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范进中举填空题 范进中举读后
感(大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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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一

就在这时，报录人骑着马又匆匆赶回，范进见了问道：“官
人还有何事?”故屠户和乡亲们都好奇地围了过来。“报错
了!报错了!中举是邻村同名同姓的范进!”说罢还嘟哝
着：“我就想着鼠头鼠脑的猴孙怎能中得巨人?恐怕就是住这
茅草棚的命!”范进一听，以为报录人，玩闹于他，还笑
道：“这笑话可不能在范老爷面前开啊。”“谁和你这龟孙
开玩笑?量你也没有当老爷的命!”说罢，便抢过贺单朝邻村
飞奔而去。

范进双眼一直，眼神迷糊，当场跪倒，眼泪飞溅，那鬼哭狼
嚎响彻天地之间，他一直打墙悲伤，一面嘴中狂喊“天理不
容!天理不容!”鲜血不住地往外流。老母亲看见了，一把抱
住儿子“我的儿啊!看来咱真没当老爷的命!可别把命搭进去
了!”

胡屠夫听罢脸上眉一皱，又恢复了往日的凶恶的样子，骂道：
“我就知道你这个现世宝，只有贱命!这下知道天鹅屁是什么
味道了吧!好好做你的“癞蛤蟆”吧!亏我还夸你贤婿，相貌
出众，真是脏了我这嘴了!呸呸呸!”说着还把手上的脏往范
进身上擦了擦。

乡亲们忙把送来的东西立马抢回，不一会儿，这茅棚里又如
往常一样清贫。“我就说这个没用的东西怎能中举人?真是浪



费了我的两个鸡蛋!”说罢抱着老母鸡气哼哼的走了。“散了
吧!散了吧!大家赶快走吧!可别沾染了这范小人的晦气!中举?
痴人做梦!”于是，伴着一个个鄙视的目光，范进的乡邻都走
光了。

张乡绅一把夺过银子也抢过胡屠夫腰里的钱，轻蔑道：“你
这没用的，真是瞎了我的眼，怎会想到你这个饭都吃不保的
穷人中举?这破屋也正适合你这个老人!我这新换的靴子也踩
脏了!还有我这时间你浪费的起吗!”说罢，用靴子在范进身
上蹭了蹭，起身坐轿而离去。

胡屠夫见到手里的银子没了，气的直跺脚。挥起手上的手掌
又是一击，便大步走了。

一段时间后，人们经常可看到一个流浪的疯子，抓到谁就喊：
“我是举人!华居!银子!都是我的……”后来，便没了后来。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二

范进是古代的一个学子，它虽然勤奋好学，可是屡考不中，
真可谓“屡战屡败”。

就在范进50多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这一年，他认真
学习，考试时一丝不苟认真对待，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
考出了好成绩，被皇上点中。

这一天，范进正在街上闲逛，他的一个好朋友跑来告诉
他“范进，你中举了！”范进以为好朋友在逗他，没当一回
事，依旧慢慢悠悠地往前走。他看到很多人围在那儿看皇榜，
也挤进去瞪大眼睛瞧瞧。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范进”跳
入眼帘。这时，范进心中一阵狂喜，只见他一跳三尺高，嘴
中高喊：“我中了！我中了！”然后在大街上狂奔。围观的
人们惊呆了，也跟着群跑看笑话。疯狂的范进跑掉了鞋子，
划破了衣服，跑飞了帽子……一路狂奔。



范进的好友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赶忙去告诉他杀
猪卖肉的老丈人：“你的女婿中举了，可他高兴地疯了，快
去救救他吧！”他的老丈人也很着急，赶忙随那人去追范进。

到了范进跟前，他也束手无策。这时一个人说：“他平时最
怕你，赶快扇他两个巴掌也许能救他。”围观的众人也七嘴
八舌的劝导。他的老丈人犹豫不决，但还是慢慢地举起了那
像扇子一样的大手，壮了状胆子，重重地打在了范进的脸上，
嘴中骂道：“混帐东西！你中什么中！”一巴掌打醒了疯迷
的范进。

众人欣喜异常，有的大笑、有的吹口哨。可他的老丈人却心
中郁闷，感觉自己的手在隐隐发麻发痛，心想：“他现在是
天上的'文曲星，真的打不得了！”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三

范进中举节选自儒林外史。大家对这篇课文的看法是什么?来
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范进中举读后感，希望你有所收
获。

范进就是这样一个被八股文残害的人。他听闻自己中举，却
发了疯了，拍手、大笑，头发散乱，满脸污泥，一身的水，
想像起他那副狼狈的样子，忽然觉得他有点可怜。家境贫寒，
寒窗苦读几十年，只为中举，现在中了举之后，难免受不了
刺激。这都怨那罪恶的封建制度，它深深地毒害了知识分子，
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范进在中举前后人们对待他的态度真是不能相比较。起初，
范进向老丈人借盘费去乡试时，被老丈人一口啐在脸上，骂
了一个狗血喷头。可当范进中举的消息一得知，这对待范进
的态度就像是由一只凶猛残忍的老虎一下子变成了乖巧听话
的小绵羊一样，不仅送给范进银子，在起初时还说范进一无



是处，而在中举之后却大为赞赏。邻居也纷纷送给他东西，
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人们趋炎附势的丑陋嘴脸。

张乡绅来恭贺范进中举时，俩人彼此间不断说客套话，张乡
绅还给范进送银子，说甚么“年谊世好”实际是为了拉拢和
范进的关系。从他假惺惺的语言便可看出他的虚伪。除了虚
伪，我觉得他还是个道貌岸然之辈范进没中举之前，他家
人“已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也不见张乡绅派人问候、
送米甚么的。而当这天早上，范进中举后，才过了多久，张
乡绅便得知了消息，火速赶来套关系，又送房子又送银两。
也许张乡绅本来就空着这么一所房子，就等着童生中举，然
后马上去拉拢亲近。所以在恭贺范进时，才会马上提出让他
们搬进自家空房。可见他的奸猾势利。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
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
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故事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
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
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
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
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
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
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
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
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
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
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
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
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
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
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
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
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
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
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
详细描写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
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
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
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
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马上安排起
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
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己终日练习八
股，后来因为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
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
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
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
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
“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
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
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
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
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
楼自杀。没有人为了什么“秀才”、“举人”磕头撞板，却
有人为“硕士”、“博士”不择手段。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



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
代的制度。

我在这个暑假读了《儒林外史》的其中一篇《范进中举》，
这个故事讲的是范进中举后一系列表现和家人变化的故事，
即带给了我们欢笑，又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深思。

这个故事是清代着名作家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
其中一篇，故事描述了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
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他那喜极而疯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
这个士人的丑恶灵魂，同时通过他的命运变化反映了世态的
炎凉，以及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我主要讲范进，他是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人。主要体现了两
个方面:首先，他是一名博出名的人。范进在之前的科举考试
中都屡遭屡败，但他依然坚持考试，直到五十四岁中了秀才。
后来，他去考乡试，却被家里人拒绝，尽管如此，他依然坚
持考试，不理会家人。最后，他中了举人，却喜极而疯，不
是喜极而泣。很明显，他根本就不是为了成绩而读书的，而
是为了博出名而读书的。这些人，如果真的考了好成绩，那
只能是碰到好运到的吧!

其次，他是一个迂腐无能的人。家里穷得无饭吃，范进手足
无措，要等母亲“吩咐”，才慌忙出去卖鸡，可是他在集上
一踱一步，东张西望，老半天仍未能把鸡卖出。看得出来这
个人只会读书，不会做事，跟无所事事没什么区别。他考出
来的好成绩，可能也只是碰到好运气的结果。如果他能够改
变那种无能的情况，那么喜极而疯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在清朝生活中，像这种因为成绩好却喜极而疯的人有很多。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僵化，“文字狱”、“八
股文”已经影响了考生的神经，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发挥。这
个故事，乃至整部小说，作者用了搞笑且幽默的手法对这个
现象作了无比的讽刺，这也间接推动了后来科举制度的废除。
回到现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也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如果不及



时改变教育方式，恐怕也会像小说中那样喜极而疯。所以，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说也一样合适。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四

我今天看了《范进中举》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讲了范进年年
考举人，到54岁时，才考到举人。

范进本来就家境贫寒，所以因为他坚持要每年去考，所以家
里变得越来越穷。当听到范进决定要考举人时，他的丈人就
骂了他一顿，范进就悄悄的去考了，回去之后他丈人知道就
又骂了他一顿。

当范进考上举人时，家里人的态度对他转化了，来了一个一
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丈人不敢打骂他了。说他是天上的星
宿。相邻们说他是新贵人，还从说叫他范进到叫他范老爷。
他我看到范进高兴疯了的那一点，我觉得很好玩。范进是个
虚伪的人，当张乡绅给他银子时，他再三推辞，最后还是收
了，然后立即叫浑家打开看看，可见刚才的再三推辞是假的。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封建社会对读书人的毒害。我对范进丈人
的评价是他对范进毒害一开始还骂他现世宝，可当范进中上
举人时，对他态度就不一样了。我突然想到一人得道，鸡犬
升天的道理，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出名，连他家的鸡和
狗都会出名。就像孔乙己那样，偷了丁举人家的书，被打折
了腿。丁举人家的书，在那个社会是不同的。

范进和孔乙己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牺
牲品。我们目前的社会比那好多了，那时考试叫童生试、乡
试、会试、殿试，都是写一篇文章。现在考试都是语数英、
物理化等。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考试科举的进步。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五

最近，我读了《范进中举》这篇运用了鲜明对比手法的课文。

课文主要以范进中举前后周围众人对他的态度进行了鲜明对
比。

合上课本，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篇课文给我的启示有很
多。

范进在中举之前，家里贫困，经常揭不开锅。但对此，他的
邻居们也毫无同情心，不曾向范进伸出援助之手。作为丈人
的胡屠户，也常盛气凌人地将范进骂得狗血喷头。范进对此
表现出了逆来受顺、忍气吞声。

终于，几年的苦心孤诣令范进金榜题名，高中举人。此时，
他身边的人们对他的态度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原本冷淡的
邻居，变得热情起来，有的拿米，有的拿酒，前来恭贺；胡
屠户也一改往日的凶态，对范进称赞不已，毕恭毕敬；乡绅
地主更是和他攀亲结戚，巴结讨好。

这前后因范进中举发生的强烈变化，令我认识到了当时社会
的世态炎凉，趋炎附势、嫌贫爱富之类黑暗风气的盛行。

虽说祖国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但从中我也感悟到：
只有自己有本事，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中学生，我要做一个公平公正、表里如一、
拥有真才实学的人，为祖国更好地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六

《孔乙己》描写了一个封建文人悲惨的一生，《范进中举》
写了一个封建文人获得功名的经过，虽然两篇文章的内容不



同，但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旧社会
知识分子的毒害。

孔乙己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会说“之乎者也”的笑料，
死了也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周围的人来说，只不过
是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范进成了名，他一下子从岳父
的出气筒变成了天上的星宿，成了乡绅的世交，因为这他竟
然疯过。两人结局不同，但都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孔乙己
最怕别人说他没中秀才，范进也总想着自古无场外举人，可
见他们想的都是中榜，他们把科举看成是向上爬的救命绳。
然而，像范进这样的人，即使肉体还活着，精神却早死了，
他的成名只不过是从一个泥潭陷进另一个泥潭。

其实这是倒退的思想。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却把自己束缚在
一味“进大学”的小圈子里，这算什么呢?孔乙己、范进等等
都已经全部死去，他们身上所带的旧文人的气质也不再复存。
而我们不但肉体还活着，精神也要活着，而且要更充实。旧
的科举制度已毒死了不计其数的旧文人，难道在今天，我们
还要自己给自己戴上“新科举制”的枷锁吗?不，决不能!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七

从范进中举想到的碳与花，范进一家住的是毛草棚，吃无隔
夜粮。偶与乡试还没盘缠，可谓清贫之极。其丈人胡屠户虽
白眼于他，但屡屡接济，送米送面，也称的上“雪中送炭”
了。假如没有雪中送炭之火(四、五千钱)，一家几口又如何
生活，又如何读书参试中举人。一旦中举，何等风光。邻居
们有的拿鸡蛋，有的拿酒，有的背米，也有的捉鸡。更甚者，
从来没有来往的张乡绅趋炎附势送银五十两，还许诺借房一
所。试问:“范进中举之前这些人那里去了。”此书虽是文学，
世间也确实如此，本人经历亦如此。从中体会到在日常生活
中穷人善送碳，富人爱送花。这是环境、友情、地位和个人
需要所决定的。碳乃能源，生活之务必，缺之乃影响温饱，
寒冷之时有人送碳，真乃神助。花为美之装饰，是在生存基



础上的.再提高，是生活的升华。穿锦戴玉仅缺花，不妨大雅，
此时有人来送花，只能谓之人助。一般人只要回顾自我的经
历，无不深感碳与花的秒用。综上所述，奉劝世人争做送碳
翁，不做或少做锦上添花人。

范进中举填空题篇八

学完《范进中举》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科举制
度，从而也让我略懂学习为何。

文中的范进开始已是秀才，后又中了举人，期间发生了一穿
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从这些事情中让我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世
态炎凉。人们的欺贫爱富与麻木。

范进54岁才中的秀才，接着还要考，为的就是做大官，做大
官的好处大概是从老百姓身上贪银子比较容易。这一点文章
也表现出来了，范进刚一中举，胡屠户的态度立刻改变了，
众邻居赶紧拿来鸡，米，钱，张乡绅又送房子又送车，真是
收获不小啊！我想当时大部分读书人是为官清廉，愿为民请
命的，可是这种人必定是少数，又怎么改的了当时的风气。
所以当时的科举制度足以使知识分子的精神受到摧残，变的
麻木，只知为官为财而学习考试。

我们现在，有时也在为考试学习，象作文会有几种模式，它
或许能保险些，让你在考试中少扣几分，比如写作开门见山，
当然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让你的主题更加的明确，但总不
能写的所有文章都是这样吧？我承认我这篇文章就是开门见
山的，所以写作时我们要有所选择，掌握一定的技巧，模式
是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更精彩，而不是为了让老师觉得更贴近
那张死的评分标准而给分的。

我们学习一定是为了自己学，而不是像范进那样为了做官，
贪大财，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考大学，找工作而学。有时我们
真该自私些，为自己的喜好，为使知识更加实用，更精去学，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学习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文学使人善辩”，
可见不管学什么，对我们自身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并没有什
么名人说过学习只为考大学。

科举制度没了，但有些风气还在，我们万万不可被它们所迷
惑，一定时刻记住我们为什么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