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夕读后感 小水的除夕的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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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除夕读后感篇一

“我也喜欢爬树。有一天，我爬到孙定远家的大槐树上。孙
定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家的大槐树，是西来
镇最高的树了。我在书上看到，天光从东北升起，从西边落
下。从南边升起吗，从北边落下；房屋、树木、河流、田野、
牛、羊、鸡、狗，还有人，都在我的脚下。我不能爬得更高，
看不到西来街像一架飞机，但我看到了西来街的格局。”

《小水的除夕》这本书非常好看。我喜欢这本书的作者祁智，
也喜欢那个爱着西来镇的小水，还喜欢刘锦辉、孙定远、熊
一菲和郭敏珍。喜欢西来镇的包子、馒头、面糕和香喷喷的
猪油红汤葱面。为什么呢？因为祁智特别富有想象力，把小
水，刘锦辉，还有许多镇里的孩子写得栩栩如生。小水嘛，
因为他单纯、天真、善良，为人着想，很有责任心。虽然有
时候很任性，很害羞，但他有一颗炽热的心，令我十分敬佩。
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两个好伙伴吵架了；男
生和女生不好意思靠近，总是保持着距离；瞒着家长和老师做
“坏事”；合伙说谎去骗人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
要学会谦让，学会包容和谅解。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失去了一
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做错事情的，要及时认识到错误，对家
人和老师坦诚相待。这样我们会发现生活又多了很多的阳光，
快乐总是取之不尽！

这本书还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也是生活在



西来镇里。我想这也证明了作者把这个故事写得太逼真了，
人物如此的生动，仿佛他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还没有读过
的同学们，不要犹豫，赶快跟随着作者的文字进入小水的世
界吧！千万不要错过哦！

爱你！”

除夕读后感篇二

除夕的故事读后感

从前，有个叫夕的.怪物，它经常伤害百姓，所以，灶王爷要
去天上找神仙来帮助除掉夕。灶王爷在天上找啊找啊，正好，
碰上了一个叫年的小朋友，年说：“灶王爷爷爷，灶王爷爷
爷，您给我讲讲人间发生的事情，好吗？”灶王爷要急着办
事，所以他和年说：“我要有事。”说完他就向前走了。正
在这时，年的师父神农出来了，灶王爷连忙对神农说：“人
间有难，来了一个怪兽，把老百姓害苦了，请您快派天神把
他除掉吧。”师父说：“就让我这徒弟去吧！”那小孩刚转
头要走，师父就叫住他说：“你带这个红丝绸去吧！打年的
时候会用到！”他高兴谢过师父，向人间飞去。

一天，夕来了，人们早早地躲进了屋子里，它“砰”的一声
撞开一户人家的大门，然后张开大嘴，把一桌子的鸡、鸭、
鱼、鹅、肉连盘子、碗一起吃了下去。这时，年来打夕，年
从口袋里掏出红丝绸，甩来甩去。夕一看到红色的东西就难
受，它四处乱蹿，年在天上挥舞红丝绸，到处闪着红光，夕
就装死，年看到夕一动不动，真的以为夕死了，高兴地喊道：
“夕死了，夕死了！”这时，夕找到了机会一下子扑了上去
声，年又舞起红比绸，夕一下子退了回去。年找来小竹
筒“噼呖啪啦”几声巨响，夕被烧伤了，他就喊来乡亲们一
起放竹筒，一团熊熊大火在年的身上烧起来了，夕被烧死了，
老百姓们开心极了！村民们看着年手中的红绸，说：“年啊，
假如我们家家都有一块红绸，那可就再也不怕怪兽了！”年



眨眨眼，说“好办，那就让家家都有。”说着，他将红绸向
天空扔去。只见红绸一下变成了千条万条，挂到了家家户户
的门上。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人们从此就把腊月三十儿晚上叫做“除
夕”。()为了纪念年的功绩，就把正月初一叫“年”。不过，
人们在过年的时候不再烧竹竿，而是变成了放鞭炮，门上也
不再挂红绸，而是贴上了红春联。这些风俗也一直延续到了
今天。

这就是我国传统的“除夕”和“过年”，这本书让我懂得为
什么要贴春联，为什么要放鞭炮的道理。

除夕读后感篇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籍，是我最忠实
的朋友。前段时间，妈妈买了一本南方分级阅读的《除夕的
故事》。回到家，我便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

《除夕的故事》是赵镇琬写的。他是《幼学启蒙丛书》的其
中一本，丛书介绍我们所熟悉的民俗故事、神话故事、节日
故事等，让我们了解祖先们的活动的广阔天地和历代的政治
变迁、科学发展与文学艺术上的成就。

《除夕的故事》主要写了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夕的怪兽。他
一到阴历腊月的最后一天，就出来找吃的。猪、羊、马、牛，
就连人也不放过，都成了它的食物。人们很想把夕制服，可
是想了很多办法也无济于事。玉帝听了，就把这件事交给了
神农。神农又把这件事交给了年。于是，年来到人间，燃烧
了鞭炮，终于把夕赶走了。

“年”一来，草木凋敝，天地一片萧条；“年”一“过”，
万物更生，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要轰走“年”，就要燃
鞭炮，燃鞭炮的习俗因此而来。我们现在过年放鞭炮是为了



感谢“年”，感谢它为民除害，我最喜欢过年了，小朋友可
以拿红包，而上班的人可以放假，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团圆，
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除夕读后感篇四

年三十是每年的最后一天，也是除夕节，下面是小编精心整
理的年除夕的故事读后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
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探究这个习
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
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
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
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
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
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
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
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
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
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
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
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
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
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
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
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



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 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
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
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
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的移动
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
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
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
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
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
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
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
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
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
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
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
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
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
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
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
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



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除夕读后感篇五

我在这个寒假里读了《小水的除夕》这本书。它很好看，很
精彩。

《小水的除夕》是著名作者祁智写的。祁智，当过中学教师，
教育科研员，记者。现在凤凰出版社传媒集团工作，编审职
称。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小水，当然就是贯穿整本书的主人公了，小水是个活泼阳光
的男孩，在整本书中也多次体现到了这两点。但是，整本书
不可能就只有一个小水，还有“配角”刘锦辉，王宾，孙定
远，熊一菲，小麦・・・・・・他们都是小水的同学，好朋
友，也有小水的同学的家长和他们的方老师。

在小水过年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比如涂改成绩
单，看露天电影，炮兵不如爆米花，把羊藏到树上。小水他
们非常聪明。因为金剑明家的羊要杀了吃掉，金剑明不舍得，
就请小水和孙定远想办法，他们想的办法真的是既不会被别
人发现也非常的安全，就把羊藏到树上，他们这几个人真是
机灵极了。

这些天通过读《小水的除夕》这本书，我觉得小水留给了我
深刻的映像。小水是个聪明活泼，乐于助人，团结友爱，非
常自信的一位小男孩，而且小水在整个西来镇的人缘都非常
好，人们都很喜欢他，每个人看见他都会喊:“小水，到哪里
去玩啊!”。现在我也希望我和小水一样，做一个勇敢，自信，
大胆，活泼，开朗的人，但是也要乐于助人，多多的帮助别
人，成为一个诚实善良的好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