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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何

不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藤野先生读后感 600 字初一，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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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藤野先生》后，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对鲁迅先生无限

吹捧，更多的是对现在社会上种种现象的思考。 

在现实社会中，在本应充满阳光的青春校园中，那大多数学生，

用着国家免费提供的桌椅。书本。甚至免费的住宿，每天念着&“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将校规班规背得滚瓜烂熟，背地里，却从不

把学习当回事，吃喝玩乐，攀比成风。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学生成群结队，以打架为乐。甚至将谈恋

爱常挂于嘴边，拿出来炫耀。 

十五六岁的年纪，本应无忧无虑，一心为未来奋斗，打下坚实的

知识基础，结下莫多的真挚朋友，收获最纯真的友谊。 

十五六岁的年纪，是人生中最美好最轻松的时代，是一个人展望

未来，目空一切，不断攀爬的时代。 

然而，又有多少人为了明天会挨打而担忧，为了失恋而痛苦，为

了显示自己多么美丽富有而惆怅。那是他们本不该有的。 

想一想鲁迅先生当初为了中华民族毅然弃医从文的壮举，想一想

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他们做着不同的事，却有同一个理想，中国有

一个崭新的明天！为了这个理想，他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将青春年

华送给了祖国母亲！ 

同学们，醒醒吧，当你们学习有关革命先烈的文章时，请想一想，

我们在他们用一生换来的美好生活中成长，却做着这样那样的龌龊事，

对得起他们的牺牲吗？ 

当初，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众多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从未有



一个人喊过苦，说过累。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畏惧，纵使

知道前面危险重重，纵使自己有机会可以逃掉且毫发无损，但没有人

那样做。即使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愿意用鲜血去唤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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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是鲁迅所著《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他讲述了

关于藤野先生的几件事，和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弃医从

文的愿因。表达了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尊敬与感激之情。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老师，也是日本人。可他跨越了狭隘的民族偏

见，没有因为中日两国当时紧张的关系而歧视鲁迅，反而用心地教导

鲁迅，有着高风亮节的品质。同时，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严谨致学，

不放过任何细节。不仅如此，藤野先生虽然身为教师，但仍有极强的

求知欲，就如，他听说裹脚一事后，便一心想明白怎样的裹法，足骨

变成怎样的畸形。 

藤野先生的优点深深地影响着鲁迅，使他难忘。同时，也深深触

动了我，我不禁反思起自己平常做事时的马虎，学习时的一作文知半

解……这样想来，我还要通过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成功啊！ 

本文中，鲁迅弃医从文一事也使我感触深受：课堂上，学生们看

杀头的视频。视频中，几名中国人被外国人击杀，可围观的中国人却

拍手称快！读到这里，我明白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愿因：中国人精神的

愚昧，比肉体的病痛更严重，更需要拯救！是啊！当时的中国如一盘

散沙，人民无法团结一心。政府更是腐败无能，导致人民毫无民族的

使命感。此时，必须有一个人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团结起来啊！这个

人，正式鲁迅！ 

《藤野先生》一文，深受我的喜爱。它所讲述的，正是所有人必

备的优秀品质啊！我一定要改正我的不足，珍惜当今美好的社会，努

力学习，使未来的祖国更加富强、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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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所写的《藤野先生》是作者在日本仙台求学时的恩师。 

藤野先生表现出平等待人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

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如果我们



不设身处地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很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之处。 

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时，受到了当地学生的排挤。而鲁迅的恩师，

藤野先生，并没有所谓的民族偏见，并对弱国子民的学业无比重视。 

从“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表现出作者失望的情绪。成群结队的

“清国留学生”摆弄辫子，赏樱花，学跳舞……作者对中国留学生浑浑

噩噩释的生活，表露了作者愤懑和厌恶之情。 

在文章中“日暮里”这个驿站名，不由自主得使人想起“日暮途

穷”这个词语，反映了鲁迅忧国忧民的思想。“水户”是朱舜水客死

的地方，鲁迅对他的爱国之情十分敬仰。 

从《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中，深深地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感

念之情，从关心学生， 

严格严谨，体贴入微，学者的探究意识中，表现了藤野先生对鲁

迅的重视和没有民族偏见的思想。 

但在最后回国后，作者更是表达了对藤野先生的感激，怀念之情，

但最终导致作者弃医从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的不觉醒使鲁迅先生看

到更需要疗治的是国人的灵魂。 

从《藤野先生》中，体现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 

《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体现了藤野先生的形象是严谨，正直，

热诚、没有民族偏见品质。 

《藤野先生》暗写了作者的爱国之情，由作者的爱国之情不由得

联想了我们青少年应该有爱国之心，不怕困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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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中国鲁迅对于先生的《朝花夕拾》，我个人的感触是比较大

的。其中我对《藤野先生》这篇文印象比较深。 

在本文中，我能感觉到藤野是一个英俊洒脱，尊重人。 

前面有提到，当藤野先生上讲台的时候，会有一个学生我们发笑。

是因为他的穿着“模糊”。有一次学习鲁迅自己甚至可以看到他教课

的时候他们没有带领结。这个“特点”常常需要引起一些令人发笑的

事情——像是在坐公交的时候，会被影响司机不能认为是通过小偷，

被乘客们提防着。可见他穿衣是很随性，洒脱生活的人。 



藤野先生也是一个细心的人，他会为鲁迅先生纠正他的语法，并

帮助他做一些笔记。一步一步帮助他提高成绩。鲁迅先生实习一周后，

藤野先生很高兴地说，他很高兴鲁迅不会害怕身体。 

看到日本人鄙视鲁迅，或者更确切地说，鄙视中国人，当鲁迅先

生没有完成最后四分之一的成绩时，他依靠的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

的信念他们甚至提出鲁迅先生作弊的说法。他们的态度与一个人尊敬

的姓名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姓名先生能够对待鲁迅先生，鲁迅先

生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的时候，像其他学生一样公平、

尊重和宽容，甚至主动提出帮助他学习。 

这样想来，真藤野等“高尚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值得尊重，

值得一个好老师的爱。 

看到一个结尾，我虽然对当时社会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抱着恶劣工

作态度的日本产生了具有浓厚的厌恶感，但是对于是日本人的藤野先

生产生了极高的好感度。同时，也为鲁迅先生可以得到发展如此一位

好老师学生感到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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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一位良师，是人生道路上的益友；一位良师，能

使你受益无穷。”一位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老师走进了鲁迅

的生活中，也给了他莫大的帮助。 

鲁迅先生初到东京，看见樱花烂漫如绯红的轻云。到处是成群结

队的“清朝留学生”速成班，不仅讽刺道：“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到处都是头顶着大辫子的清朝留学生，他们把头发盘到头上，像一座

“富士山”。文章流露出鲁迅先生对清朝的无奈之情。然后写鲁迅先

生的第一位老师——藤野严九郎，藤野先生并没有因为鲁迅先生是中

国人而对他进行歧视、侮辱。相反，他还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鲁迅先

生。鲁迅先生的讲义，藤野先生从头看到尾，并认真地进行批注，这

使鲁迅先生非常感动。 

一次上课看电影时，电影演的是日本人枪毙几个中国人。围观的

中国人大叫“万岁”，在鲁迅先生听起来却十分刺耳，感到国人很悲

哀。第二年，鲁迅先生告诉藤野先生自己不想学医了。离开仙台后，



藤野先生有些悲伤，想请鲁迅先生给他写信，而鲁迅先生因为内疚也

没有给藤野先生写信。鲁迅先生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书桌的对面，

以此来激励自己。 

在那个时期，一个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治学严谨、教学认真，

以公正之心对待来自弱国的学生的老师是很伟大的，他给了鲁迅先生

很多关心、鼓励和真诚的帮助。 在写鲁迅先生欣然回国时，也写出来

了他的爱国情怀和对藤野先生的尊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相

信有了这位慈爱的“父亲”的陪伴，鲁迅先生增大了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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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丰实，笔意纵横，形散神凝，错落有致，一条鲜明的爱

国主义思想线索贯串了全文，使每个看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片断

闪耀着夺目的光华，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 

作者从东京到仙台学医的几个生活片断，其中有东京“清国留学

生”的生活情况，有东京到仙台的旅途回忆，有在仙台的食住情况，

也有受到日本具有狭隘民族观念的学生的排斥，还有一次看电影受到

的刺激，而重点却是记叙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 

这些如文章开头第一句就写“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是紧接

《朝华夕拾》中的前篇《琐记》的。在《琐记》中，作者写到在南京

求学时一片“乌烟瘴气”，什么也学不到，“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

到外国去”。 

本篇由东京写起，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接着以讽刺的笔

触描写了“清国留学生”庸俗不堪的生活，反衬出作者寻求革命真理

的热切心情。 

描写作者回忆起“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地名，表现了作者

忧国忧民的思想。 

描写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同时交织着对自己的责备和对老师感

激心情，巧妙地突出了作者为祖国而刻苦学习的精神。 

描写看电影受到刺激，决定“弃医从文”，目的就是为寻找救国

的道路。 

总之，鲁迅与藤野先生相见、相处、相别的过程，也正是他的爱



国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 

他只身到仙台学医是出于爱国主义激情，后来也正是由于作者怀

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才与藤野先生结成深厚的友谊，最后也正是由于

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他毅然离开了藤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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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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习不好的，有活泼好动、调皮捣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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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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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沟通。 

读到这里，我实在被藤野先生那份师者的风范所折服，在那样一

个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年代里，能够一直保持那份平静的心态去公

平地对待每个学生，不管你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出生，都一视同仁，

我想，同样是老师，我们是否都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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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在无数的选择中，生命长河也源源



不断地流过。每一次选择都像从河岸边拾起一只贝壳，你会有所感悟。 

《藤野先生》中鲁迅的弃医从文固然是令人为难的选择，陶渊明

的归隐山林也是他的选择……。在我的生活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选择。 

幼年时的玩具的选择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每每从玩具店经

过，我便要求爸妈给我买玩具，可只能选择一样，我瞧瞧着，瞧瞧那，

再瞅瞅那，实在难以选择。着番情景唯有用”鱼，我所欲也，熊掌，

亦我所欲也”来形容，而偏偏”两者不可兼得。我虽无”舍生取义”

的断然。但也终究选择了自我的最爱。我学会了选择也无非从着开始。 

稍大写后，上了学，难免回遇到选择题，选择，选择，其基本可

是是像这些选择题一般。满眼的 A，B，C，D 就等着你如何选择。应

对这种选择，凭你的不再是自我的最爱，它靠的是运用知识，思想，

用智慧，遇到这种选择，唯好好的动一番脑子才是上策。 

平时常说”机会靠自我机把握”着着实不错，上次有个语文作文

竞赛，教师要求想参加的把文章交给他，我一向在犹豫，交还是不叫

交，不交了有太可惜，着可是一个大好机会，可我又怕丢人现眼，念

头一向在不交与交的海岸边徘徊。直到最终，我爷没交，应对参加与

不参加，我选择了放弃这个机会，着纯属我头脑发热，做了错误的选

择……… 

在生活中，还需要选择如何交朋友，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所以，要慎重选择，若为以后想想，等到中考，那又是一次超

难的选择……人生总有许多的选择，记住必须慎重，理智，做出最好的

选择！ 

应对选择，你该怎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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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看书，且特别喜欢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这一本书。

它使我获益良多，其中，《藤野先生》这个故事令我感慨万千。 

《藤野先生》主要描述了作者在日本留学的一个过程。中国的那

些虚伪的庸医，不知被他们败了多少条中国命，以及作者父亲病故的

原因，他便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到日本仙台下定决心学医去，我为之感

动。他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便名叫“藤野先生”。藤野先生他生活



自理有许些马虎，比如作者所闻的：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

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

火车去，致使管车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我读到

这里，心里也没敢取笑藤野先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 

但我所佩服他的点儿真正在于他的严谨治学，使我的心不由得为

这个榜样澎湃。但那时作者比较任性，当他的讲义被被藤野先生收去

检查时，发来的时候，便让作者不由得吃了一惊，同时感到不安和刺

激——那正是因为讲义上所有错漏的地方都被藤野先生一一订正了！

看到藤野先生对学生的细心和责任心，我为之动容。还有一次作者被

他叫去研究室，藤野先生说的那一句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看，

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

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改换它，现在

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多么伟大的老师

啊！多么伟大的园丁啊！多么伟大的人类建筑工程师啊！ 

司马光说过：“经师易遇，人师难遇”。那位日本教师的严谨治

学、平易近人、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德，深深地感动了我，更感动

了中国灵魂！ 

藤野先生读后感 600 字初一 篇 10 

《朝花夕拾》是我小学六年级时候读第二遍的书，其中要数《藤

野先生》给予我的印象和启示最为深刻。 

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算是我比较巅峰的时候，因为我战胜了碾压我

五年的好同学，尽管不是在班上，但仍是在同一个培训机构做同一张

试卷，还是不止一次，自然膨胀骄傲了。 

重读这本书是被妈妈压迫的，因为我已经读过了，觉得意义不大，

但却令我收获满满。 

读过这篇《藤野先生》后，我被文章中的藤野先生深深感动了。

要知道，那时候的种族歧视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那时候的中国还十分

的落后，鲁迅可算是吃遍了苦头，饱受欺凌与轻视。在日本学生眼里，

中国留学生就是卑微的，成绩就该是最落后的，就该是被嘲笑的。但

藤野先生却不，他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尊重，从不偏袒任何一个人，



大公无私，而且兢兢业业，十分的认真。这种可贵的品质深深打动了

鲁迅，鲁迅从心底拜他为自己的显示，向他的品质学习着。 

我也在阅读，我也在思考：是否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心底

的老师？答案是：每个人都可以。 

于是，我开始不断去寻找自己的老师。我一般都是在课堂外的生

活中寻找着——等待公交车时，路过身边的环卫工人，我向他学习着，

无论是什么职业都不分贵贱，都是重要的，需要尽自己之力的；来到

图书馆看书时，坐在我对面的老爷爷，我向他学习着，看着他认真阅

读的样子，我知道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闲着无聊时，

池塘里游去游来的小鱼儿，我向它学习的，尽管我们时间和能力有限，

但我们仍要尽全力去寻找心底的那些美好…… 

《藤野先生》不仅是一篇文章，更是一位老师，教会我谦逊。 

藤野先生读后感 600 字初一 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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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令人忍无可忍的事情，都发生在“物以稀为贵”的仙台，那

可曾想，“正人君子”数不胜数的东京，又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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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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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生长在荒郊野岭里的一株藤蔓，顺着秀木缠缚，攀延，到达

那个最耀眼的高点无疑是他毕生的梦想。于是他努力变得坚韧，顽强，

甚至有些顽固，纵然外界再荒凉，无尽的风不断的在打压着他，他却

还是，也将永为向上的啊。 

他，便是藤野先生，人如其名，而他所攀附的那棵树便是他所深

爱的医学，他不断扩开自己的枝丫，想让更多的人领略其魅力。于是，

兢兢业业已是稀松平常，每一个血管都了然于心，每一个场景都在脑

子无限次回放。从此，他的人生似乎就只有两件事，教学和科研，世

界的嘈杂慢慢黯淡，均化为乌有，趋于黑白。他是一个奔跑者，也是

一个领路人，他，从未停息，从未放弃过一个可造之材。 

慢慢的，忘带领结，衣服随便套上一件……已全是小事一桩了。他

的爱不可否认，是大爱，或许是爱屋及乌，国界又是什么，中国学生

又怎样？一心教学，无理那些是非与谣言，他的心，是笃定的。充满

了对医学的敬畏，和为人师表的本能。 

无疑，藤野先生是执着的，属于他的大树一直在那里，不曾动摇，

大树没有尽头，便只顾往高处慢慢爬好了，教书，科研，他的热情丝

毫不减。鲁迅先生要走了，当然于心不忍，对喜得爱徒的喜悦还尚未

完全发酵，便又要失去了。他们之间，不仅是师生情谊，更是跨越年

龄，跨越民族的友情，没有任何杂质，纯真而简单。 

他是可怜的，直到终了，也未曾收到鲁迅的一封来信。一天天的



反复查看信箱，信好像是有的，却又似从未抵达，一次次的失望。眼

前所展现出的鲁迅那张脸，早已被岁月腐蚀的模糊不清，心里是对知

音的无限挂念。他看着满满的信箱，却没有一封来自他。默默的，他

流泪了，竟无半点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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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在无数的选择中，生命长河也源源

不断地流过。每一次选择都像从河岸边拾起一只贝壳，你会有所感悟。 

《藤野先生》中鲁迅的弃医从文固然是令人为难的选择，陶渊明

的归隐山林也是他的选择……。在我的生活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选择。 

幼年时的玩具的选择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每每从玩具店经

过，我便要求爸妈给我买玩具，可只能选择一样，我瞧瞧着，瞧瞧那，

再瞅瞅那，实在难以选择。着番情景唯有用”鱼，我所欲也，熊掌，

亦我所欲也”来形容，而偏偏”两者不可兼得。我虽无”舍生取义”

的断然。但也终究选择了自己的最爱。我学会了选择也无非从着 开始 。 

稍大写后，上了学，难免回遇到选择题，选择，选择，其基本不

过是像这些选择题一般。满眼的 A，B，C，D 就等着你如何选择。面

对这种选择，凭你的不再是自己的最爱，它靠的是运用知识，思想，

用智慧，遇到这种选择，唯好好的动一番脑子才是上策。 

平时常说”机会靠自己机把握”着着实不错，上次有个语文作文

竞赛，老师要求想参加的把文章交给他，我一直在犹豫，交？还是不

叫交，不交了有太可惜，着可是一个大好机会，可我又怕丢人现眼，

念头一直在不交与交的海岸边徘徊。直到最后，我爷没交，面对参加

与不参加，我选择了放弃这个机会，着纯属我头脑发热，做了错误的

选择……… 

在生活中，还需要选择如何交朋友，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所以，要慎重选择，若为以后想想，等到中考，那又是一次超

难的选择……人生总有许多的选择，记住一定慎重，理智，做出最好的

选择！ 

面对选择，你该怎么办？ 

慎重叫理智。 更多有关藤野先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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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于 1881 年，在 1936 年逝世。他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

学家和革命家。原名是周樟树，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浙江绍兴

人，出生于没落大夫家庭。他曾多次在一本叫《莽原》的杂志上以

“旧事重提”为题目发表文章，而著作《朝花夕拾》就是在1927 年把

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而成的。 

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藤野先生》，文中讲述的藤野先生

是鲁迅早年到日本学医的时候，教他解剖学的教授。在这篇回忆性散

文中，作者通过对日本留学生活与学习时的回忆，以深切的怀念之情，

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及严谨踏实的作风，

特别是他对中国人爱国主义思想的欣赏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

斗精神。鲁迅深刻描写了当时的藤野先生，让我感到藤野先生就在我

身旁，只要一闭眼，他的面貌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鲁迅的作品通过几件小事，能够完全勾勒出人物的多个方面的特

点，让我不禁赞叹。我也要学习他的这种写作手法与描写人物的手法，

促进我作文发展，提升我作文水平。 

而文中的藤野先生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由于清政府腐

败无能，外国人都看不起我们中国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而藤

野先生是一个例外，他不仅不歧视中国人，而且还反对帝国主义势力，

是一位明白人。他让我懂得了人与人是没有差别的，我们都应该尊重

所有人。特别是在我们学校——藏汉生共同生活学习的崭新学校，我

作为一名藏族学生，更应该与汉族学生和睦相处，共同维护民族团结!

毕竟毛主席也曾经说过：“汉族离不开藏族，藏族离不开汉族，各民

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藤野先生读后感 600 字初一 篇 15 

《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主要讲述了鲁迅去东京留学，看到清国留

学生“标致”的形象，感到厌恶，便去仙台学医，认识了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十分欣赏鲁迅，教给了他许多医学方面的知识（鲁迅也十分

尊敬他）。后来，鲁迅因为许多事情的发生，明白了只有文学才能拯

救国人的灵魂，让他们坚强起来。因此，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离开了



仙台，也离开了藤野先生。 

读完这篇散文，我感触很多：一群清国留学生，在看到他们的国

人被屠杀时，竟然一个个拍掌欢呼！他们去日本本是为了学习知识，

报效祖国，可没想到的是，他们离开了中国，倒像是去移了民，换了

心，卖了国！可作为一名日本人的藤野先生，却是一位有着高尚品格

并且对学生一视同仁的好老师。 

藤野先生对鲁迅十分关心，每周都为鲁迅改一次讲义，在工作上

十分严谨，在笔记上画的一个血管的位置有一些偏，他都会指出来，

鲁迅十分感激藤野先生，虽然后来鲁迅弃医从文，但他仍然十分感激

藤野先生。 

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对学生一视同仁的老师十分少见，所有人

都认为中国人智力低下，就连鲁迅得到一个中等的成绩都认为是作弊

的。可藤野先生却没有。他不像别人一样岐视中国人，反而是加以细

心关照。他能够尊重中国人的民族习惯，对新的知识充满探索与钻研

精神。 

在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野先生，

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那个对科学严谨求

实的藤野先生，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老师，也难怪鲁迅说：“在

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最使我感谢，给我鼓励的一个。” 

良师令人难忘，师恩更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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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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写和藤野先生几乎无关的事情。其中的寒嘲暖

讽，确有深意。 

在我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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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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