字？或许是对那个时代不
公的控诉，也可能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无奈。我想鲁迅先生



当时写《野草》的时候，一定是饱含着强烈的、激昂的感情。

《野草》写于1924年至1926年，是一篇散文诗集。《野草》
从它诞生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几乎一致地认为这
是现代文学史中一部非常难懂的作品，除了这本书的内容很
深刻，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的象征手法。

《野草》这篇文章它包含着鲁迅先生对革命力量的热烈呼唤、
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无奈以及自我剖
析。还包含着生与死、爱与恨、梦与醒、过去与未来、黑暗
与光明等各种强烈的思想斗争。

同时，《野草》里面的语言艺术也运用得非常好。鲁迅先生
可以使用形象的语言，生动地将作品中的人物的复杂性格表
现出来，这是一种很难得达到的描写境界。并且鲁迅先生也
善于选择生动的词句，书写优美的意境，例如《腊叶》中
的“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
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等”鲁迅先生所写的文章中的语
言总是这么的生动。除了以上的几个语言描写方面还包括音
节方面的韵律，例如在《雪》一文中的“是的，那是孤独的
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等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孙
玉石曾说：《野草》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
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
难以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

鲁迅先生所写的这本《野草》我已经读了不下3遍了，每读一
次，都会有一种来自灵魂的震撼，读完以后对生活又有了一
种新的认识，新的见解。我沉浸其中。

野草读后感悟篇四

在我的案头放着一本叫《野草集》的书，闲暇时总是爱翻一
翻。说它是一本书，却少了书的很多要素，没有出版社名称，
没有书号，没有字数，也没有定价等等。它是208队原总工程



师李孝颐老先生，将自己几十年来从事地质工作的心得体会、
见闻、感悟、绘画、科普文章等，精心编辑成册，自费出版，
全部赠送给亲朋好友和同事。我有幸获赠该书，初次阅读并
没有多少感慨，多次阅读后，似乎产生了许多共鸣。

全书共有280页，近30万字篇幅。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
主要是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小到退休这几十年间的
生活和工作回忆。第二部分是作者写的科普文章，内容涵盖
地质灾害、古生物化石、钓鱼的器具研制等等。第三部分是
散文和随笔，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褒贬了一些社会现象和公
众人物。第四部分是作者写的小说、独幕剧、寓言故事；第
五部分是诗歌、快板、对联、谜语等。

李孝颐老先生出生于1936年，今年已84岁高龄，编辑该书时
已82岁。他50年代参加工作即在208队，随队转战天府矿区、
华蓥山、贵州水城等，一直从事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
作。80年代曾任208地质队总工程师多年，后来担任中国援助
埃塞俄比亚打井供水工程队队长兼总工程师，带领项目组的
同志，驰骋在东非高原，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埃塞俄比
亚打井供水任务，获得埃方及中地公司好评。退休后，他非
常关心我队的各项工作，作为技术专家，经常亲临野外一线，
指导年轻技术人员的工作，随叫随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有空就写回忆录，写各类科普文章，绘画，经常参加局组织
的征文和书画比赛并多次获奖，真可谓多才多艺。

作为一名长期在野外工作的技术人员，本来工作就很忙碌，
还要抽时间写各类文章，到老来汇编成册，多达近30万字，
有几人能做到？李总的这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勤于动脑
动笔的精神，为我们地质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初读该书，给人的印象是“散”，有小说、诗歌、散文、对
联、剧本等。但再读时，慢慢就品出一些地质人特有的味道。
虽然文章体裁多样，但文“散”而神不“散”，都集中反映
了一位地质工作者勤于思考、积极进取、甘于奉献、乐观向



上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年轻的地质工作者需要学习
的。

今天，我把李总的这本书分享给大家，理由有三。

其一，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视剧，是真人真事，是我们地
质人自己写自己的故事，完全原创。细读慢品，你会更加了
解208队的发展史，了解一位地质队员的成长史，你一定会有
一种真实感、亲切感。

其二，通过读这本书，要传承一种精神。把老一辈地质工作
者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勤于思考、乐观进取的精神传承下
来。

其三，我们每一位地质工作者，都要甘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
草。李老总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208队的总工程师，
知名专家，就是从不知名的小草做起的。正如他书中写道的：
“我爱野草碧绿的颜色和柔韧的身姿，赞赏它无怨无悔、很
少索取、只知奉献的高尚品格。敬重它百折不挠、奋发向上、
顽强抗争的可贵精神”。

愿我们都向李总学习，从点滴做起，从小草做起。虽然没有
花香，也没有树高，但是我们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我们
只知道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应该做的事！虽然我们很渺小，但
我们仍然要执着地将大地拥抱！

让我们大家都静下心来，多读书，读好书，勤动脑，多动笔。
用阅读的方式净化自己浮躁的心灵，升华自己的思想，做一
名有文化、有品味的地质人，做一名多才多艺的地质人！

野草读后感悟篇五

《野草》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出版收散文二十三篇。作
于1924至1926年间，有《秋夜》《影的告别》《雪》《风筝》



等著名的篇目，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鲁迅先生以独特的视角诠释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野草，
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
血和肉，各个夺去他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会遭践踏，将遭
到删刈，直至与死亡而腐朽。我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
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为我自己，为友报仇，人与兽，爱者与
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要不然，
我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和腐朽更不幸。

《秋夜》是我喜欢的篇目之一。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
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打他们别人打剩下的枣子，现在一个
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红粉花的梦，秋后要
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
单剩干子，然而脱落了的当初满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
欠身的很舒服，但是，有几株还低亚着，弧顶他曾打造的竿
子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株，却也默默地铁似的直刺
着奇怪而高空的天空，十天闪闪的鬼魅眼；直刺着天空中圆
满的圆月，使月亮窘得发白。作者笔下的秋从枣树写起，写
秋后早熟的形态，又写月亮的窘白，给人一种凄清冷寂之感。

鲁迅先生文笔细腻而又不失大气。豪迈的情感他于一九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的《腊叶》就有很好的表现。但今夜他
却黄蜡似的叶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是去年一般灼灼。
假如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我也不知道
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落叶的斑斓，似乎也只
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
寒的植物也也已经秃尽了，枫枫树的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
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罢。但今年我竟没有
赏玩秋树的余闲。作者在灯下翻看《雁门集》，翻出一片落
叶，勾起了作者的回想。作者由这片小小的残叶联想到了人
生，将坠的落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间里相对，人
生苦短啊！



《野草》中书写了作者鲁迅先生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生命的追
求，只能细细品味其中韵味，对提高个人修养和对人生意义
有极大的作用。

野草读后感悟篇六

一棵任人残踏的小草，无人注意的小草，它却以顽强的生命
力，掀翻了压在身上巨大的石块，顽强地钻出地面。表现了
不畏困难，勇于磨练，永远乐观的可贵精神，野草的这种精
神告诉我们，无论应对多么巨大的困难和不幸，只要我一步
一个脚印，不屈不挠地前进，生活道路中的成功也就会与我
们相逢。

温室里的花朵似乎比野草更加美丽，但野草顽强不屈的生命
力，却更为人赞赏。

野草和盆花，有着不同的'精神。在生活的道路上，人也一样。

野草代表着强盛的生命力，我赞美它。

野草读后感悟篇七

鲁迅先生投笔从戎，便是誓为贫苦百姓的保护者，甘做刀笔
吏，他对敌的议论，总是锋芒毕露，直入对手骨髓。

在《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中，鲁迅复仇的
矛头却直指百姓那些他一心想唤醒、想拯救的人。这是鲁迅
对愚昧百姓怒其不争的体现，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

这样的反转构成了一重的复仇：不让庸众鉴赏，得以生命飞
扬的大欢喜，却偏给观看他们的厌烦和无聊。此外，还有一
重复仇，这是将读者也算计在内的。将杀戮的快感直接导向



将读者，自然而然将读者引诱到看客面。因而，如果被引诱
至这种视角，则读者也沦为作者所批判的庸众。鲁迅先生的
矛头这回指向批判者自身，这是间接的和深层次的复仇。

《野草》是鲁迅先生创作中最薄的一本散文诗集，这本小册
子自从诞生起到这天，一向让人们去言说，而又言犹未尽。
这本诗集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鲁迅正是透过这些构思的
小故事，向人们传达他最深的生命体验。《野草》可算作我
们窥得鲁迅内心的窗口。而《野草》中的两篇以复仇为题的
作品，也昭示了鲁迅先生长久以来在许多作品中显示出的独
异的个人与庸众的关系，映射到现实生活中，也是作为一个
思想的启蒙者与未开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野草;复仇》中
的复仇是在独异的个人与庸众之间进行的。而《野草》中的
复仇的概念在《铸剑》中受到进一步的推广，构成了一个哲
学好处上和美学好处上的复仇主题。

野草读后感悟篇八

昨天，我们学习了《野草》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记述了“野草”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植物，它
可以完整地分开人的头盖骨，并能掀翻巨大的石块，也只有
它才有这种超凡脱俗的力量。

读完这篇文章后，让我不禁小小地惊叹了一下，这娇小嫩绿
的野草有多大的力气啊！虽然上面有万般阻挠它的石块，没
有大量的雨水供他们吸收，但是他们还是用坚强的毅力和顽
强的生命力挺了出来。向着阳光、向着蓝天、向着白云，用
那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用那有弹性，能屈能伸，有韧性
不达目的的不止的力，向全世界的人喝彩。

还记得去年夏天，奶奶家养的小猫“咪咪”因意外被压死了。
年小无知的妹妹在楼下草丛中绑了个袋子，在被袋子笼罩的
里面有许多杂草，和妹妹放进去的白纸片，结果还压翻了许



多小草。我心想这可怜的小草，既没有阳光的雨露，也没有
伸展的空间，一定非常苦恼吧！想必不久就会枯黄了吧！几
个星期后，物业找到了我们，责怪我们这样做没有保护环境，
后来妹妹哭着，哽咽着把袋子拿了下来。我惊呆了，那几棵
小草不但没有枯萎，反而越长越茂盛，只是被压弯了腰身，
看着小草的这种精神，我不禁感动了起来。

还记得很小，有次考试，我没有考好，本来以为这是偶然，
但是几次后，成绩很是一样，我失望极了，以为自己就是比
别人笨，考不好。现在我和小草比起来，我真是太渺小了。
现在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什么都应该勇往直前，坚持不
懈！

这篇文章带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我想每个人心中应该有株
野草，让它向着阳光，完成它的生之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