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初一 藤野先生
读书笔记(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初一篇一

在周六早晨灿烂的阳光下，我阅读了鲁迅先生的《藤野先
生》。

藤野先生是鲁迅去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一位良师益友。藤野
先生虽然穿衣模胡，但治学严谨，同时，他也乐于理解新知
识。他给了鲁迅很大的激励和勇气。

不仅仅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敬佩，我对藤野先生也很敬佩。
他治学严谨，那怕一丁点儿错误也给学生及时指出。鲁迅做
笔记时把下臂的血管移了一点位置，认为那样很好看。藤野
先生在检查笔记时发现了，和蔼地指导鲁迅解剖图不是美术。
我应当向藤野先生学习，学习他那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工
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后在学习上我要认真对待，学习藤野
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那怕一点儿不明白的问题，也要打破
砂锅问到底。不犯低级错误，对简单的问题，拿出100%的认
真态度来对待，不能因简单而大意失荆州。

鲁迅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到日本，藤野先生不仅仅没有瞧不
起他，还关心他笔记能否记得上，鲁迅的笔记先生一看就是
三年。但凡读到那里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动于藤野先生
的伟大，这种伟大穿过时空，与日月同辉。

得知鲁迅就要离开日本了，藤野先生把自我的一张照片送给



鲁迅，照片背面还写有“惜别”二字。之后，每当鲁迅写作
累了，正想偷懒时，在灯光下瞥见藤野先生黑瘦的面容，便
使鲁迅有良心发现，增加了勇气，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
之流所厌恶的文字。可见，一位好教师多么重要啊!能让人终
生受益，源源不断地给你力量。我就有一位好教师，在别人
不相信我、看不起我的时候，仅有他一向鼓励我激励我，给
我纠正错误，给我指点动作要领，给我指导锻炼技巧。就是
他，让体弱瘦小的我有了今日的体育成绩——体能测试四个
项目拿到了两个第一。我是多么开心啊。感激您，敬爱的好
教师!

合上书，我发现，像藤野先生这样的人，其实很多……

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初一篇二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回忆自我早年在日本留学
时期的文章，藤野先生是他的教师。读完这篇文章后给我感
受最深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藤野先生的行为和品质；二
是“看电影事件”。

经过文章中写的藤野先生与“我”发生的四件事，我看出藤
野先生的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并且他没有民族偏见，对作
者这样一个弱国的学生一向给予关心、帮忙、鼓励，这在当
时的情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文中藤野先生为作者改讲义的事、改血管图事件和关
心“我”解剖实习的事，都可看出藤野先生对“我”的关心，
不倦的教诲和对“我”热心的期望。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写出
了藤野先生这么做的原由“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期望
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是期望新的医学传
到中国去。”藤野先生为了让医学传播的更远，让新医学更
有所发展，所以对鲁迅更有所爱护。从这几点中展示了藤野
先生一个正直学者的伟大。



但鲁迅因为在仙台那次“看电影事件”之后，改变了以医救
国的思想。的确，当我读到“看电影事件”的时候也有了更
深的感触。

《藤野先生》中提到他的日本同学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
探，而被枪毙的幻灯片后，都拍手欢呼起来，嘴里还喊
着“万岁”。读到这时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可恶和野蛮，但继
续读下去，我的感觉又多了一条关于中国人的，“此后回到
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
醉似的喝彩，——鸣呼，无法可想！”的确无法可想，中国
人看别人杀中国人而喝彩。那时的人们或许已经麻木了，在
长期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思想统治后大脑不得不变得愚昧无知
了。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到：“从那回以后，我便觉得
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
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
以人民的觉悟和思想有了提高，才会更加爱自我的国家，使
自我的国家强大。

此刻的中国已不是一个弱国，但也不是一个强国。所以我想
我们此刻更应当好好读书，使自我有思想，有觉悟。周恩来
总理也说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期
望中国强盛起来，都热爱着我们的祖国，那就让我们把自我
这种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化为实际行动。

《藤野先生》这篇文章，更加深了我对祖国的热爱，使我明
白了祖国的崛起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们要从小做起，
学习更多的知识，为了国家的强大，奋发图强。

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初一篇三

翻开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其中的每一篇短文都有值得
采摘的片段，但真正让我有所感触的是鲁迅赴日本留学的回



忆录《藤野先生》。

作者早年亲眼目睹过中国人的“病”，立志要中国走出“东
亚病夫”的称号。因为如此，他为了治愈当时中国人的“病
痛”，到日本学习医学、解剖学。因为他是所谓的“清国留
学生”，当时的祖国衰弱，因此他和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
被日本学生歧视、看不起。鲁迅在考试中取得了中等的成绩，
却被日本学生认为是老师在暗中帮助。归根结底，是因为国
家的破败，使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低能儿”，不会取得
像样的成绩。

然而鲁迅遇到的却是一个胸怀博大、品德高尚的老师——藤
野先生。他在生活中不拘小节，对学生却是无尽的关爱。他
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常常帮鲁迅补习功课。在鲁迅受
到日本学生无端指责时，他帮鲁迅走出困境。

在日本的一年多，让鲁迅先生认识到国人的病根根源不在身
体，而在心灵，因此，他与藤野先生道别，拿起笔，为国人
熬制治愈精神的“药”，从此，中国少了一位医生，多了一
位始终拿笔战斗的文学巨匠。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常理。只有国家富强，国人才能昂首挺
胸地走路。我为生在现在的时代高兴，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
不是“东亚病夫”、“低能儿”了，不再被人瞧不起了。希
望我们也能从此奋发向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上光辉
的一笔。

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初一篇四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文
艺救国的转变，表达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下面是推
荐的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心得，仅供大家借鉴。

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先生写的《藤野先生》，是篇脍炙人口



的散文。这篇散文通过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
学时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了他所敬仰的藤野先生的光芒形
象，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鲁迅尊师、藤野爱生的生动丰富
资料。

藤野先生，是个治学严谨、没有民族偏见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文中详细而详细的地记述了藤野先生怎样修改鲁迅的笔记，
又怎样开导鲁迅大胆解剖尸体。在鲁迅将离开仙台的前几天，
藤野特地叫鲁迅到他家里，交给鲁迅一张照片，后面写着两
个字“惜别”，还希望鲁迅也将照片送给他。可见藤野爱生
真是一往情深。

鲁迅先生又是怎样呢?“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
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谢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
知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本厚，收藏着的，将
作为永久的纪念，……他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的东墙
上，书桌对面。”并时时鼓励他“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
子’之流深恶痛疾的文字，”这是至诚敬至的表白。

直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时，鲁迅
一定要他把《藤野先生》选进去。后来译者到中国，鲁迅先
生向他打听藤野先生的消息，没有下落。鲁迅感慨地
说：“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其实，藤野先生还活着。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藤野先生
非常悲哀。当时，有位记者把鲁迅葬礼的照片给藤野先生看，
看了之后，便正襟危坐，把照片举在头上，说：“我对周君
给了一点帮助，他就那么受感动，一直记在心里，把我写在
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
想知道我的消息。”

这段师生的情谊，实在感人肺腑!今天我们提倡尊师爱生，跟
他们的那个时代相比，时代的色彩不同了，阶级内容也变了。
但是，鲁迅与腾野之间的友谊，却事实在在值得我们学习。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回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
时期的文章，藤野先生是他的老师。读完这篇文章后给我感
受最深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藤野先生的行为和品质;二是“看
电影事件”。

通过文章中写的藤野先生与“我”发生的四件事，我看出藤
野先生的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而且他没有民族偏见，对作
者这样一个弱国的学生一直给予关心、帮助、鼓励，这在当
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文中藤野先生为作者改讲义的事、改血管图事件和关
心“我”解剖实习的事，都可看出藤野先生对“我”的关心，
不倦的教导和对“我”热心的希望。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写出
了藤野先生这么做的原由“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
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
中国去。”藤野先生为了让医学传播的更远，让新医学更有
所开展，所以对鲁迅更有所保护。从这几点中展示了藤野先
生一个正直学者的伟大。

但鲁迅因为在仙台那次“看电影事件”之后，改变了以医救
国的思想。确实，当我读到“看电影事件”的时候也有了更
深的感触。

《藤野先生》中提到他的日本同学看到给俄国人做侦探，而
被枪毙的幻灯片后，都拍《藤野先生》中提到他的日本同学
看到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枪毙的幻灯片后，都拍手欢呼起
来，嘴里还喊着“万岁”。读到这时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可恶
和野蛮，但继续读下去，我的感觉又多了一条关于的，此后
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
不酒醉似的喝彩，——鸣呼，无法可想!”确实无法可想，看
别人杀而喝彩。那时的人们或许已经麻木了，在长期残酷的
阶级压迫和思想统治后大脑不得不变得愚昧无知了。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到：“从那回以后，我便觉得



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但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
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
以人民的觉悟和思想有了提高，才会更加爱自己的'国家，使
自己的国家强大。现在的中国已不是一个弱国，但也不是一
个强国。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更应该好好读书，使自己有思想，
有觉悟。周恩来总理也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想
每一个都希望中国强盛起来，都热爱着我们的祖国，那就让
我们把自己这种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化为实际行动。

人的一生将会遇见许许多多的老师。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老套的比喻了，只要是老师我相信这些一
定很准确。藤野先生也拥有，但他独有的是没有民族偏见的
高尚品格。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在各方面大公无私的人，藤野
先生已经很了不起，因为他对“学术”大公无私。他的生活
如此奔腾不息，又如此清澈。因此他成了鲁迅的“第一老
师”，他给了鲁迅勇气，让他煽动自己的羽翅飞向自己的天
空，鼓励着他的爱国精神。

藤野先生的生命是一把燃烧的火，有热、无热地去温暖人的
甘田。

藤野先生的生命是一片碧绿的草，有生、无生地去坚决人心
的动摇。

最后鲁迅留下的还是遗憾，但我觉得这也很好不是吗?我憧憬
完美，也欣赏遗憾，因为所有的完美似乎都指向遗憾，而那
么遗憾却常常能映现完美。

自从走上这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以来，我们每天面对的
就是我们的学生，一个班有那么多的学生，每个学生总是存
在这样那样的个体差异，有学习好的，有学习，有活泼好动、
淘气捣蛋的，也有沉默寡言，文质彬彬的，该如何对待这些
个体差异，树立怎样的教学观念，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师生



关系，进而帮助我们取得最大最好的教学效果，我觉得这是
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近期，偶然看了大文豪鲁迅
写的一篇叫藤野先生的文章，受到了很多启发。在这篇文章
中，鲁迅回忆了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当时鲁迅是作为一
个晚清的中国留学生身份在日本留学的，在自己祖国积贫积
弱，备受各国列强欺凌的大背景下，鲁迅经常受日本学生歧
视、侮辱，而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却不同，不但平等公正
对待他，还对鲁迅非常的关心，书中写到一个细节，藤野先
生把鲁迅上课时抄的笔记拿去检查，过了两三天后，当鲁迅
从藤野先生那里把笔记拿回来时，发现藤野先生用红笔把笔
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都改了一遍，不但把记漏了填回去，还
帮助改正了很多语法错误。尽管这样，藤野先生对鲁迅还是
不放心，要求鲁迅以后每个星期都要把笔记送给他看，以保
证鲁迅的笔记能够记得准确无误。后来，要上解剖课，怕鲁
迅受中国传统影响不肯上课，藤野先生还主动和鲁迅进展沟
通。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一片回忆性散文。文章开头先写了在日本
中国留学生扭曲、贪腐的思想，到处被人瞧不起。当时中国
身为弱小国的心酸，激起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令作者
很迷茫。有一天，鲁迅遇见了日本的解剖老师——藤野先生。
通过作者的外貌描写：“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
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我看见了一个生
活简朴、责任心极强的先生。藤野先生让鲁迅抄他所做的讲
义，第二天还给鲁迅时，上面有红笔改正的痕迹，连一些很
细微的小错误都不放过。并让鲁迅每一周要送给他看一回，
一直坚持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一个一丝不苟、严谨认
真的藤野先生跃然纸上，在异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让鲁
迅敬慕。这是一种怎样的师生情怀!藤野先生虽然是外国人，
但是却没有对学生产生偏见，而是给予他温暖的关心，这个
像父亲一样的人，对于鲁迅以后弃医从文提供了精神上的支
柱。鲁迅先生准备弃医从文，藤野先生送给了他一张自己的
照片，后面写着：惜别。表达了藤野先生十分珍视与鲁迅的
友谊，一片依依不舍的深情。在以后鲁迅弃医从文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作者会时时想起藤野先生，并重树信心，
说明先生对作者的影响很大，他对我的影响和鼓励不断地鞭
策着我，让我不断“写那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
的文字”。

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初一篇五

读了这篇文章，首先对梳着富士山头的清国“留学生”就很
气愤。对这些留学生而言，如果清政府强大，他们就放下辫
子；如果新发起的改革强大，就盘起站在另一边？这样的人
真的让人觉得很可耻！

难道一片羽毛可以因为风的力量强弱而飘随不定吗？

像这种人不配为中国人，因为他们贪生怕死，没有骨气！

人应该是坚强不屈的！自己做的决定不可以让别人随意支配，
因为我们自己有思想，如果我们的思想受到别人的支配，那
么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一位日本的老师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没有歧视一位来自弱国
的留学生，更对他关怀备至。在异国他乡，尤其是在一个歧
视我们的国家里，得到如此的关怀，仿佛又让鲁迅回到了温
暖的怀抱。

老师现在对我们的呵责，是为了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走得更
直，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