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读后感(通用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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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春节读后感篇一

《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说作者用充满京味的
语言来描述了一幅北京春节热闹的场景，表达出作者对北京
过春节习俗的喜爱之情。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
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北京的春节读后感吧!

今天，我仔细阅读了老舍先生写的《北京的春节》，从中积
累了许多关于旧时春节的知识，同时也对春节有了更深的了
解。

北京的春节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的，腊八时，各家都会用各种
米、豆、干果熬粥，这和我们现在比较相似。街上会出现卖
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货摊，那时的孩
子们喜吃一种用各种干果与蜜饯和成的东西，叫杂拌儿。我
想：它应该是薯片、蔬果干之类的吧!老舍先生写道：孩子们
还喜欢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这和我们现在的孩子特相
同，过年就喜欢放鞭炮和烟花，这多热闹呀!

那时的大人们，忙着给孩子们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
出万象更新的气象。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年妈妈都
要给我买新衣服过年，我特喜欢。老舍先生说：除夕家家赶
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
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
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



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
都要守岁。我们现在可没了这些规矩，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吃
完团圆饭，就急急忙忙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春节联欢晚
会了。

那时街上的店铺正月初一到初五关门，初六才开张，这和我
们现在大不相同了，我在正月初二时和爸爸妈妈逛街，各色
商店、超市，还有肯德基、麦当劳，全都人满为患，大家都
出来购物、消费，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我最喜欢花灯了，老
舍先生道：那时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
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
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如今
的花灯，除了保持原有的手工制作外，还增添了塑料、电动、
声控等特色，越来越丰富多彩。

你看，北京的春节虽与我们现在有些不同，但那热闹的气氛
始终没有改变，人们对迎接美好的明天都满怀着希望!新年快
乐!

今天，我怀着愉快的心情阅读了《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
课文的主要内容是说作者用充满京味的语言来描述了一幅北
京春节热闹的场景，表达出作者对北京过春节习俗的喜爱之
情。

北京的春节是热闹、喜庆而隆重的。

这篇课文紧紧围绕着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初一
和正月十五的相关场景。感受到春节习俗的丰富多彩和深刻
的内涵。文中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了文章的思路。

课文的最后一段以“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一眨眼就到了残
灯末庙。”同时，这一段与课文首句相呼应。

老舍爷爷在这篇文章中，各用了一句话来写“做年饭”



和“吃团圆饭。”作者以自己老家的风俗来写过年的场景。

我们这一带地方的风俗就跟北京不怎么相同，我们这个的地
方过新年不赶庙会，而北京就赶庙会。我们这个地方大部分
都还是和北京相同的----贴对联，穿新衣，拜年，吃团圆饭，
守岁等。我们这一带小孩也跟北京小孩过年差不多，都会用
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一些爆竹，买些玩具，还买些零七八碎而
的东西。。。。。。

这篇课文给我留下影像最省的除夕前，孩子们要做的三件大
事----买爆竹、买零七八碎儿的食品、买各种玩意儿。因为
这些事情也是我们过年时喜欢做的。

我从这篇课文中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团圆的美好愿望。那
丰富多彩的名风名俗，写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传
统。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不
同的地区、民族过春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著名语言大
师老舍，用他的大笔、风格、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
的民风民俗画卷，让我们无不感受到北京过春节的隆重和热
闹，也让我们领悟到了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作者先介绍北京的春节从腊月初旬就开始了：人们熬腊八粥、
泡腊八蒜、购买年货、过小年……做好过春节的充分准备。
紧接着，详细描述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
鞭炮声日夜不绝，吃团圆饭、守岁;初一男人们外出拜年，女
人们在家接待客人，小孩逛庙会;十五观花灯、放鞭炮、吃元
宵。最后写正月十九春节结束。

不仅仅是北京有隆重的春节，还有我们浙江省宁波市的春节，
也称得上是热闹啊!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
苏草木更新。人们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寒冬，早盼着
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



舞地迎接这个节日。

千百年来，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
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
卫生，是我们素有的传统习惯，也是全国人民素有的习惯。
打扫完，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日前十天左右，人们就
开始采购，年货包括鸡鸭鱼肉、油盐酱醋、瓜果蔬菜，都要
买齐全，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拜访亲戚朋友时赠送的礼品，
小孩子要添新衣服，准备过年时穿。

春节是个欢乐和祥的日子，愿每个人都新春快乐，恭喜发财!

春节读后感篇二

读了匆匆这篇课文，使我感慨万分，《匆匆》一文写了时间
飞快的流逝和作者对时间的惋惜。

当我读到“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这句话时，我
的感触很深，细想一下，我也已经读了六年书了，不知道，
从我手中已经溜去了多少时间，多少日子？这些日子里，时
间总会从我身边溜去，不管是在吃饭时，洗手时。时间都已
溜去。时间老人不会给一个人多一秒，也不会给一个人少一
秒，我们浪费的时间加起来，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是匆匆的。时间一去不复返，不会回
来，也不会停留。光阴似箭，时光如梭。时光总是在我们不
经意间溜走。时光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眨眼间时间就已
经溜走了。而想想自己，还不珍惜时间，起床时，还赖在床
上不起，要爸妈叫才起来；看电视时，还总是忘记写作业；
吃饭时，还总是吐吐吞吞的。这期间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啊！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写作业，可我却一直分心，没有好好写
作业，写作业时我又发呆，不想写作业，在写作业时，又走



神，在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回过神来，要写作业，又想去
上厕所，开始写作业，写着写着又玩起了笔，拿着笔转来转
去的。，这样一直分心，不认真做作业，一直分心在做其他
事，不认真做作业，就是在浪费时间。本来只需要20几分钟
就能写完的作业，我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完，这期间我
浪费了多少时间啊！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过去的日子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珍惜时间。

春节读后感篇三

春节调休假期为7天，从2月19日放假到2月25日。其中2月14日
(周六)、3月1日(周日)上班(补班)。另外告诉你，除夕是2
月18日，是不放假的哦!

2015春节高速免费时间

春节长假期间，全国所有的收费公路一律免费，机场高速除
外!

2015春节高速公路什么时候开始免费：2月18日除夕零时

2015春节高速公路什么时候结束免费：2月24日正月初六24时

春节读后感篇四

今天是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除夕。

清晨，我早早起来。昨夜我几乎一夜没合眼。我走出房门，
来到阳台，只见火红的灯笼挂上了天，吉祥的春联贴上了门，
到处喜气洋洋。



傍晚，一支支五彩缤纷的礼花，陆续射上了明朗的夜空，给
夜空乡上了一朵朵炫烂的大花，显得分外妖娆。远处，“噼
哩啪啦”响起一阵炮响，打破了长夜的宁静。近看，一道道
美味的菜已经陆续端上来了。看那油闷大虾，只只火红火红，
香气四溢。再看那些螃蟹，刚才还活灵活现，舞着大钳子示
危，横行霸道，威风凛凛。现在却躺在盘子上动弹不得。介
兰菜更是脆_滴，营养丰富，真可谓“好又多”。望着这一桌
美味佳肴，我垂涎三尺，盼望开饭的到来。

终于开饭了。同时，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开始了。
一首首歌曲悦耳动听，一个个小品让人捧腹大笑。我最喜爱
的还是宋丹丹的小品和大兵的相声《免费电话》，那句台词
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让
人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春节读后感篇五

1951年，老舍先生创作了散文《北京的春节》。文中描绘了
一幅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展现了中国节日习俗的
温馨美好。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也创作了一篇《北京的春节》。对比
阅读父子俩写于不同时期的《北京的春节》，颇有些意味。

从写法上来说。父子俩都从腊八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写了北
京春节的民风民俗，但是各有侧重。

老舍先生详细描写了腊月初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
一、正月十五，四个日子里人们的活动。每个日子里，人们
的活动有区别的，腊月初八，熬腊八粥、做腊八蒜；腊月二
十三，送灶王；除夕，贴春联、祭祖、吃团圆饭；正月初一，
拜年、逛庙会；正月十五，灯会。

舒乙从吃和玩两个方面来进行，腊月以吃为主，进入正月主



要写了玩。他详细写了腊八粥的做法及文化意义；腊月二十
三极富人情味儿的祭灶仪式；春饼的做法；以及正月里人们
的游玩。

从语言上来说，老舍先生的语调平实，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和
春节的欢喜。如，腊八粥。老舍先生这么说：“这种特制的
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他倒是农业社会一种自傲的
表现――……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产品展览会。”舒
乙这样写：“本来年底一切庄稼都收货了，好像要刻意展览
一下全年收成的丰富多彩，便发明了这么一种腊八粥。”舒
乙的句子有了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开始审视这些习俗。从这
些句子中也可见：“最具戏剧性的要算二十三祭灶
了。”“春节男女老幼都休息，一起放假，不过了初五不准
动刀动剪，不准倒土，为的是让劳累了一年的妇女们彻底休
息几天，多么人道！”

老舍先生所做的是描绘，充满北京味儿的朴实语言，陈述朴
素自然，不事雕琢。舒乙在审视，用学者的眼光，学者的笔
触记录下春节中的这些人和事，在我这种普通读者看来，有
一些疏离感。无怪乎，当我布置孩子们去对比阅读，说说自
己更喜欢哪一篇的时候，参与的孩子都选择了老舍先生《北
京的春节》。

其实，我还想就这两篇文章完成的时间来进行对比，同样的
春节，不一样的时代；同样的春节，不同的作者，所带来的
差异。可是，我发现我不能做到。好吧，那就作罢。只是，
好怀念除夕夜晚响彻大地的爆竹声，怀念初一早上在爆竹声
中醒来，睁开眼看新年的黎明。那是属于我的春节仪式。

春节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仔细阅读了老舍先生写的《北京的春节》，从中积
累了许多关于旧时春节的知识，同时也对春节有了更深的了
解。



北京的春节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的，腊八时，各家都会用各种
米、豆、干果熬粥，这和我们现在比较相似。街上会出现卖
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货摊，那时的孩
子们喜吃一种用各种干果与蜜饯和成的东西，叫杂拌儿。我
想：它应该是薯片、蔬果干之类的吧!老舍先生写道：孩子们
还喜欢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这和我们现在的孩子特相
同，过年就喜欢放鞭炮和烟花，这多热闹呀!

那时的大人们，忙着给孩子们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
出万象更新的气象。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年妈妈都
要给我买新衣服过年，我特喜欢。老舍先生说：除夕家家赶
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
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
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
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
都要守岁。我们现在可没了这些规矩，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吃
完团圆饭，就急急忙忙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春节联欢晚
会了。

那时街上的店铺正月初一到初五关门，初六才开张，这和我
们现在大不相同了，我在正月初二时和爸爸妈妈逛街，各色
商店、超市，还有肯德基、麦当劳，全都人满为患，大家都
出来购物、消费，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我最喜欢花灯了，老
舍先生道：那时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
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
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如今
的花灯，除了保持原有的手工制作外，还增添了塑料、电动、
声控等特色，越来越丰富多彩。

你看，北京的春节虽与我们现在有些不同，但那热闹的气氛
始终没有改变，人们对迎接美好的明天都满怀着希望!新年快
乐!



春节读后感篇七

谁家的屋顶上燕子又做了新房，谁家墙角又开放了一朵蔷薇，
谁家又幸幸福福迎来了那个他（她）。生活本是如此，明日
复明日，时间总在流逝，生命总在循环。

你肯定听说过腊八粥吧？这种粥在全世界都在畅销，但是你
知道吗？老北京，腊八粥的发源地。在老北京，腊八节就开
始进入春节了，在当天，人们都要上街买各种米，各种豆再
加上自己家上半年存的各种干果，经过几个小时的熬，一碗
香喷喷地老北京纯风味腊八粥就出锅了。

到了春节，全城都休息了，门外都堆着除夕燃烧的烟花爆竹。
男人们，要出去窜门。女人们，就在家中，接待宾客。可清
静了。

这就是老舍先生眼中的老北京春节，腊八的甜蜜，除夕的热
闹，初一的宁静·····组成了老北京的春节，现在已是
新时代新气象，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传统习俗，老北京的春节，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泯灭
的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