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社戏后的读后感(模板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的社戏，我看到一种天真烂漫的东西，作者通过对
童趣事的回忆赞美农民的善良与高尚。

因为书上写得大多都是反映农村景物的，因此读起来就显得
特别亲切，一幅美丽的“农村夜景图”仿佛映入我的眼帘：
黑色的夜空、圆圆的明月、一座石板小桥、一只划
船。“我”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农村孩子来到河边，他们下船、
点篙。飞一般的在月下航行，沿途的夜景真美呀！“豆麦散
发出草香味，河边的小草、朦胧的月色、淡黑的群山、依稀
的赵庄、婉转悠扬的笛声，还有点点渔火等等。这些本来是
农村中很普通的景色，也是我们农村孩子很熟悉的，但经过
鲁迅的一番艺术加工，看上去简直变成了人人向往的神仙美
景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农村的怀恋，对他小时候在
外婆家的眷恋之情。

《社戏》全文原有前后两个部分，课文节选自后一部分，描
写作者幼时一段看社戏的往事，表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
和留恋的心情。

本文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作者采用写意笔法，从色彩、气
味和声响等方面，描绘了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这
几个画面，情景交融，充满水乡特色。色彩如豆麦的“碧
绿”，远山的“淡黑”，月光的“皎洁”，渔火、灯光
的“红”，航船的“白”；气味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等；



声响如船行的“潺潺”声，孩子们的笑声，横笛的“宛转，
悠扬”，诸方面写得简洁干净，生动传神。作者还运用各种
比喻、拟人等手法，如表现船行之快，用远山来陪衬，“淡
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
船尾跑去了”；直接描写船，“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
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化静为动，增加了景物描写的效
果。

本文并不想一般地谈论文章结尾的写作技巧。“人生经验通
感”也不是只靠结末一句才发挥自己的威力。它可以在行文
中无处不在，渗透全文。但鲁迅却还能在读者即将要放下书
本时又使他们欲罢不能。手中的书本合上了，心里的人生经
历的书本却又翻开了。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二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
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隐胧在这水气里。”月光透过竹叶，
星星点点的落在湖面上，那如诗如画的平桥村是鲁迅先生笔下
《社戏》的场景。写到夏夜行船，鲁迅先生也一定怀着急切
心情；写到归航偷豆，先生的嘴角一定挂着微笑。那是讯哥
儿心中的美好，更是他心中的依恋，心里的故乡。

提到故乡，便不由地想起了我的外婆。外婆喜欢看戏，无论
在哪里唱戏，唱的是什么戏，她都会兴致勃勃去观看，看得
多了也就会唱了，虽然唱的戏文我不大听得懂。外婆听戏时，
与往常的大大咧咧不同，她会安静地坐在那，偶尔跟着哼几
句，眼神专注。她说：“看戏的时候才会高兴，心安咧！”

对鲁迅先生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那夜的戏并不好看，
豆子也并不好吃，但他仍然对此恋恋不忘。这位经历浮世颠
簸却始终为人民守着一份良善的人，这位即使身处逆流之中
也要为国民拼搏呐喊的人，在寂寥的黑夜里总会感到一丝疲
惫吧，也许唯有儿时记忆记拼凑出来的那点滴快乐，才能轻



轻地散去他心头的烦闷与忧愁吧！

所以，不论是鲁迅、外婆，亦或是我们自己，都大抵如此，
谁的内心无一角安宁地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守着那一份
美好；在孤独迷茫的时候，不忘那一份初心。即使路途再艰
难，他们也不会太孤独：因为无论身在何处，心底总有一处
安宁！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三

《社戏》是鲁迅写的一部小说，文章中写了不少的人，诸如
外祖母的疼爱、母亲的孝顺与关爱，朋友们的关心与聪明等
等，都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最深刻的，还是迅哥在平
桥村受到的优待。

关于受优待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家庭好，迅哥家可能当时算得上大户，故受大人敬。

二、读过书，能读“秩秩斯干，悠悠南山”之类，所以受所
有人特别是孩子们敬。

当然不可，虽然现在的大本生，有许多得像刚完成义务教育
的初中生一样，下车间，上一线，但他们如果真正地掌握了
知识，具备了文化，那么，不需要很长时间，他们便可以脱
颖而出，成为车间、科室的领导，而没有文化的人，永远在
一线在做着他们能做的贡献！

其实，上面的过程，与人生完全一样，人刚出生时，都一样，
都是顽石一块，随着不断地学习，顽石可能开始含铁，再变
铜，最后成金！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甚至博士又如何，
我这里所说的成金，是说你成为真正的文化人，有较高的修
养，懂礼仪，精通知识，灵活运用，而非一般的读书人，特
别不是指那些读死书的人。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四

古人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世界之大，
即使你走过万千国家，你可曾真正的走进书的世界中，被书
中知识所影响，令自己陶醉在其中。《社戏》是鲁迅先生的
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我”随母亲回
娘家，与村中的小伙伴们一同玩耍，一同去看社戏，一同去
田中偷豆吃等一些趣事。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特别希望有像阿发他们那样的好伙伴们。
阿发是一个淳朴善良的孩子，在偷豆时，他主动提出偷他们
家自己的豆，只为让伙伴们能吃到更大更好的豆子。而双喜
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在见“我”想去看社戏，而没有船
时，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带“我”借八公公的船去，并向外婆
和母亲打包票，害怕其他人被六一公公责骂，便把偷豆一事
全揽在自己身上。从文中的句子中“双喜，你们这帮小鬼，
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
少。”“我今天也要送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可以看出
六一公公宽厚善良，爱惜劳动果实，好客，淳朴。

反观现实中的人呢？现在大部分人都丧失了这种善良淳朴，
心里想的只有自己，于是便有了害怕现象，如:看到老人不去
扶，嫌弃麻烦，而明明看见别人在破坏公物，却视而不
见……这些现象让人感到这个社会缺乏了一种东西，缺乏了
什么呢？缺乏了爱，缺乏了同事邻居间相互帮助的爱，缺乏
了对老弱病残等人的关爱，缺乏了这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却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爱。

所以有时请你简单一点，看见老人便扶起来；有时请你勇敢
一点，看到别人做了不对的事，便去制止；有时请你热心一
点，看见别人有困难，便去帮助一下；有时请你善良一点，
看见老弱病残的人能主动向他们提供帮助，等等。

相信总会有一天，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充满爱。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五

在授课老师有美感的剖析下，知道鲁迅先生并不是没有吃过
那一次的好豆，只是忘不了童年生活的那一段往事。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一年又一年，煮豆的工艺不断完善，在
小贩们精心制作的豆定比只是撒盐巴的豆好吃。但是为什么
鲁迅先生还是会说童年的豆更好吃呢?因为那是童年呀!

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肉松饼，曾经
一度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比它更好吃。因为每一
次吃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在做完作业或者帮
做完事之后。奶奶就会给我钱，让我去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会跑去小超市，找到熟悉的位置，拿一袋肉松
饼，然后够着柜台付完钱。当着奶奶笑着眯起的眼睛和一句：
“你又买了这个呀?”然后和奶奶分着吃。其实袋子肉松饼很
少很少，现在我吃完一袋不过两三分钟的事情，那个时候可
以吃一下午。

现在，我再也不用奶奶给钱去买肉松饼了，我也可以不用够
着柜台再去付钱了。跑遍大商场终于在一排货架上找到肉松
饼时，顿时就没有吃的心情了，但是想起童年美味的那瞬间，
我拿下了它，然后轻松的放在柜台前仿佛看到了又小时候的
我够着柜台的样子，便走出了商场。回到家中，吃的时候才
发现甜膩膩的，顶多一个就吃不下了，更不用提童年的那种
感觉。

所以说食物不过是一个载体，真正美味的不过是一种再也品
尝不到的名为“童年”的调味料罢了。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六

这一篇作文让我感受到了作者在乡下无忧无虑的'生活和乡村
社戏这一种奇特的娱乐活动，描写的是年少时鲁迅先生假日



里到乡下和他的小伙伴们掘蚯蚓，钓鱼虾，一同去放牛，一
同去看戏，一同去偷豆子，生动的记叙和细腻的刻画让我们
也身临其境：“每一天都抓蚯蚓，抓来穿在那铜丝做的小钩
上，趴在那河边钓虾；其次便放牛，黄牛和水牛都敢于欺负
他，他只好远远的看，这时小朋友们都嘲笑他……他最爱看
戏，最爱看扮蛇精和老虎；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都到田里偷
豆子，年幼的和他剥豆，年长的摇船，不久就熟了，便随波
逐流，都围到后舱，用手撮着吃……”。

可能大家都没读出来，作者在文章的前后两段都写出了读书
的重要和村里人对读书人们极高的评价，比如：“读过书的
人才识货”等等，妈妈也是点通了我的思路才想通的。读过
书的城里少年到乡下受到了种种优待，那么多孩子陪着他玩，
也说明了当时“待客的礼数”非常的周到和民风的淳朴。鲁
迅先生笔下的少年玩伴们都栩栩如生，一个个在他的文章里
复活。他的文学成就正印证了文章里六一公公的话“小小年
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中状元。”

今天在我们看来，乡村里的少年生活得非常无忧无虑，不需
要每天要做繁重的功课，也不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在桌前。
可是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好学，《社戏》这篇精彩的文章也
不存在了。所以，忙里偷闲才有闲的快乐！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七

《看社戏》读过后，起初除了觉得那些戏子不容易就没多大
感受。后来细想一下，觉得文中能读到很多东西。

一开始，作者并不喜欢豫剧，还称豫剧是“草台野
戏”。“破的帘，简易的木料，疙瘩不平的台面……这种寒
碜地挂着‘穷村陋闾’相儿，带着浓郁乡间俚俗味儿的‘社
戏’，在某些城里人的眼中，是‘野戏’，是不登大雅之堂
的末流杂艺。”作者以此解释称“草台野戏“一点也不辱没
豫剧。可是经过熏炙，听顺了，觉的出它的好，它的土、俗



之韵味了。自己推翻了之前的论断，说明豫剧也是有可取之
处的。这世上很多事物也许一开始我们不会喜欢甚至讨厌，
但慢慢了解之后，当发现它有它的好时，我们又开始喜欢它
了。

“锣鼓喧天，观者如墙。”这是作者笔下观戏的场面。那么
多的人去观看，顶不会是一样的心境。我想大多数是基于当
地文化及凑热闹的新把他们聚集了。就像作者写的“‘百日
之劳，一日之乐’对于土生土长的他们，土梆子戏不仅是劳
作的娱乐，且是一种文化给养、精神升华的表征。”人文环
境很重要，也许一个人改变不了人文环境，但人文环境改变
一个人却很简单。

“伶人们在台上演尽王侯风流事，替人儿女水相思，殊料，
背后却包藏着生途的坎坷，世事的艰难。”作者对帮助过的
女戏子母子不能忘怀。可她们却只是个缩影。作者不能忘怀
的更多的是那些和女戏子一样生途坎坷的人。

这篇给我的感受是，人生坎坷，珍惜眼前的幸福;混口饭难，
珍惜学习机会，培养能力。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八

社戏这篇文章是鲁迅写的小说呐喊中的一篇,是作者虚构的童
年时发生的事.

社戏写的是主人公在夏天时到鲁镇去,和一些小朋友们玩,又
去看社戏,回来的路上还偷豆吃,不亦乐乎.

文章的.最后一句是"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
夜似的好豆,---也再没有看过那夜似的好戏了."其实,那夜的
戏并不是那么的好看."。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
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
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



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那老旦
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
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我忍耐的等着，
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
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从这些句子中都可
以知道社戏并不是很好看.而豆也并不怎么好吃,可以从"但我
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中看出.

我们生活中也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很多人抢菜会觉得很
好吃,而没人抢,只有自己一个人吃,就会觉得无味.还有就是
一些同学一起在野炊,做的饭菜不一定很好吃但却吃得很有味
道.

写社戏后的读后感篇九

他的一次次回望戏台，看它被红霞罩满，又如出来未到一般，
一丝丝快乐夹杂着悲凉。还记得内心的期待吗？还记得一天
的难受吗？还记得连声称赞的戏吗？一定记忆犹新吧！它曾
经是那样令人着迷，他用一天的忧郁换得了那样一场精彩的
社戏呀！

我也向往那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
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朦胧在这水气里。也曾憧憬一
座座仙山楼阁，被红霞罩着的希望！

念着“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他所么可爱，去掘蚯蚓，在河
沿上去钓龙虾，一同去放牛。多么简单却充满乐趣的生活。

谁说鲁迅先生就一定是严肃的呢？其实他也曾经天真，曾经
幼稚。这真实的快乐怎是我们这些90后所能领略的呢？我不
否认我羡慕他的童年，他在自然中感受乐趣，感悟人生！

他爱看戏却唯怕老旦，和双喜他们径奔上船，骂着老旦，消
失在隐约的月色下……



之后几个年长的慢慢摇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几个
剥豆，就这样，他们在八公公的船上吃着豆子，害怕被骂越
有着一种奇妙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