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呐喊阅读心得 呐喊阅读心得体会(模板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呐喊阅读心得篇一

自从读了《呐喊》这本小说后，我一直被它深深地震撼着。
它的作者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小说作品无
一不具备独特的思想性和感染力。《呐喊》这本小说，以其
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性的探讨，让人们对于生活和未来有了
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第二段：生活的杂质

《呐喊》这本小说，展示了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小说
中，那些底层人民的生活，被描绘得鲜活而真实。鲁迅时常用
“杂质”来形容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人们的生存环境，残
酷而苦涩，劳作所得却又微不足道。这种贫穷的生活状态，
在很多人心中犹如一根钉子，让人们在极度压迫下，永远无
法得以解脱。这些杂质的存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与
世界的真实面貌。

第三段：思想的碰撞

《呐喊》这本小说，不仅仅反映社会的杂质，它更重要的意
义是，为被压迫的人民提供了精神解脱的希望。在鲁迅笔下，
一些一方面受着贫穷之苦，另一方面却仍然对社会保留着希
望的人们，逐渐显露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份激情与疯狂。
这种疯狂是一种反抗、是一种反击。这种反击传递了对现实



局面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是深刻的思想碰撞。

第四段：对人性的探讨

《呐喊》这本小说，一方面展现了那个时代堆积如山的生活
难题，另一方面展现了人性的不同层面。小说中所推崇的人
性，可以从余部的作品中感受到。余部的出现，配合了人民
已经识到生活与人的关系的思想意识，把现实和理想引向了
更高的阶段。他追求内心世界的统一，探索现实与理想的结
合，充满了人性完美与向上发展的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
一种人类文明上的一种新的人性类型。

第五段：感想总结

在读《呐喊》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不仅学到了很多关于社会
历史的知识，更深刻地理解了人性的不同层面以及人类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这本小说，不仅改变了我的知识结构，也让
我对人性的探究更加深刻。人性的探究，不仅仅是文学家们
的探寻，也是每个人自己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希
望我们能够珍视这份对人性探寻的追求，继续探索改进自己，
为我们的人生之旅注入干劲！

呐喊阅读心得篇二

《呐喊》共收作品十四篇，起于1920--年的《狂人日记》，
迄于1920--年的《社戏》。作品的选材，“多采自病态的社
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当时的鲁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的，是人的“病态”的灵魂。

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
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序文里，“医
病”的问题，成为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
是为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复一日的亡故
了”。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求治象我



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
的体格，而显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
看客的身上，看到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
作者由关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作者思想
发展的进程。这一思想转化的进程，对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同时，从艺术表现上，作者思想的这种转化，又仅仅是
通过并不曾为他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这显
示出作者准确、精到的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

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
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
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
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
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
“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
从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
时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这篇序文的写作特点，突出地体现出作者的用笔素朴、简括，
不事铺排。这种笔触，与他深沉冷峻的思想桴鼓相应;同时作
者的素朴、简括，并不意味着作者思路的单调、狭促。作者
在描述生活锁事的同时，总是把他的得寸进尺触，抵向我们
的心灵和精神。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
和忧愤深广的思想，给读者带来深层次的思索。

《呐喊》是鲁迅1920--年至1920--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
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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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
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鲁迅又谈到他把《狂人日记》等小说投稿到《新青年》的经
过。他曾问办《新青年》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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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
希望。’于是他便写了《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了另
外十余篇。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铁屋’中的人，
使国人得救。谈到《呐喊》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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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
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
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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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小说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它
以无穷的魅力，风行了大半个世纪，至今不衰。这三部小说
集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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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收入了鲁迅先生1918-1920--年所作的15部小说。后
来作者抽出去一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更名为《铸剑》)，
遂成现在的14部。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迫
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以下介绍《呐喊》的内容。在
《呐喊》自序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了反应
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从事文艺活动的目的和态度。同时
也说明了这些小说的由来和起名的原由。作者从学洋务、学
医、走科学救国之路，到推崇文艺，把文艺做为改变国民精
神的武器，表现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求索救国救民道
路的精神历程。本篇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理解本集



小说的内涵，及意蕴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写作上，本篇
自序文笔清新老到，周密流畅，震人心魄又引人入胜，读之
使人欲罢不能。其语言风格充溢着鲁迅独特的个性，具有极
强的艺术魅力。

呐喊阅读心得篇三

近来，迷上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在寒假里读的小说集呐喊，
细细品咂，又有别样味道荡漾其中。

鲁迅在序中写到了与新青年编辑的对话。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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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说决没有毁
坏这铁屋的希望。”显而易见的，这一群困在铁屋子里的人
就是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中国人，而发自肺腑的呐喊则是
鲁迅先生用笔唱响的正义之歌。

让我颇有感悟的是药和孔乙己两篇小说。

孔乙己无疑是一个悲剧色彩人物。身着长衫，脸带伤痕，一
副穷酸模样。最让我痛心的并不是他生活潦倒，只有偷书看，
而是他在酒馆受到的耻笑。无论他到哪里，他的滑稽装扮都
会让人从心底瞧不起他，就连文中的”我”—一个12岁的伙
计，当他热情满满问”我”学业怎样时，都给他一脸冷漠。
当孔乙己被打折腿致死时，又有几人为他哀惋叹息?鲁迅毫不
留情地写芸芸众生的冷漠无情时，他心中是涌出了多少愤怒
的洪水!

再说药，一个个小人物内心的挣扎，无情，不信任……被鲁
迅先生写的淋漓尽致。“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



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那
一滴滴滴下来的仅仅是烈士染红沙场的鲜血吗?还有泪与恨，
恨他们的鲜血在此刻流的如此不值!毫无反抗之心的华小栓，
一心为国却被出卖的热血青年夏瑜，一”华”一”夏”，鲁
迅先生带给我们的正是当时血淋林的华夏悲哀!

鲁迅给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大社会，让我们从一个个小人物
中深刻地，清醒地认识了那个年代。身为一个铁肩担道义的
作家，纷繁的尘世中，他找到了自己心爱的职业和不再改变
的信仰。他的笔不是为了献媚高层，不是为了博取人心，只
是写了一个绝不虚假的世界。他的作品不再单单富有文学价
值，这是一个广角镜，它代表了一个时代。

呐喊阅读心得篇四

《呐喊》是一部文学经典，也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篇章之一。
这部小说通过叙述悲惨的人生经历，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
的封建残酷现象。在阅读这部小说过程中，我被作者鲁迅的
深邃思想和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描绘所震撼。本文将从自己的
角度，分享我在读完《呐喊》后的一些体会心得。

第二段：鲁迅的文学风格

鲁迅的文学风格深刻，凝练有力。在《呐喊》中，他用形象
化的语言进行了深刻探讨，将中国传统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封
建制度的残酷描绘得淋漓尽致。作品阐明了社会的真相，披
露了民生的困顿，彰显了人性的本质。在鲁迅笔下，贫穷、
愚昧、落后等社会现象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这其中究竟隐藏
了怎样的残酷现实，也是深入挖掘的重点。无论是将形象化
的语言作为笔墨的引子，还是深刻探讨人性与现实，都让我
对鲁迅的文学领悟更深了一层。

第三段：小说所揭示的封建制度的残酷



鲁迅的《呐喊》传递了强烈的现实主义思想。小说中的主人
公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代表，他们面对着旧社会
的各种不公正待遇。家庭、学校、官府，这一切相互交织着，
更多的是压迫着弱者，这些群体临着一种严酷的现实，利益
纷争和人性之间的斗争随之产生。在这种深陷困境中，人们
所保留的只有坚毅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鲁迅用小说告诉我
们，民生与社会是如此的紧密关联，现代化的发展是不可缺
少的。在社会建设中，传统制度和观念的改善是一个不断进
行的过程，不因情感、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贻误了整个社会的
发展。

第四段：“呐喊”的警示作用

《呐喊》之所以成为经典之作，不仅是因为其描写多重谁切
的封建社会的官僚、商贩、地主，更是因为其深刻的思想内
涵。作品中不仅反映了旧社会中民众的苦难生活，也披露了
封建制度的残酷，更传递了人间正道学习的理念。小说中对
于人性和社会结构问题的探讨，让我们更深地了解到了社会
的真相，这不仅对我们当下的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呐喊》中
的反思、批判和警示，引发了我对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第五段：结论

《呐喊》这部小说，让我意识到人性之间的矛盾，社会环境
对于人们的影响和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阅读完《呐喊》后，我并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在探讨中国封
建社会背后所隐含的现实真相中，感受到了鲁迅的深刻思想
和独特的文学天赋。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呐喊》中的主人公
那样，保有坚定的意志和不畏艰难的斗志。而通过不断地努
力和反思，我们才能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更好的自己。



呐喊阅读心得篇五

首先，对于《呐喊》，这本经典的小说，我觉得最深的感受
就是对生命的无望。整本小说始终聚焦于主人公孔乙己的一
生，他的人生经历着尽可能的打击、折磨和屈辱，而他却一
直在努力地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可
避免的，他最终还是被压倒了，无法再挣扎，只能默默地接
受着生命的结束。这种无望的感受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震
撼，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宝贵和短暂。

然而，在孔乙己的经历中，我也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比
如说，对待命运的抗争和坚持不懈。无论什么时候，孔乙己
都没有放弃，他尽管屡次失去了梦想和希望，但是永远都没
有丧失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和向往。在这种意义下，我觉得他
可能是一位真正坚韧不拔的人，并且在我看来，他在面对压
力和困境时保持了非常高的自尊和价值观，这种精神在我自
己的人生中也十分值得效仿。

也许最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呐喊》所阐明的对于
人性和社会的分析和批判。虽然这本小说的背景是一百多年
前的中国，但是所描绘的主人公和故事情节却依然切中当下
的人性本质和社会存在。比如孔乙己作为一位贫困的小贩，
虽然在一些人眼里很微不足道，但是却是中国富强以来上下
五千年的传承者，在他残破的人生中依然维持着一种既传统
又时尚的生命方式和审美观。同时，《呐喊》也展示了一个
虚伪、丑陋、愚昧和残酷的社会，它毫不留情地嘲弄和鞭策
了那些对于孔乙己所处的环境缺乏同理心的人。

不过，对我来说，《呐喊》并不是一本严肃沉重的小说。事
实上，这本小说里也有很多幽默和讽刺的元素，比如孔乙己
的名字，他的一生、一件件事情也都散发着一种令人捧腹的
笑声和嘲讽。这种幽默可以说是打破了整本小说的紧张和压
抑的氛围，让我更加容易地接受其中所包含的人生哲学和社
会批判。



总的来说，我觉得《呐喊》是一本值得读者认真思考的小说。
它所呈现的情节和人物都井然有序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
幅深刻而又真实的社会画卷。不管是对于社会的批判，对于
人类的内心体验的表达，还是对于生命的无望透彻的反思，
都值得我们在阅读中深思熟虑和认真消化。虽然这是一份久
远的作品，但它的内容却能够令我们的现实社会更加丰富多
彩，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