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周记(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
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后感周记篇一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里面讲了骑着白马的唐僧，会
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大耳朵的猪八戒，还有勤劳的沙和尚，
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

读了这个故事我有非常多感触。

书里的四个人他们团结，友爱，合作，一起战胜妖魔鬼怪，
上西天取经。我要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

我们还要坚持到底，做事不能半途而废，碰到一些事不退缩，
勇于去战胜困难。书里的人因为坚持不懈才能到达目的地，
学习上我们如果碰到题目有困难，要擅于思考，而不是一开
始就放弃。

还要乐于助人，帮助同学捡垃圾，借橡皮啊等等小事……

读后感周记篇二

朝花夕拾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作品富有诗情画意，
又不时穿插着幽默和讽喻，受人喜爱。

童年是美好的，童年是充满欢笑的，童年是最快乐的。《朝
花夕拾》这本书就是鲁迅回忆自己的童年的。这本书是鲁迅
从记忆里抄出来的，摘取了那些深藏在童年的难忘的生活的
片段。



最令我难忘的，是《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这两篇
文章。阿长是阿长与山海经的主人公。她是鲁迅幼年时的保
姆，是在鲁迅童年生活中影响力的人。她睡相很难看，总在
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她平日喜欢“切切察察”;满肚子
繁琐的道理，常给鲁迅讲故事。文中处处体现了阿长对鲁迅
的爱，和鲁迅对阿长的怀念。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刨学教师，他
正直，热情，诲人不倦，治学严谨，没有民族偏见。他十分
关心鲁迅的学习，耐心仔细的纠正鲁迅讲义上的错误，并引
导鲁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习。当他得知鲁迅要放弃学
医后，很惋惜，并把他的照片送给鲁迅留做纪念。

我们的童年在慢慢的渐行渐远，留下了一个个美好的回忆。
细细品味《朝花夕拾》，回忆自己童年的美好。

读后感周记篇三

《骆驼祥子》是老舍三十年代的优秀代表作，它标志著老舍
小说的成熟，也是老舍小说的最高峰，看完骆驼祥子，你认
为骆驼祥子读后感怎么写才优秀呢？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
写“骆驼祥子读后感周记4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
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著作之一，写的是祥子一生的踏
踏实实却一波三折，开始，他来到北平当人力车夫，埋头苦
干三年，毫无懈怠之意，一点一滴地凑钱，终于凑足了一百
块钱，买了辆新车。正当他兴奋不已的时候，俗话说“塞翁
失马，焉知非福”，一次冒险过城墙的时候连人带车被宪兵
抓去当壮丁了。理想在他的心中第一次破灭了。他在逃跑的
时候顺手带了几头骆驼，买了一笔钱，有拼命拉车，省吃俭
用准备攒钱重新买一辆新车。可是，不幸再次降临在了这可
怜的阶级劳动人民身上，在他干包月时，遭到了一次搜捕，



祥子辛辛苦苦攒了长时间的钱再一次被抢去，希望在他的心
中再一次地破灭。不过，虎妞又以低价给祥子买了邻居二强
子的车，祥子再次有了车。最后虎妞死了，祥子记住她对他
的恩情，便又卖掉了车。祥子的新车梦就被这样最后一次地
破灭了。然而，尽管希望经历了一次次破灭，祥子还是始终
不言放弃，为了这个理想，他奋斗了一生，虽然最后结果依
然是悲惨的——没有车，但是祥子身上的这一系列的事情难
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吗?这一场悲剧归根究底还是由于当时
的社会腐败，地主以及贵族对阶级的劳动人民实施了欺压，
多少渴望上进的心都被这样摧毁而逝去了，这是一场中华民
族的悲剧，发人深省!

《骆驼祥子》这本书中最大的矛盾莫过于失败与成功交替无
常，主人公祥子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沧桑，而
每次失败后从来没有言弃，大不了重头再来，向着目标，踏
踏实实努力地奋斗了一生。正是因为他的心里有着理想，才
能向着心中的理想前进，胜不骄败不馁，脚踏实地地走完人
生之路。

《骆驼祥子》揭示了二十年代的旧封建社会的黑暗一面，这
是旧社会的代表，主人公骆驼祥子浑身上下从肉体一直到灵
魂都被这个灰暗的社会摧毁，最终一无所得，被世人所遗忘。
从这一面看来，可以看出作者老舍对旧社会的批判，对那些
无所事事的贵族和政府的鄙视，对劳动人民踏踏实实劳动的
赞美，对他们老而无获的叹息。骆驼祥子其实就是当时社会
的代表人物，虽然祥子是一个虚构的人，但是又有多少的阶
级劳动人民同祥子一样，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工作了一生，却
成为了浮云，被人们遗忘在社会黑暗的角落里。

《骆驼祥子》这本书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它的作者是老舍，
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深受旧北京下层贫民社会生活即思想
观念审美情趣的影响年他创作了《骆驼祥子》等作品，荣获了
“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这本书写祥子辛苦的劳作生活，祥子来自农村，他老实、健
壮、坚韧如骆驼一般。来到北京后，他选择了拉车，可是三
起三落的买车经历的挫折使祥子失去了信心。到小说结尾，
祥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麻木、潦倒、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通
过祥子这个人物变化，老舍无情的批判了这个社会：不让好
人有出路。

小说同时还写了其他人物，比如：残忍霸道的刘四爷，大胆
泼辣的虎妞，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小福子，以及不给仆人饭吃
的杨太太，诈骗祥子的孙侦探等等。

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老北京风情的人物画
与世态图，我很喜欢这本书。

生逢末世，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已成残灯末庙，气息
奄奄的老舍先生是以平民而跻身文坛为数不多的文学佼佼者。
可见《骆驼祥子》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在老舍先生的
妙笔生花下使京腔京韵的《骆驼祥子》散发出不可替代的艺
术魅力，在文学上何等显赫，让中国文学真正拥有了劳动者
的穷苦世俗社会风情的“谭叫天唱《定军山》”。

车夫的圈子，大杂院的生活，随同祥子的命运走向绝望，走
向暗淡。祥子带着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大背景，带着农民的
质朴和固执，也带着自己一份勤劳与坚忍走向了我们的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祥子认准了“拉车”一行，凭着他的坚毅和
率性，终于成为了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坚韧不拔、恒心和
毅力不正是做人处事之道?可歌可泣的故事，中国当时社会环
境是军阀混战，容不得他有丝毫的个人幻想，不到半年，他
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失去了洋车，只牵回了三匹骆
驼。但是风雨吓不倒祥子，他倔强地反抗着命运，克己地拉
车重新白手起家。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正如俗语所言，人生的
道路并不都是那么平坦的，千辛万苦得来的积蓄又被侦探敲



诈洗劫一空，圆车梦再次成为泡影。为了追求自己一直向往
的理想，他再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车子，但这一次是以与虎妞
成就畸形的婚姻为代价的。好景不长，虎妞死于难产，祥子
人车两空。加之又失去他喜爱的小福子，连遭生活打击的祥
子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以拉车为豪，
它厌恶拉车，厌恶劳作。

暑假期间，我重温了一遍《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老
舍的长篇小说，也是我所钟爱的一部小说。

《骆驼祥子》描绘了老北京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祥子的
故事。祥子出生于农村，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
他来到了北京城里，凭着年轻壮实的体魄，干过许多体力活，
最后选了拉车这赚钱快的“好活”。

历经三年，祥子攒够了一百元钱，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从此，祥子干得更起劲了，他想既然有了自己的车，那么他
的好生活就要来临了。然而好景不长，他心心盼的车被大兵
抢走了，祥子很灰心，他的愿望第一次落空。卖了在部队顺
手牵走的骆驼，将钱交给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保管。祥子
又辛辛苦苦的干了起来，可惜，这次车还没买上，钱便被孙
侦探敲诈了去，祥子的愿望再次落空。祥子在娶了虎妞后，
为了生计，祥子便又干起了老本行，虎妞买了一辆“不吉
利”的车，祥子也没抱怨，勤勤恳恳地又干了起来。不料虎
妞难产，大人连孩子一同命归黄泉，为了葬虎妞，祥子卖了
车。小福子表示愿意和祥子一起过，祥子去求曹先生，曹先
生愿意帮他们，祥子开心的去找小福子，却得知她吊死在白
房子。祥子伤心欲绝，他什么都不期望了，什么都不想了，
他就将就着活着吧，他已经不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祥子
完了。

读完后，合上书，不禁为祥子流下了同情的泪。祥子是老北
京底层人士的一员，老实，勤恳，正直，又不抽烟喝酒，还
不乱花钱，最重要的是祥子有志向，有目标，世上最快乐的



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为了自己光明的未来，祥子挥霍
着自己的大好光阴来为事业拼搏。没想到连老天都嫉妒了，
将一次次的磨难强加在祥子身上。祥子不堪负重，在一次次
的折磨下，终是没保住他那颗淳朴善良的心，堕落在无人问
津的陋巷。

祥子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可惜，那个社会不让好人有出路。

祥子是一个杯具，他用尽了所有的力，也吃尽了所有的苦，
但却依然落了个两手空空。如果祥子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
也许他就不会变成那样的“刺儿头”了。因为他是那样的要
强、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正直，为了自我的梦想能够放下一
切!我们也应当学习祥子的那种“吃得苦中苦”的精神，虽然
未必“方为人上人”，但只要努力了，奋斗过了，便能问心
无愧。

小说还细致地描绘了祥子为了实现自我的生活愿望所作的各
种努力。作为一个没有觉悟的个体劳动者，尽管他怀有改善
自我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
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
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
法儿治他们!”尽管这种提法还比较模糊，也没有在作品中进
一步用具体的情节正面地表现出来，却仍然能够看出这是老
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显示了
他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贵的进展。

耍刺儿包含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我从野兽中提拔出，
可是到此刻人还把自我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
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我的过错。”老
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
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杯具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
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读了《骆驼祥子》这本书后，我从中了解到了在当时混乱的



社会里，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末期
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
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
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读后感周记篇四

进了初中，发现每本语文书上都有鲁迅的文章，几乎每一篇
文章都选自一个好听的名字??《朝花夕拾》。一遇到鲁迅的
文章，老师都会细细地讲，课文下边的注释也总是密密麻麻。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鲁迅先生记述他
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文章。本应该快乐美丽的童年，
因为笼罩在那个封建社会，时不时透出些迂腐的气息，所以
鲁迅要骂，骂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文章表面看，
鲁迅似乎都是用了些温情的文字，其实，他把愤怒藏得更深。
有人说柔软的舌头是最伤人的武器，也许鲁迅先生正是想达
到这个目的吧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
刺的手法。

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
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
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
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
私塾的不满。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
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
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
颤的……”。

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
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
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
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
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鲁迅在《朝花夕拾》
中对一个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那便是鲁迅的保姆“长妈
妈”，她是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人。因为社会的影
响，“阿长”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像在新年的早晨要吃
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对“长毛”的故
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鼠。因
此，“我”对她怀恨在心。看到这，读者在脑子里勾勒出的
是一个活脱脱粗俗、守旧的妇女形象。然而，鲁迅对她的印
象远不止这些。她有可爱的一面。“阿长”知道“我”喜欢
《山海经》，跑了许多路，帮“我”买来了《山海经》。由
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

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鲁迅表达了他对阿长的爱，他
希望仁慈的地母能让阿长安息。还有几个人物，我对他们的
印象也是极深的。一位是范爱农先生，鲁迅一开始对他的印
象是不好的。原因是范爱农的老师徐锡麟被杀害后，范爱农
竟满不在乎。鲁迅对他的看法几乎是渐渐改变的，直至范爱
农就义，鲁迅开始变得景仰他了。另一位是衍太太，她在
《父亲的病》中出场。在“父亲”临终前，她让鲁迅叫父亲，
结果让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
睁，仿佛有一些痛苦。”后来“父亲”死了，这让“我”觉
得是“‘我’对于父亲最大的错处”。衍太太对别的孩子
们“很好”：怂恿他们吃冰，给鲁迅看不健康的画，唆使鲁
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
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
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
欢使坏的妇人。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假期读书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一部经典作品。我在假期里读了这本书，
他给我的感触很大。初读朝花夕拾不觉得这像一本名著，反
而觉得像是一个朋友在与你闲聊家常，鲁迅的作品能够说是
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追求满是好词佳
句的华丽。却更能吸引读者，仿佛在给你讲故事一样。

在这个摇曳多彩的记忆里，我最爱留恋徜徉的便是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中那个充满了生趣的小小百草园。

幼时的鲁迅，不时到园里的泥墙根去捉蟋蟀，常常拔起何首
乌接连不断的根，为贪嘴而去摘带刺却酸的覆盆子。童心总
是充满无穷的好奇和探究的渴望，小小的百草园给了他无尽
的欢乐，幼嫩的心灵也因此变得新鲜透亮。

读朝花夕拾，我也真正领悟到，正是大自然和淳朴的乡民给
了幼年鲁迅美和爱的启蒙，使他拥有了一颗丰富细腻而向往
完美的心灵，并丝毫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粗糙麻木。
以致二十多年后当他回忆起故乡的旧事与童年的乐园，哪怕
是对其中的一草一木，依然充满了深深的眷恋。

在喧嚣嘈杂的都市中，在容易迷失自我的生活里，送你一本
朝花夕拾，愿你的情绪变得平静而释然。正如书名“朝花夕
拾”，这本书就是在长大以后，把自我小时候的琐屑一点点
拼凑起来。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因为有了爱，鲁迅做的
最好。

读“懂”朝花夕拾

后来多读了几遍，我懂得了，不要把这样的名著当作美文，
其实，这本书的文章看似“聊天”也正是鲁迅的文字魅力所
在。它看上去很朴实，甚至比较口语化，但为什么却能够深
深地吸引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朴实，让人感觉很亲切，就象
他站在你面前跟你诉说着什么似的，“说”到兴奋处，文字
又会变得非常热烈，这就让人能够从中品味和感受鲁迅的点



点滴滴。

《朝花夕拾》中那几篇描写人的文章，我是比较喜欢的。首
先，这些文章的内容比较吸引我——因为我喜欢看到各色各
样的人，再加上鲁迅那种轻松而生动的语言，读着读着，你
仿佛就可以看到那个人似乎站在你面前一样。比如《阿长与
山海经》，描写的是鲁迅家的保姆阿长。文章生动地塑造了
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时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有人比喻这
篇文章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
花”。的确，对于这个妇女，鲁迅不但没有避讳写出她的美
与丑，反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怀念她的一切。不论鲁迅对她
是佩服、厌烦、喜欢或是讨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感情。
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长妈妈”跟我们学过的课文中的“孔
已己”很相似，同是旧中国的人民，遭遇也差不多，比如他
们的名字，都是已经被人遗忘了的，而外号也是随便起的。
可悲的人啊!

直到写完了这篇朝花夕拾读后感，“感”到了这么多，我觉
得我才算是真正地读懂了《朝花夕拾》。

读后感周记篇五

会自主学习，让寒假变得更充实些。漫长的假期要用读书来
充实。利用这个暑假，我阅读了着名作家老舍写的著作《骆
驼祥子》。我一直很好奇它为什么那么出名，但是合上书的
那一刻，我有了自己的答案。

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一个要强好胜但却又老实，富有理想的
乡下人，祥子。他来到北平后，干起了拉车这一职业。他的
理想就是买上一辆自己的车。为了车，他吃尽了苦头。被抢、
被诈，无奈成亲，却丧了妻，喜欢的人也走了。这一路上起
起伏伏，坎坎坷坷。这样无情的社会就像一瓢冷水，将祥子
最后的希望的星火也被浇熄了。祥子拉车不勤快了，干脆不
拉车。他开始骗钱，借钱不还，甚至为钱出卖别人。祥子彻



底堕落成一具行尸走肉。曾经向上、不屈的祥子变了，他变
得无赖、自私，变得沉沦自弃，吃喝嫖赌他都学会了，成
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这本书带我看见了无情的社会是怎样把一个不喝酒，不吸烟，
没有沾染上一点点地恶习的老实人逼成一个堕落的“个人主
义的末路鬼”的全过程。祥子是一个悲剧，他尽了所有的力，
也吃了所有的痛苦，但却依然落了个两手空空。如果祥子生
活在我们这个年代，也许他就不会变成那样的“刺儿头”了。
因为他是那样的要强、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正直，为了自己
的理想可以放下一切!

我们也应当学习祥子的那种“吃得苦中苦”的精神，虽然未必
“方为人上人”，但只要努力了，奋斗过了，便能问心无愧。
无论再苦再难，都要奋斗下去。真正学会“不抛弃，不放
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