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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风筝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老师教了《风筝》这一课。在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
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
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说的是鲁迅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
种没出息的玩意儿，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
的意义，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
神的虐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
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做错了，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
恕。同胞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
童的天使”，游戏实在是出于儿童的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
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的天性。鲁迅
看到了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
愿中国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
制，从此能够健康成长。

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
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
非常可贵。



于怀。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多学习鲁迅先生的优点，从中得到启发，
这样才会有进步。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文章深沉厚重，体
现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关注社会的情感。

幼尊卑秩序是何等残忍，愚昧无知。

大悟，发现他偷偷地做风筝时，“愤怒地”“折断了蝴蝶的
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面对“我”
的“傲然”，小兄弟先是“很惊惶”，“失了色的瑟缩着”，
最后“绝望地”留在小屋里。这些人物描写，仅寥寥无几，
就刻画了人物的个性特点，神情呼之欲出。“我”为兄长，
小弟“多病，瘦得不堪”，“论长幼，论力气，他都是敌不
过我的”。所以当自己骄横地踏碎他的梦想时，他毫无反抗
之力。

作者简约的几笔，就将他进行正当游戏的愿望遭到虐杀后，
那种惊惧、绝望的心情，极其形象地揭示了出来，这些描写
完全符合儿童的特点。与小兄弟的形象想对照，突出
了“我”的粗暴、兄长的威严。

每一个孩子都有爱玩的天性，让他自由自在，就像蓝天下飞
翔的风筝，不要扼杀儿童的天性。

我看了《风筝》这篇文章后，知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讲了鲁迅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才玩的，所以他很不喜欢
风筝。鲁迅还有一个十岁的小兄弟。小兄弟非常喜欢玩风筝，
而鲁迅又不让这一个小兄弟玩;每一次这位小兄弟想玩时，只
好看一下天上的风筝。小兄弟不能玩风筝是还有一个原因的，
就是他买不起。有一天，小兄弟在看风筝的时候，看见远处
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非常高兴。而鲁迅却把这些行为看成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鲁迅忽然觉得似乎多日没见这位小兄弟了，但记得
曾见他在后花园拾竹。鲁迅恍然大悟，便跑去很少人去的堆
积杂物的小屋里，推开门，果然在什物中发现了他，他正在
做风筝，鲁迅看到了马上把风筝给踏坏了，把小兄弟伶仃地
留在了小屋里，后来他怎样，鲁迅也没有留心。

然而，鲁迅的惩罚终于到了，他不幸地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
论儿童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
天使。鲁迅又想起二十年前那一件事，而鲁迅的心也仿佛同
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在那时候，他们又见面
了，谈起了童年的往事，鲁迅正想求他的宽恕，小兄弟却说
什么都忘记了，鲁迅的心从此只得沉重着。

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鲁迅是一个很不喜欢风筝的人，认为
风筝只是没出息的小孩才玩的，最后，鲁迅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那
时很后悔，因为鲁迅以为玩是浪费时间的行为，那是有原因
的：就是因为鲁迅小时候家庭很困难，常要拿东西去当铺，
每天都要干家务，所以他认为玩是很浪费时间的，他自己不
玩，还很固执，不让自己的朋友玩，所以他长大后后悔了。

我以后不能学鲁迅那么固执，对人要宽容。

读《风筝》有感今天老师教了《风筝》这一课。这篇散文中，
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
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
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
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
杀”。

兄弟有出息，那气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



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耍同胞手
足之情溢于言表。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
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
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
童天性。鲁迅看到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
育的落后，愿中国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
从此不受压制，从此能够健康成长。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
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往事，小事，都一丝
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
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
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
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多学习鲁迅先生的优

点，从中得到启发，这样人才会有进步。更加要学习鲁迅先
生的写作方法，本文以一分一总的形式来写这篇文章。

鲁迅风筝的读后感篇二

读《风筝》有感

今天老师教了《风筝》这一课。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
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
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
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
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
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
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
息，那气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
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同胞手足之情
溢于言表。

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
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
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
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
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
此能够健康成长。

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
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
非常可贵。

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
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
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
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多学习鲁迅先生的优点，从中得到启发，
这样人才会有进步。更加要学习鲁迅先生的写作方法，本文
以一分一总的形式来写这篇文章的。

鲁迅风筝读后感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文章深沉厚重，体
现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关注社会的情感。

《风筝》是鲁迅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回忆自己儿时残酷
地将小兄弟的风筝弄坏的事情。鲁迅先生的本意是通过这件
事来揭示旧的伦理道德下的社会面貌，从“我”对兄弟家长
式的管理，反映出神圣的长幼尊卑秩序是何等残忍，愚昧无



知。

文章由回忆引起，看到风筝，“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引
发了作者的记忆深处的往事。自己不爱风筝，甚至“厌恶”
风筝，“以为这种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看到了小兄
弟因风筝而“惊呼”“高兴得跳跃”，认为是“笑柄，可鄙
的”——这些情感导致了他接着下来对小兄弟的一次精神虐
杀——当“我”恍然大悟，发现他偷偷地做风筝时，“愤怒
地”“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
了”，面对“我”的“傲然”，小兄弟先是“很惊
惶”，“失了色的瑟缩着”，最后“绝望地”留在小屋里。
这些人物描写，仅寥寥无几，就刻画了人物的个性特点，神
情呼之欲出。“我”为兄长，小弟“多病，瘦得不
堪”，“论长幼，论力气，他都是敌不过我的”。所以当自
己骄横地踏碎他的梦想时，他毫无反抗之力。

作者简约的几笔，就将他进行正当游戏的愿望遭到虐杀后，
那种惊惧、绝望的心情，极其形象地揭示了出来，这些描写
完全符合儿童的特点。与小兄弟的形象想对照，突出
了“我”的粗暴、兄长的威严。

风筝

风筝，会勾起多少人儿时的回忆啊！鲁迅先生与风筝也有一
段故事。饱含愧疚，但在亲情面前却真挚无比，动人无比，
感人无比。

小的时候，我多渴望有只风筝。内蒙古的春风多深啊！好像
专门为这里的孩子送来的礼物。一只又一只的风筝起飞了，
欢乐了多少孩子的童年，又忧愁了多少孩子的记忆。内心渴
望得到一只属于自己的风筝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每天下午一放学，我就拉着妹妹的手，一起奔到有玉米秸秆
的地头上，看他们放风筝。太阳的光是那么的长，黄昏是那



么的柔和，头顶上簌簌的干瘪的玉米叶不停歇的随风唱着歌，
我和妹妹紧紧的靠在一起，把整个身子都窝在玉米垛里，一
直抬头望着填空中的风筝，讨论着他的样式，他们的名字，
在打赌哪个会飞得最高。最高兴的就是，有哪个小伙伴独个
儿来放风筝啦，看到我们在旁边，就会让我们帮他把风筝高
高的扬起，那一刻仿佛是自己的风筝飞起来了。好像自己手
中扬起的是**的五星红旗一样，双眼直勾勾的盯着他，内心
暗暗的期待这个风筝会是这些当中的第一名。妹妹小我九岁，
她也不过三岁而已，但是看着她黑黑的瞳孔也随着风筝而动
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也特别想有一只风筝。

于是我和妹妹就会一起来央求妈妈，给我们买一只风筝。在
提这件事情之前，我和妹妹总是很乖，常常会主动做些家务，
也不看电视，提前写完作业。就等妈妈心情好的时候提出来，
机会就会大很多，我们会好好的挑个时间，耐心的央求妈妈
买一只风筝。结果就是被一句“这是男孩子完的东西”全部
否决。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或许是我把头低的太低吧！
妹妹也跟着忧郁起来，单纯的大瞳孔蒙上了一层薄雾。

记不清自己到底有没有因为没有买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风筝掉
过眼泪了。总之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到后来还是有一只几乎
一米长的黄色蜻蜓风筝的。

或许我永远也忘不掉的就是，在回家的路上，那条被我踩平
了的玉米地的路，我抬头发现一只被挂在电线上的大风筝，
飞也似的跑回了家，没头没脑的就拽着爸爸往出跑。“风
筝”“风筝”。我知道当时我一定特别害怕在我们到之前有
人发现了他。我高兴的跳着，跑动跑西的找长的木棍，眼巴
巴的盯着他。直到捧在怀里。第一时间喊了妹妹，尽管时间
已近过了黄昏，我们还是没有听妈妈的话等到明天就放了风
筝。

如果那天的余晖还可以再次洒在我和妹妹的身上，我愿意我
们彼此挨着的影子可以一直拉长，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记



忆的终点。

鲁迅风筝的读后感篇三

我看了《风筝》这篇文章后，知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讲了鲁迅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才玩的，所以他很不喜欢
风筝。鲁迅还有一个十岁的小兄弟。小兄弟非常喜欢玩风筝，
而鲁迅又不让这一个小兄弟玩;每一次这位小兄弟想玩时，只
好看一下天上的风筝。小兄弟不能玩风筝是还有一个原因的，
就是他买不起。有一天，小兄弟在看风筝的时候，看见远处
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非常高兴。而鲁迅却把这些行为看成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鲁迅忽然觉得似乎多日没见这位小兄弟了，但记得
曾见他在后花园拾竹。鲁迅恍然大悟，便跑去很少人去的堆
积杂物的小屋里，推开门，果然在什物中发现了他，他正在
做风筝，鲁迅看到了马上把风筝给踏坏了，把小兄弟伶仃地
留在了小屋里，后来他怎样，鲁迅也没有留心。

然而，鲁迅的惩罚终于到了，他不幸地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
论儿童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
天使。鲁迅又想起二十年前那一件事，而鲁迅的心也仿佛同
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在那时候，他们又见面
了，谈起了童年的往事，鲁迅正想求他的宽恕，小兄弟却说
什么都忘记了，鲁迅的心从此只得沉重着。

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鲁迅是一个很不喜欢风筝的人，认为
风筝只是没出息的小孩才玩的，最后，鲁迅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那
时很后悔，因为鲁迅以为玩是浪费时间的行为，那是有原因
的：就是因为鲁迅小时候家庭很困难，常要拿东西去当铺，
每天都要干家务，所以他认为玩是很浪费时间的，他自己不
玩，还很固执，不让自己的朋友玩，所以他长大后后悔了。



我以后不能学鲁迅那么固执，对人要宽容。

读《风筝》有感今天老师教了《风筝》这一课。这篇散文中，
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
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
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
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
杀”。

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
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从手足之情上看，
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息，那气恨，是恨
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
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耍同胞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从游戏的
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
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
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外国的
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的儿童
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此能够
健康成长。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
严于自省的，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
事，这种精神非常可贵。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
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
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
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
因此并不耿耿于怀。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多学习鲁迅先生的
优点，从中得到启发，这样人才会有进步。

鲁迅风筝的读后感篇四

翻开《自由风筝》，“十四岁对我来说，是人生已很重要的



分水岭······可到了是十四岁，不知什么原因，我突
然变得犟头倔脑起来。”嗯哼，我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这
是青春期，叛逆吧。”顺理成章地说出这就话，我不就是这
样的吗？原来，潜意识中我还是知道自己有时是叛逆的。

这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巧合的与我的年龄一般，十四岁前
他是一个乖小囡，顺从长辈，在学校里把老师的话当成圣旨，
到了十四岁，男孩自知理智很难控制感情，总觉得心里有一
种难以克制的冲动，想要和母亲吵架，想要和父亲抗争，想
要与老师闹别扭，想要对着奶奶大吼大叫，如果不这样做，
心里就会觉得压抑很不痛快，憋得特别难受。就连左邻右舍，
也感觉到他的桀骜不驯，没有人再称赞他是乖小囡了。有时
候，望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望着父亲无奈的怒容，尤其是望
着奶奶伤心的泪水，他的心里也会隐隐作痛。他的这些反思
触动了我的心，仿佛心被揪起又重重地落下，我呢？我又何
尝不是呐？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么僵持着，维持着一种仿佛
真空的状态，我在真空瓶中，无法呼吸，想被解救，家人们
在外面呼声叹气，而我却想听听不到，只看到失望的情绪流
在瓶外，只看到，而没有勇气去擦干它们，缺乏的只是时间，
能够让瓶中充满空气能够让我跳出来深吸一口气然后说“对
不起”。

有一天他和他的两个铁杆朋友，长脚和瓶盖，互说最痛恨的
事情，三个人最终的中心思想出奇的一致，恨的都一样，爱
的也都一样，恨受管束，爱自由。然而长脚和瓶盖都有令他
羡慕的自由经历，在他眼里看来，自由的生活是在十四年中
遥不可及的，于是这样他就越发地厌恶自己备受管束的生活，
觉得像是坐了十四年的监狱一般。

明德叔是他的邻居，是一个擅长做风筝、为人和蔼可亲的没
有不良嗜好的单身汉，精力与时间全倾注在风筝上。他总是
叫男孩帮忙抬大风筝，而男孩为这事却是十分乐意的，于是
总像是跟屁虫一样跟在明德叔身后，看着风筝放飞。明德叔
做了一只叫做“龙图腾”的巨无霸风筝，就在明德叔放起风



筝，众人投向敬佩的目光切啧啧称奇时，瓶盖“悟”出了一
番道理，他说，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一点也不自由，一点也
不潇洒，总有一根绳子牵着它，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放风筝
人的监视，命运在别人手中紧攒着，它发出哟哟的叫声，是
在哭泣，在哀号，【】在悲鸣。男孩觉得自己跟风筝没什么
两样，活得窝囊，活得憋气，活得不开心。

鲁迅风筝的读后感篇五

翻开语文课本，一看到《理想的风筝》，我的心就随着风筝
飞向那蓝蓝的天空，去寻找那理想的翅膀。

《理想的风筝》这篇课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他笑着，叫着，拄着拐杖，蹦跳着去追，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你们不要管，我自己来。”他终于气喘吁吁地抓住线绳，
脸上充满得意和满足的稚气。刘老师身残志坚，乐观开朗，
爱学生，爱工作。爱祖国，对生活充满了强烈的爱与执著的
追求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促使我想起了学书法时的那般态度：
那时侯，我常常灰心，常常因为一点小事而自暴自弃，就拿
那次写“遗”字来说吧，我一直写都写不好，气得我把纸张
撕得粉碎，把笔摔在地上，再也不去努力。想想自己，对照
刘老师，我真不该啊。刘老师，为了一个目标，即使自己残
疾了，还是努力着，坚持不懈，而我却因为一个字写不好，
就不认真练，就自暴自弃，甚至对学书法失去了信心，想到
这里，我真叹自愧不如啊！文中结尾写道：“我相信刘老师
不会这样，他一定依旧仰仗着那功德无量的圆木棍，在地上
奔走，跳跃，旋转，永远展示生命的顽强和对生活的爱与追
求。是啊，刘老师尽管身体残疾，但他却从来没有因此而失
去对生活的热爱，始终都是那么乐观。不管遇到什么事都那
么乐观。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没有失去信心，失去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刘老师对人生积极的态度和顽强执着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学
习、生活的精神食粮。



盖上语文书，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仿佛看到刘老
师在操场上拄着拐杖，蹦跳着，追逐着追赶风筝，追赶生活
的理想，他那圆木棍在讲台上旋转着，追求爱的理想，忽然
间，我站起来仰望着蓝天，扇动着理想的翅膀，你瞧！那理
想的风筝不正在蔚蓝的天空展翅飞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