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舍先生读后感(大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老舍先生读后感篇一

老舍作为济南一位并世无二的知音与知己，不仅表现在他为
济南写了一系列无人可以企及的优秀散文，勾画出一个30年
代相当完整的济南，那些描写济南山水的不朽文字脍炙人口，
可传千古；更体现为他对济南，有一种深刻的文化上的感知
与认同。

由老舍来济南之前的经历看，古都北京旗人文化圈里的生活
养成了他早年的文化性格，出国前他对中原文化了解的并不
多。1930年初老舍乘海轮由新加坡回国，不久即应邀来到济
南。济南以它质朴的情怀接纳了这位在海外漂泊了六年的游
子，氤氲着浓郁中原文化气息的古城开阔了老舍的文化视野。

在这块厚土上很容易找到自己新生命的契合点的老舍，很快
就融入到济南的文化环境中。在这里，他愉快地生活了四年，
勤奋地创作了四年，深阔地吸纳、思索了四年。济南四载，
成为他整个人生历程中一段最为自由、温馨、安定而难忘的
美好时光。

这一切不能不深深地影响到老舍对济南的感情和认识。应该
说，对城市和城市的生活方式，老舍自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判
代城市治理观。

不仅如此。

“我将看到那城河更多一些绿柳，柳荫下有白石的小凳，任



人休息。我将看见破旧的城墙变为宽坦的马路，把乡郊与城
市打成一家；在城里可望见南山的果林，在乡间可以知道城
内的消息。我将看到大明湖还田为湖，有十顷白莲。我将看
见趵突泉改为浴场，游泳着健壮的青年男女。我将看见马鞍
山前后有千百烟囱，用着博山的煤，把胶东的烟叶制成金丝，
鲁北的棉花织成细布，泰山的樱桃，莱阳的梨，肥城的密桃，
制成精美的罐头；烟台的葡萄与苹果酿成美酒，供全国的同
胞享用。还有那已具雏型的制钟制钢，玻璃磁器，棉绸花边
等等工业，都能合理的改进发展，富国裕民。我希望济南成
为全省真正的脑府，用多少条公路，几条河流，和火车电话，
把它的智慧热城的清醒的串送到东海之滨与泰山之麓。”

老舍在《三个月来的济南》中，坚定地说：“从一上车，我
便默默的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
所认识的更美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

然而，遗憾的是，此一去，老舍终于没有能再回到济南。

但，他毕竟把一个山水秀丽的济南，活脱脱地写进他的散文
里，留给后人了。使后来我们每一个想了解济南，喜欢济南
的人，都不能不读读这些优美的文字。

老舍先生读后感篇二

桂花是一种在秋天才开的花，它不太起眼，花瓣儿小得几乎
看不见。假若菊花是一种君子花，牡丹是一种大大咧咧的大
家碧月，那么桂花就是默默无闻的小家闺秀了。桂花树的整
个树型浑厚丰满，叶色浓绿，郁郁葱葱，幼叶边缘有锯齿，
俗称桂子。

俗话说得好，桂花一开，千里飘香。在一排排的桂花树中散
步，你会觉得像在香水店里一般；在一棵桂花前散步那香味
虽不如几十棵来得香，却也是沁人心脾。只是可惜桂花偏偏
不在夏季开放，要不然我定会在炎炎夏日中，被桂花香拂去



烦躁。

每年的金秋八月，桂香总是一阵高过一阵。我相信不久后，
桂花一定会在花丛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让我们向花生一样，向桂花一样，努力为这个社会，为这个
祖国而奋斗吧！

老舍先生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老舍先生的文章《养花》。
因为我对老舍先生的作品慕名已久，所以现在捧在手里，心
里异常激动。

这篇文章讲的是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的养花实践，体会到养
花的乐趣。读了这篇文章后，我收获很大，读的格外仔
细。“下了暴雨，邻居家的墙倒了，把还没有种下的菊秧砸
死了许多，全家人几天没有笑容。”这句话看出老舍爷爷对
朝夕相处的花草的感情多么深啊！这一点我深有同感。记得
有一年初春，我把几粒牵牛花的种撒进花盆，每天为它浇水，
锄草，对它的关心无微不至。春末，紫色的牵牛花终于绽开
了笑脸，可极了！我高兴的一蹦三尺高。有一天，我照样去
看牵牛花，可阳台上只剩下了光秃秃的花盆，我连忙去问妈
妈，才知道妈妈见到花凋谢，便把它丢了，连粒种我也没有
找到，我气极了，几天没给妈妈笑脸。

“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对于文
章里的这句话，我是有很深的体会的。做什么事都要付出劳
动，想不劳动便得到劳动果实，那只能是空想，只会一事无
成。就拿我的学习来说吧！以前，我很懒，连课堂笔记也不
记。到考试的时候，便来个“临时抱佛脚”东抄西借，蒙混
过关。抱着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正好应了一句名言：“业
精与勤，而荒于嬉。”结果，我的成绩很不稳定，今后，我
要一改以前的坏习惯，在学习上多付出些劳动，稳扎稳打。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学到的知识，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习成
绩得到明显的进步。

他的一篇作品《养花》后深有感触。

首先，老舍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
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
”这一点我和老舍先生的观点一致。在搬家以前，我家有个
宽敞的院子。姥爷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我有时也帮姥爷
给花浇水、施肥、锄草。我也并不计较这些花开得是大是孝
是好是坏，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因为这些花
之所以能够开放，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呀！

我家种的花虽多，却没有奇花异草。因为正如文中所
说：“珍贵的花草不容易养活，看着一株好花生病要死，是
件难过的事。”有一次，四姨夫拿来一株葡萄苗。虽然说这
也算不上什么奇花异草，但是要在大连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
下把这株葡萄苗养活，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果然，尽管
我和姥爷轮流照管、精心地呵护它，但由于我们缺乏种植葡
萄的经验，这株葡萄苗还是慢慢地枯萎死掉了。看着这株葡
萄苗慢慢地死去，我心里很难过。这可不是因为我吃酸甜可
口的大葡萄的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而是因为这株葡萄
苗也是一个生命，看着一个生命慢慢凋谢、枯萎，最后死去，
我真是好难过、好难受。因此，我家只种些好种易活的自己
会奋斗的花草。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们若是置之不理，任其自生
自灭，大半还是会死的。

要养活一株花草，必须要付出劳动。因为，“不劳动连棵花
也养不活”。有一次，姥爷有事外出，把一盆菊花交给我管
理。由于我十分贪玩，把什么菊花、菊草的全给抛到九霄云
外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再去看那盆菊花：花盆里杂草丛
生、叶片发蔫，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后来，经过精心调养，



这盆菊花才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经历了这场大劫，这株
菊花虽没被我害死，却也害了个半残，元气大伤。从此，我
再也不敢抛下花草不理了。

读了老舍先生的《养花》，我对老舍先生对花草深厚的感情
十分敬佩。同时，我对

养花的乐趣也有了新的认识。正如文章中所写到的那
样：“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须劳
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老舍先生读后感篇四

夏志清曾评价《赵子曰》是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第一部严
肃的喜剧小说，它至今还是这个形式里少数几本赏心悦目的
作品。《赵子曰》中老舍以故乡北京为背景，展示了当时大
学生的生活。透过一群住在北京“天台公寓”里的大学生生
活理想的观照，剖析他们的心理。

主人公赵子曰盲目自大，粗俗腐败，展现出他卑微的心理和
空虚的灵魂。欧阳天风阴险狡诈，阿谀奉承。而有正义感的
李景纯则寄托着作者的希望，但最后却倒在了敌人的枪下。
老舍用讽刺幽默的笔调来描写北京平民的日常生活细节是部
作品的特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刻画出中国人的灵魂状态。

《月牙儿》《断魂枪》是老舍先生的两部短篇小说，这两部
短篇小说也都是对旧中国黑暗社会的批判。它们的主角都是
小市民，描绘的都是他们的灰色生活。《月牙儿》是老舍根
据自己被战火烧毁的长篇小说《大明湖》的主要情节改编的。
展示了母女两代人相继沦为暗娼的悲惨命运。“月牙儿”贯
穿全文是主人公命运的象征，使小说一开始就洋溢着一种凄
清哀婉的情愫。

在《断魂枪》中“神枪沙子龙”被人遗忘，他不愿再与人比



武，炮声中，他的武艺、事业都变成了昨夜。

《骆驼祥子》是老舍最具代表性的的作品之一。主要是对人
物的典型塑造，尤以祥子和虎妞最突出。在一开始，祥子有
志气、有理想、肯去做、肯吃苦，终于在辛劳了三年之后有
了自己的车，而之后自己被大兵抓去，车也没了。但此刻他
想的仍是东山再起，他努力逃跑，并带走了三个骆驼，卖了
三十块钱，回城之后，便有了“骆驼祥子”的称号。但此后
虎妞一直纠缠着他，买车娶妻，在愿望与事实上恰恰掉了个
儿。尽管如此，他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反抗、挣扎，还迫使虎
妞为他买了一辆车，他没有改变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劳动者的
初衷，他在不幸的命运前竭力抗争。

虎妞死后，他也想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但是小福子不幸的
死去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他开始浑浑噩噩的生活，他形
容猥琐，举止肮脏，如同行尸走肉。

在最后作者说“体面地、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
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
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
不幸的.，社会病态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阅读到
最后让人感到了无限悲凉无奈。

老舍先生读后感篇五

很暖的周末。我的母亲执意要回乡下为老屋油漆门窗。

老屋并不算太老，迄今也只是三十几个年头，是乡下小村里
唯一一幢青砖灰瓦的房子。在我的母亲眼里，它一直是她魂
牵梦绕的结，是她心中永远的家。以至于从老家搬来城里十
几个年头了，她还总是念念不忘地唠叨着老屋的诸多好处。

我对家的概念是无法与我的母亲等同的。也许并不是代沟的
问题，而是两个女性对生活对家庭的理解观念不同吧。老屋



是我的母亲嫁了父亲之后亲手一点点盖起来的，我的母亲常
常提起这段事。说那时因为生产队需要扒掉她跟父亲结婚后
栖身的两间小小东厢，才给了这块地基。生产队里派了人工
来帮忙盖新房子，很短的工期，必须加了夜班地盖，因此我
的母亲也成了盖房子队伍中的主力。而父亲，因为在外地工
作，除了托人找机会买回些上梁用的木料及小村人羡慕的青
砖灰瓦外，就没有再帮上一点忙。

我看向我的母亲伸出来的手，原本修长的手指不再是那般青
葱圆润，无名指上有一处凸现的疤痕，象在记叙着那些历尽
磨难的从前。

想来，我的母亲那时的愉悦并不限于此，更多的是对那些美
好生活的憧憬吧?!

这种失落我是无法感知的，虽然我走出老屋的时候十几岁了，
可是我们总要成长，总在追求着另一种温馨舒适的生活。城
里干净整洁的卫生间、没有泥泞与鸡屎狗粪的街道，是我倍
觉舒心的首要原因。我用现代化的洗涤工具快捷对待那些看
起来还是很干净的衣物，童年的老屋无论曾有过怎样的乐趣，
都已渐渐地不留痕迹地走出记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