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药读后感悟(实用8篇)
总结范文需要注意逻辑连贯、层次清晰和观点明确，以便读
者能够迅速理解和掌握。在写总结之前，可以先进行提纲或
草稿的撰写，有助于整理思路和提高写作效率。在这里分享
一些总结范文，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药读后感悟篇一

暑假里，我不仅看了中国作家杨红樱的马小跳，还看了一位
英国作家的书，他叫罗尔德·达尔，一个让大人们有些害怕，
却让孩子们疯狂着迷的小老头儿。

小乔治实在没有办法喜欢他的姥姥，因为他的姥姥是一个自
私自利、脾气坏透了的老太太，总是变着法儿折磨小孩子。
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小乔治把家里所有能够找到的.有毒
物品混合在一起，配制出神奇的魔药，用各种有趣的法子好
好整治了这个坏脾气的老太太。

小乔治那些调皮可爱、精灵古怪的做法，虽然让我看得喜笑
颜开、乐不可支，但是我想对他说：小乔治，我能理解你的
心情，你一定以为，姥姥那么折磨我，我偶尔报复一下没有
什么不可以，大人们不是常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
是的，我承认你的姥姥的确自私自利，并且脾气很坏。但是，
你不能伤害你的姥姥，大人们还有一句话是“害人之心不可
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作“百善孝为先”，我们作晚
辈的要尊重爱护自己的长辈。如果你能来中国，我们也许可
以想出更好的办法对待你的姥姥，和睦一家亲。

药读后感悟篇二

《幻想猫和变形魔药》早已读完，但有些镜头，总会在我脑
海中反复出现，时时回味。



今天，我又开始钻进《幻想猫和变形魔药》神游了。

我来到了茫茫雪海。

作恶多端的菠菜猴，受不住高原反应和暴风雪带来的灾难，
绝望得快死了。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但是，善良的梅吉，不计前嫌救了他。暴风雪越来越大，梅
吉和菠菜猴命在旦夕。梅吉啊梅吉，为了救一个坏人，而让
自己身陷险境，我真为你不值啊！

在生死存亡之际，梅吉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一棵枯树砍断，
把黄油涂在枯树上，又用照明弹绳索缠紧，然后把雪地充气
毯固定在枯树皮上，当作发动机，做成了一个简易雪橇。两
人终于脱离了危险。还好，还好，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梅吉放下恩怨救菠菜猴，是因为胸中有大爱。正因为这样的
大爱，才让他遇到危险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化险
为夷。爱，让他无畏！让他勇敢。

我心中有爱吗？

我回答不出。那么，就让我从梅吉的大爱开始来反推吧。

我无畏吗？我有畏。我畏惧学习的辛苦，担心考试的失利，
厌烦父母的唠叨，怨恨社会的不公。

我勇敢吗？我不勇敢。我不愿意付出努力，不承认犯的错误，
不乐意接受批评，不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为我有畏，因为我不勇敢，所以——我心中没有爱！

谢谢《幻想猫和变形魔药》，让我认识了梅吉；谢谢梅吉，
让我认识了自己；谢谢这次神游，让我明白了，心中有大爱，
才能无畏，才能勇敢！



药读后感悟篇三

这一段话，彻彻底底的反映了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下人的丑陋
一面，这也就是鲁迅笔下的国民吧。他们没有面孔，没有腔
调，始终在嘲笑与讥讽。他们在那个犯人被杀时，没有任何
的同情，没有任何的动作，甚至，他们还有些藐视。

这种人，是我们整个社会所厌恶的，我曾经向别人打赌，说
这种人会在社会上消失。但是，我输了。

20xx年的12月，在雷锋的家乡望城县，一位年近90的老太太，
心脏病发作，倒在了地上，很快，有很多人围了过来。一位
小伙子准备上前时，被一位这中年人拦住，他劝小伙子”别
去啦!现在骗人的多着呢，小心被她额上。“于是，小伙子离
开了。接着有更多的人围了上来，然而他们却对躺在地上的
老太太无动渝中。慢慢的'，人越聚越多，但是人们没有去帮
助那位老太太。

这时，一位拉着妈妈手的小学生也挤了进来”妈妈、妈妈，
你看这个老婆婆，怎么趴地上了?快帮帮她吧!“母亲被小学
生纠缠烦了，才拨打了120，等到120来到，警察冲散人群。
老人早已断气了。

说真的，我不知道那些围观的人看到那一幕的感受，他们可
能想上前去帮助那位老太太，但被吓住了;他们可能想让自己
有爱心，但没有勇气。其实，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人拥有
爱心，他们都很踊跃地帮助别人。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随
时随地地乐于助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去用一个善良的心来帮助别人;去用一个的虔诚心来助人
为乐;去用一个真诚的心来散播你的爱心。

去让你的爱心像蒲公英般飞翔!

文档为doc格式



药读后感悟篇四

麦川小学的同学们：

你们好！最近读了鲁迅的《呐喊》一书，《药》是其中很有
意义的一篇。鲁迅先生以笔为戎，划破夜空的黑暗。这篇
《药》围绕着夏瑜和华小栓两条故事主线展开，掷地有声的
勾勒出革命者的不被理解与当时社会的黑暗。

若从生命的角度去探讨《药》的写作意图，我想与从新旧社
会变革的角度去探讨，应有相当的价值。除了故事的主角华
小栓一家和夏瑜，鲁迅还用深深浅浅的笔墨勾勒了许多生命。

老栓在去讨人血馒头的路上，遇到了三三两两的人：

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
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
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
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后来当老栓拿到滚烫的人血馒头时，又出现了这样的描写：

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
提着。

这些在鲁迅笔下没有灵魂，没有姓名，甚至只有模糊轮廓的
生命，是什么？当我再次反复品味时，我恍然发现这些生命，
似乎是鲁迅在开头自序中提到的，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
看客。他们生命的呈现形式显得那么的单薄和不起眼，同时
又那么压抑古怪。

再看华小栓，串起故事脉络的灵魂人物却让人觉得空洞，仿
佛他的生命只剩下一具被肺痨困扰的残破躯壳而人的意识或
灵魂并不存在了。自始至终他并没有说一句话，求生的欲望



似乎也微乎其微，他拿起馒头时一定在掰开冒出的白气和黑
色焦皮中感受到了另一个生命沉甸甸的重量。

夏瑜，让我隐约的感到他是一个古希腊式的悲情人物总会走
向悲剧的命运，却永远不停止反抗。他的执着，对理想的坚
定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生命是该被大写的，可他的精神同
样也意味着这样的生命是永远不可能被那个落后愚昧的社会
所理解的。

篇名叫《药》此刻不免透出一种讽刺意味人血馒头最终救不
下小栓，夏瑜的一腔热忱无法唤醒麻木的群众，鲁迅的绝望
和呐喊也无法阻止旧社会压迫百姓，毁灭未来的车轮。正如
鲁迅先生自己对《药》的解释一样革命者为了愚昧的群众奋
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
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
私人的福利。

生命的存在本是平等的，可生命的消逝会给世界留下不同的
痕迹。如空中盘旋的乌鸦和秋夜里游荡的麻木囚犯，他们的
死如落地的羽毛，了无痕迹；华小栓的死为疼爱他的父母留
下心灵的创伤，在每年清明被重提、祭拜；而夏瑜的死，让
坟前挂上了红白的花圈他的死被更多人记住了。不可否认如
果将人从他们大约永远不可能等同的社会地位与自身境况中
抽离出来，在某种理想状态下，生命存在时，我们可以用人
文主义精神努力的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可当生命灭亡，自
身的意义便体现出来终究是意识才会影响存在的意义。

你的：关欣然

20xx年8月23日星期日

药读后感悟篇五

杏林君子



在汗牛充栋的中医药古籍中，有一部专门论治小儿疾病的著
作格外引人注目，它详细论述了数十种儿科疾病的脉证治法，
记录了作者亲自治疗的二十多则儿科医案，载录不少方子经
历了千百年临床的检验，沿用至今，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名
方，它就是我这个暑期所读钱仲阳的《小儿药证直诀》。现
把些许感悟记录如下：

一、论小儿先别体质，承《千金》详述变蒸

”体质“在现代作为在中医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病理生理
学概念。中医上讲就是机体因为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
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素质特征。而我在书中通过其重视脾胃
在儿科疾病诊治中的作用，看到了钱乙对于论小儿病先把别
体质的思想，并且书中将变蒸列在卷首，也足以体现出钱乙
对于体质的看重。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变蒸“之名，首见于
西晋王叔和之《脉经》，并未此有过多的了解，读完卷首的
一篇，对于”变蒸“有了一定认识――变者，变其情智，发
其聪明，主要是指精神发育；蒸者，蒸其血脉，长其百骸，
主要指形体发育，小儿需得变一变、蒸一蒸，方能长。钱乙
在继承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描述了变蒸后小儿身心发
育的显著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小儿变蒸的本质为”
小儿在母腹中……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自生以后，即长骨脉
五脏六腑之神智也。“更加详细的论述小儿的的生理体质
是”肌骨嫩怯“,”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
全而未壮“,病理体质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
热“,并提及”不汗而热者，发其汗，大吐者，微下，不可余
治，是以小儿须变蒸。“对小儿变蒸提出应采取因势利导的
治疗原则，发展了小儿体质学在诊断学中的.运用。

二、执简驭繁归五脏，相生互克明先机

钱氏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深刻认识，这也为立法处治树立
了指导准则。其在继承前人脏腑辨证的理论的基础上，把患
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运用到五



脏辨证论治体系当中，把”风、惊、困、喘、虚“归纳为肝、
心、脾、肺、肾五脏的主要证候特点，即”心主惊、肝主风、
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用虚实寒热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
化，最终用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相互关系确立五脏所主病证。
这是在辩证上的长期临床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成果。当然钱乙
重视五脏虚实的辨别之上，()同时也重视运用五脏生克制化
分析脏腑关系，以此判断病情轻重和预后转归，如书中有
提：”假如肺病又见肝证，咬牙多哈欠者，易治，肝虚不能
胜肺故也……视病之新久虚实，虚则补母，实则泻子。“就
是钱氏运用五脏生克制化诊治小儿疾病之一瞥，想想正如我
们常常在课堂上所学小儿发病特点”发病容易，传变迅速“,
钱乙对于重视用五行生克乘侮关系推求病机，判断病情轻重
缓急以及推测预后好坏的思想，也是很好的支持。

三、化裁融合古方，创立补泻治则

”百年品质，值得托付，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一句老少皆
知的广告词，让大众都知道了补肾名方――六味地黄丸。六
味地黄丸就是一个融合古方的代表，早在儿科专著《颅囟经》
中就提出小儿属”纯阳之体“,钱乙进一步丰富，认为小儿”
真阴未足“,”阳常有余“.也就是说小儿的体质类似于成年
人，阳气充足，而属阴的部分常常欠缺。因此，小儿在发病
过程中易出现的气血失衡、阴阳偏颇等情况，但大多数表现
为为阴津不足，阳气偏亢，柔不制刚的特点，对不良刺激的
反应易从热化，表现为热证、实证为主。而且，小儿肾阴尚
未充足，阴不济阳，更易引发火热证。因此钱乙将张仲景温
补肾阳的”金匮肾气丸“去掉性燥温热的附桂二药，存六味
之柔润，变温阳之剂而为养阴之方，”三补“寓”三泻“,恰
合小儿阴常不足的生理特点。创为”地黄丸“,以填补肾之真
阴。后人因其方有六味药物组成，又在名字上加入”六
味“两个字。钱乙巧妙运用补泻兼施相反相成之法，使药物
的性味、归经和功效切中脏腑病机。

正如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多领略先人



的智慧，总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供稿：刘俊俊

药读后感悟篇六

一个有抱负的大好青年，你的死，多无奈。

那时的人们是有多愚蠢，他们可以认为康大叔——这个粗人，
这个满脸横肉，哗众取宠而且杀了人还心安理得的刽子手是
个大好人，他们可以聚成一群，或在茶馆，或在大街上谈论
并围观那些血淋淋的残杀，却仍能谈笑自若。

你们的麻木不仁，让人心寒，更让人心惊。

夏瑜的那句“可怜”，那两个字还在我眼前飘着，这是一种
多么绝望的呼喊，可惜，这“可怜”二字只是被理解为发疯，
被当作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之一。

康大叔，华大妈，老栓，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
的人。

真正疯了的，是你们。

作为一个有着清醒的头脑，并且想要“造反”的夏瑜来说，
他在那个时代，是个“怪物”，而他也应该是不会知道的，
用他的鲜血和着面粉做的馒头，竟是包治百病的好药。

小栓之死。

一个体弱多病的沉默青年，你的死，多无奈。

不知为何，我在文章中没有看到你说过一句话，是不能说，
还是无话可说？



得了痨病的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咳嗽更是与你如影随形。

文中的你，什么也没讲，但你肯定对它有期盼在吧？

可你怎么还是你死去了？是康大叔“包好包好”失灵？还是
这根本就没有一点效果？

你来不及问清。

你在麻木中生，在麻木中死，你一辈子都沉浸在麻木与病痛
中，我不禁为你叹息，为你感到悲哀。

这文章本来就是一剂良药，直达精神，直达人心，而不会像
那人血馒头一样，是愚昧的人们所信奉的毫无用处的神药。

“哑——”乌鸦的叫声，像是为夏瑜和小栓的死的悲凄之音，
更是想要唤醒那些思想仍在沉睡，麻木不仁的中国人。

药读后感悟篇七

药，鲁迅的作品之一，作为鲁迅的读者之一，我认为鲁迅先
生的文章是不可亵渎的，他文章所富有的批判性，深刻性等
是需要读者不停去揣摩，去深入的。

药，写的是两家人--“华”“夏”两家的故事，设置了一明
一暗两条线索，华家在明，夏家在暗，作者极富心思的将两
家姓氏安排成为“华夏”，“华夏”象征着中华民族，中华
民族的成长历程是艰辛坎坷的，耐人寻味的。

我想，小说中的华家生活应该不富裕吧。当华老栓去买药时，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华老栓接了，
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几下，从他们的语言动作，
小说中郁悒的气氛，皆可看出，他们都是穷苦的百姓，可他
们却愿意花那么多钱去买“人血馒头”。可想而知，当时的



人民群众是多么愚昧无知，群众所认同的“神药”迷惑着大
众，蒙蔽着人们的思想，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的文化思想
是多么毒害人心。

当华老栓去作“人血馒头”交易时，鲁迅先生作了这样的描写
“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
提者。”这句话中的“无形”的手，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含义
的，“无形的手”会不会象征着愚惑人民群众的封建思想呢?
或者象征着毒害人民群众的某种思想毒药?或者有更深一层的
含义。“鸭子”?所谓鸭子，不禁令我想起一句俗语“赶鸭子
上架”鸭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没有头绪，没有思想，愚昧
无知，甚至是随波逐流的一种动物，不仅华老栓一家，甚至
是当时社会所有人会不会就是“这些鸭子”

在描写华小栓时，鲁迅反复强调华小栓吃饭的情景。“大粒
的汗，从他额头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背心，两块肩呷高高
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字。后来还有一段描写”小栓已经吃
完饭，吃得满头大汗，头上都冒出水蒸气来“。对于这段文
字，我反复的去揣摩，但还是不解其中味。

所谓”人血馒头“是指用夏家的孩子为革命所牺牲的写做成
的，可却被华老栓，康大叔等人当成是治”痨病“的药，是
何等的麻木，何等愚昧，何等悲哀！这也是鲁迅先生想要表
达。鲁迅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麻木愚昧的国民性。”人血馒
头“的交易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与革命者之间的隔阂，革命
者为群众牺牲而群众不觉悟，真是一场悲剧。

当老栓在热馒头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古人
说”良药苦口利于病“，然而，那药却散发出一股清香，会
不会在暗示华小栓吃了药也只能是徒然，会不会是这股香味
在讽刺他们一家的自欺欺人。而那股香味从何而来呢，我是
这么觉得的：馒头上的血是用革命者的鲜血做成的。那股香
味是从夏榆心中那高尚的节操，那纯净，积极向上的思想散
发出来的饿，鲁迅先生是要赞扬这种精神的。



在小说的结尾中，是对坟场的描写，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
的人，也就是说是埋着夏榆了，而路的右边是穷人家的坟墓。
也就是说是埋着华小栓的坟墓了。两面都已经埋到层层叠叠，
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这些”馒头“密密麻麻，又
让我想到两个孩子之间的”人血馒头“交易。那一个个凸起
成半圆形的丛冢，宛若一个个馒头。它们无形中在嘲笑呢，
在揭露那场看似戏剧的悲剧。

两边的坟，一字儿排开，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正
是象征着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啊，后来，当华大妈跨过
小路，靠近夏榆的母亲时，我的心是何等激动，何等澎湃，
那意味着一股希望的火苗在蹿动，在滋长。也就表明将来的
某一天，群众会理解革命者，群众会和革命者走到一起，一
起去探索救国”良药“的。

夏榆的坟上的花环也是引人深思的，花是寓意着希望的，夏
榆的精神将永不泯灭，革命将后继有人，中华民族是有希望
的，纵使历程坎坷，一路跌跌撞撞，但也至始至终努力成长，
去渴求阳光雨露，去打败重重困难，去寻求光明的未来，给
百姓一个完美的交代。

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先生虽然高度赞扬，欣赏这位
刘和珍君，但对她的以流血的方式，是执有一定的否定意味
的，我想，鲁迅先生对夏榆也是执有这种态度的。夏榆的精
神固然高尚，但他的行为是脱离了社会思想变革的单纯的政
治革命。是掺杂着些微盲目，些微惘然的。所以鲁迅对他的
行为是否定。

这也是标题《药》的含义，药正也是人们要去思考救国良方
啊

朋友们，看了就适当发表下意见，我正在学习，你们的评价
非常重要，谢谢你们了。



药读后感悟篇八

今天，我读了《刘恒亲尝汤药》，内心有很大感触，不禁写
下感想。古往今来的许多有识之士，他们的身上都有孝的影
子。诸如董永卖身葬父，刘恒亲尝汤药之类，不管他们贫穷
还是富贵，他们的身上都有孝。刘恒是一个仁孝两全的君主，
在他的母亲生病时，刘恒总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亲自煎
药，亲自试尝，待到汤药正适合时，端到母亲跟前。正是由
于刘恒的孝心，才能让当时的西汉王朝得意强盛。由此说来，
孝心可以让一个国家得以安定和强大。在当代的今天，在注
重科学发展的同时，更要求我们培养孝的品质。孝让人们的
内心得到温暖；孝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孝让这个和平
的时代更加美好。在大的方面，国家能够以孝治国，那么人
民就会以孝待人。如此说来，这样美好的社会怎么会有父母
将子女告上法庭的事呢？又怎么会有孤独无助的老人呢？说
到孝顺父母，我不禁想到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待
奶奶非常孝顺。在父亲看来孝顺长辈是最重要的准则之一。
记得奶奶的脾气很倔，并且身体抱恙。每次我回家的时候，
总是看到奶奶打着掉瓶，而父亲也总是在奶奶身边守候奶奶
饿的时候，父亲做好饭菜亲自端到奶奶跟前。晚上还为奶奶
铺好床，等到奶奶入睡自己才回去睡。也许是孝的火花，才
能拥有温暖的家园。

作为现代的一名中学生，我们不仅身负祖国的未来，更要弘
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孝。孝是一切幸福的起点，孝是
社会和谐的纽带。只要我们事事以孝为先，孝敬我们的'家人，
孝敬我们的老师，以不孝为耻。让孝心的火焰缔造幸福美好
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