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读后感郑振铎(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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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猫读后感郑振铎篇一

其实跟这只猫类似的人也有很多，有时候许多事情不是凭自
己的思想就能判断出来的。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正是因为生
气才会有这么冲动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大事，我认为作
者过于急躁，不应该这么暴力，应先查出来。若果真的是这
只猫干的，那再打也不迟。如果不是，那么一时的冲动就残
害了一个弱小的生命，成了一个“杀猫凶手”。我相信，假
若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那此时作者也因为故意杀人
罪而蹲监狱了。并不只是作者，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也许
这就是人的特性，以大欺小，以强胜弱。

但一猫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它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知道
它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向前两只猫一样可爱讨人喜欢。那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发生了？人也是一样的，自己的
表现，决定了别人对你的看法与态度。如果表现好，那么别
人就会对你称赞有加，如果你是别人对你么有好感，那么做
什么事也不会惹人喜爱。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发现自身的不足时，一
定哇哦努力寻找自己的优点，发扬长处并让他超常发挥出来。
我想如果这样，你的命运才有可能改变，也许就不会这种悲
剧发生了。

[]



猫读后感郑振铎篇二

他是一直聪明可爱的猫。他曾是被许多人爱着的，但是因为
主人老公的无能，以致全家搬到远离巴黎的向下生活了。结
果，到了乡下接二连三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就是
勇敢而机智的猫——咪鲁·杰克逊。

因为自己的无能，却要连累别人，自个儿还不努力，反而在
抱怨，把压力带给别人。后来到了乡下后，咪鲁·杰克逊就
被主人忽略了，有时，明明就不是他的错，主人而还骂他。
最后他忍不住了，只好和他在乡下认识的朋友，雷昂，优优
及先后。

布鲁斯一起回巴黎，因为路的遥远，咪鲁·杰克逊出了一个
注意，说要去做高速列车。看到这，我非常惊讶，一只猫怎
么可能回去做高速列车呢？他又不是人，何况，他也没有钱，
也不会说人话，除非他有魔法才行呀。

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有了坚持，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不要因
为一时的失败，而放弃，应该向咪鲁·杰克逊学习。

猫读后感郑振铎篇三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郑振铎猫读后感，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几千年
前，孔子错失子羽，因为以貌取人;几千年后，郑振铎错失小
猫，因为以貌取猫。猫已不在，自责与愧疚却永久不会不见。
聆听无言的猫语，感悟生命的真谛，这正是郑振铎透过《猫》
传达出的呐喊。



本课共用两个课时。第一课时带领学生通读文本，抓住描述
对象的特征，抓取生动的细节描述，感知描述对象的形象。
第二课时要在第一课时的基础上，归纳文章主题，分析文章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或许小动物这个话题对学生来说吸引力很大，讲这篇课文时
课堂氛围十分好。我们30级4班本就是十分活跃的班级，这篇
课文的课堂已经到达极度活跃的状态，我一向在担心课堂失
控，还好学生们张弛有度。“芙蓉鸟案件”让我们每个人变
身为名侦探柯南或者神探夏洛克，我们一齐分析这个案件的
原委始末：

被害——爱妻的爱鸟(即文中的芙蓉鸟，学生为其拟定称呼)

嫌疑人——小臭猫(第一只猫名曰小雪球，第二只名曰小黄猫，
第三只名曰小臭猫，猫名由学生根据文本资料自行拟定)

线索——凝望;嘴里仿佛吃着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真正的凶手——野猫

第二课时进行对主题的归纳。这起杯具悲从何来外在原因在于
“我”的妄下断语，我的`虐待和暴怒;内在原因在于这只小
臭猫本身性情不讨喜，懒惰又忧郁，又做了“凝望”这样引
人怀疑的不当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两点，其一，人与世界相
处时，待人接物不能有偏见，应当公平公正;不能主观臆测，
要客观平等;要有维护正义的社会职责心，要勇于制止不当行
为。其二，人与自我相处时，要懂得完善自我、自我反省并
正视自我，性格决定命运，那我们难道不能够透过改变性格
来改变命运吗勿以貌取人，要博爱;勿偏见待人，要平等;勿
主观断事，要民主、这些才是《猫》真正传达给我们的启示
和思考。

课文讲解戛然而止，抛出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孩子们在听到这个问题的瞬间愣了一下，然后便开始七嘴八
舌地讨论起来。答案之惊悚震惊到了一部分孩子，他们以为
的猫的故事竟然只是作者虚构的小说。而当他们懂得这是一
篇小说而不是散文时，再回过头去看这篇文章，自己也能发
现文章内含太多太多的巧合与不合理之处，结局也确实出乎
人的意料之外。

本文看似简单，没有晦涩的语言，也没有难懂的句子，实则
主题庞大且多异。引导孩子思考并感悟人生，思考人与世界、
人与自我的关系才是讲解这篇课文真正需要做的，而我做的
还不够，还没能带领孩子进行更深层次的领悟和感知。语文
教学对于语文老师，尤其是对于初涉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比
如我而言，任重而道远。

猫读后感郑振铎篇四

不少同学有这样的体会：同是一班学生，别人如骄人的牡丹,
鲜艳夺目，光芒四射，自己却如墙边的小草，默默无闻，倍
受冷落；别人与老师从容交流，谈笑风生，自己在老师面前
却是唯唯喏喏，如鼠见猫。犯同样的错误，别人得到的是和
风细雨般的开导，自己却招来暴风骤雨样的批评。为什么同
班同学、同样错误，得到的“待遇”却迥然不同呢？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笔者从教多年，也常自省对学生有无一视同仁，
对差生是否存在偏见。近日教学郑振铎先生的《猫》，文中
第三只猫的命运似乎让我们找到了答案。

这只猫，与文中另两只相比，可以说一无是处：看长相，它
毛色花白，一点也不好看；论性格，它天生忧郁、满脸
的“旧社会”；说工作，它从来不逮老鼠，一点敬业精神没
有。这样的猫谁会喜欢？它在主人那里得不到青睐自在情理
之中。最后这只猫被“冤苦”而死，主人的主观臆断固然是
主要原因，但归根结底，这悲剧还是由它自己的不完善造成
的。



猫如此，人亦如此。活在世上，总要给别人带来一些快乐，
作出一些贡献，创造一些价值。农民种出粮食，工人造出机
器，官员管理国家，歌星奉献歌曲。它们都获得了尊重。相
反，小偷不摸为大家不齿，贪官污吏被世人唾骂，因为这些
人带给我们的，只有伤害。社会如此，班级亦如此。一个班
级建立之初，在老师眼里学生都是一个模样，有时摸错了教
室上了一节课还浑然不觉。这时所有同学都享受着同等的待
遇。但一段时间之后，情况变化了：有人凭优异的成绩得到
青睐，有人靠出色的才能获得重用，有人因诚实守信赢得信
任，有人以助人为乐换来尊重。但也有一少部分同学，或行
事懒惰，从不扫地；或待人冷漠，性格孤僻；或行为不检，
经常口出脏言，还不守纪律；或极端自私，心里从无别人，
只装着他自己。这样的表现，当然得不到老师的好脸色，大
多数同学们也会对其侧目而视。

如果你有被冷落的感受，或者有被“歧视”的经历，请不要
叹息自己命运太悲苦，也不要抱怨老师偏心好学生；努力完
善自己，做只可爱、勤劳的好猫吧，给大家带来快乐，大家
一定会喜欢你。

猫读后感郑振铎篇五

今天，我细读了郑振铎的《猫》一章，我感受到了一种仁爱
和另外一种残忍，只要你读了这篇文章就一定会有所感触的。

文中讲了三种猫在作者家的经历，不是病死就是丢失或死亡，
可知作者都是对这三只小猫身感同情的，目睹了前两只小猫
的悲剧，又亲自制造了第三只小猫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感到
愧疚。在养第三只小猫时，作者误会了小猫，认为它吃了小
鸟，小猫感到委屈。作者因为这件事深深自责，对这一个小
生命的同情，冤枉了一个不能说话的辩诉动物。

对小动物要有一个基本的仁爱之心，它也是一个生命，即使
有多么的渺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能根据一点可疑迹



象就主观臆断，不能依靠自己的强势和暴力对小动物进行随
意的惩戒。重要的是要弄清事实，对人对事不存在偏见，要
宽容，要仁爱，要同情弱者。在过去的年代里，不管是在战
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关护老百姓的安危，这个国家必定成大事。

另一方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该营造一个充满爱
心的良好环境，使弱者受到保护，作为弱者也不甘落后，不
逃避、积极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再来谈谈“残忍”一词，不仅仅是对小动物，有时对同学甚
至也“残忍”，把自己的开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并不
为之分忧解难，送给别人的只是嘲笑和讽刺，没有一丝丝的
同情心，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值得自己尊重的东西。作者却
是那种有正义感，有同情心，有严于律己的精神，与“残
忍”做出了鲜明对比。

这就是所说的残忍与仁爱，细读文章，会看出更深层次的仁
爱与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