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社戏有感初二 社戏的读后
感(通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一

翻开鲁迅先生的《社戏》，品味着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作者
对天真烂漫、自由有趣的童年美好的回忆，神思也似乎飘向
了那份曾属于我们的逍遥日子。

长大了，累了，回忆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
年的味道，想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吧。想起那些咿咿呀呀的唱
词，花里胡哨的红衫小丑，那些钓虾放牛的愉快生活，夜里
航船的美好时光，都像是在尝一道佳肴，细细咀嚼，幼年时
童真的味道在心头慢慢漾开。

在平桥村度过的日子太令人难忘：每天与小伙伴一起钓虾子，
不到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一同去放牛，一起偷豆煮豆吃，
摘豆、生火、剥豆、吃豆的过程是那么有趣，那是一段多么
天真烂漫的童年啊。皎洁的白月光，缥缈的戏台，悠扬的笛
声，再加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些回忆不仅温暖了先生本
人，更温暖了我们读者，让我们也沉浸在那美妙的世界中，
艳羡不已。

从文字里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或
许鲁迅先生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作为一个现代孩子，我
体验不到这样的童年，这样纯粹的原生态童年。但鲁迅先生
的文章却能让我身临其境，也许这也算是弥补了点遗憾吧。



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好的回忆。琐碎的记
忆在品读《社戏》时重现，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快乐。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二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的发展已经足以改变人们的思想。
谈到生活，便立刻会联想到家用电器;谈到放松，也许电视和
电脑是最佳之选。生活的质量都已经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进步
了许多。然而，在读了《社戏》后，那股深深的农村之气的
朴素精神又让我体会到了一次，更是充满了赞美之情。

那段儿时的童年总让人感到无比纯真。小伙伴们与文中
的“我”调皮与机灵，好玩之心让人不禁羡慕。物质条件的
提高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从而又让人们的欲望增加，思想
复杂。其实简单，美满的生活不正是所有人都需求的吗?为何
不回归以前过单纯，简单的生活而要去进入种种纠纷呢?人们
往往遗忘了那份童年的单纯。

我曾经听爸爸谈起过一件这样的事：

在一处豪华的别墅售楼处，即使房价提升了也一样热手。两
家人家为了抢买最后一幢别墅而争吵了起来。最后，房产商
只得让他们迅速开车去银行，看谁能抢先付款就把房子卖给
谁。

是的，现在的人竟然为了物质需求而做出叫人无法理解的举
动。也许，在他们赶去银行的途中，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举
动而感到吃惊，可能还认为理所当然;也许他们并没有想过他
们现在的房子是否真正有缺点;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发现在他们
争吵时，他们的品德已经下降了一个等第。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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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的天空、圆圆的明月、石板型的小桥、小巧玲珑的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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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激起了我和农村孩子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在鲁迅笔下，一些普通的农家孩子，都是那么可爱，纯朴，
他们的思想又是那么高尚无私，真切体现当时农村孩子的风
貌。在这些孩子中我更喜欢双喜和七斤，他们勇敢无私，热
情活泼，热爱劳动。双喜更是个讲义气的人。七斤也常和小
鲁迅玩抓蟋蟀的游戏，他们从不计较，和睦相处，成为了真
正的好朋友。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四

在这几天中，我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社
戏》。这篇文章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而我也在农村生活过一
段时间，因此感觉很亲切。

当我读《社戏》的时候，一幅十分美丽的“农村夜景图”就
浮现在我的眼前：蓝蓝的天空，圆圆的明月，石板小桥，小
巧玲珑的划船。“我”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农村孩子来到河边，
下船、点篙，飞一般的在月下航行。沿途的夜景真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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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转悠扬的笛声，还有点点渔火。，这些本来是
农村中很普通的景色，而且也是农村孩子们熟悉的，但经过
鲁迅先生的一番艺术加工，看上去简直变成了人人向往的神
奇美景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农村的怀恋，对他
儿时外婆家的眷恋之情。这些都更激起我对农村的热爱。

鲁迅先生真切的再现了当时农村孩子的.精神风貌。在鲁迅先
生的笔下，一群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一个个都是那么纯朴
可爱，他们的心地又是那么高尚无私。在这些孩子们中，我
最喜欢双喜和七斤，他们勇敢无私，热情活泼，热爱劳动。
双喜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七斤也常和小鲁迅抓蟋蟀，发生一
些小矛盾也从不计较。他们和睦相处，是真正的好朋友。读
了这篇文章后，我觉得同学们之间更应该有谦让的精神，更
应该和睦相处。

看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受到鲁迅先生对农村孩子们深深的爱,
我觉得农村的孩子们也很幸福。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五

《社戏》一文不少老师在设计教案时都会把文中人物形象和
自然风景的分析作为重点，这样固然也是一种思路。但是对
于这么长的一篇课文，作为公开课展示出来，如果不从全盘
考虑，没有自己独到的分析，课堂必然显得平淡而无味。作
为一课时就要完成的课文，我觉得必须要有它的亮点与制高
点，于是我把平桥村的闭塞、落后作为课堂的转折点来设计
了自己的`教案。

我把整堂课设计成四大环节：导入新课——整体感知——文
本研读——主题探究。采用首尾照应的方式，利用鲁迅的照
片导入又以他的照片收尾。在整体感知了文中因为“人情淳
厚，山水秀美”而得出结论——这戏“好看！”研读环节中
我先让学生解读了作为”乐土”的根由。



之后抛出“为什么作者要把如此优美的画卷置身于平桥村这
样的环境中？并引出对概述平桥村的句子的分析与解剖，为
了纵向理解这个“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的平桥村，我引进
了鲁迅《故乡》开头中荒凉、萧瑟的环境的文段描写与课文
进行了对比，并呈现了《范爱农》中的一段情节，在学生深
情的朗读，在低沉的音乐中，我问：这这时得故乡还那样让
人挚爱不舍吗？这时的人情还依然虔诚的淳厚吗?让学生说比
较后的感受。并进一步追问“故乡遗失了什么？”学生在鲜
明的对比中深刻感受到人情与风景不再的遗憾。也因此理解了
《社戏》仅是鲁迅的一次精神的返乡，鲁迅心中那不受世俗
沾染的平桥村是他心中一方永恒的净土，精神的家园，理想
的圣地。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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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的天空、圆圆的明月、石板型的小桥、小巧玲珑的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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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激起了我和农村孩子对自己家乡的
热爱。

在鲁迅笔下，一些普通的农家孩子，都是那么可爱，纯朴，
他们的思想又是那么高尚无私，真切体现当时农村孩子的风
貌。在这些孩子中我更喜欢双喜和七斤，他们勇敢无私，热



情活泼，热爱劳动。双喜更是个讲义气的人。七斤也常和小
鲁迅玩抓蟋蟀的游戏，他们从不计较，和睦相处，成为了真
正的好朋友。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七

《社戏》作为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却放在了《呐喊》
这部小说集中，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不过这就揭示了文章的
另外一个中心。鲁迅不爱看剧场内的中国戏，而偏爱故乡的
社戏;与鲁迅小时喜爱农村生活，都写出了农村真挚淳朴的民
风。而鲁迅撰写这篇文章旨在呼吁人们：真实而高尚的生活，
源于大自然的本质。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人们的心不断地变
得浮躁，唯有停下脚步，寻像农村生活一样朴实纯真的生活，
才能领悟人生的真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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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最后一段中写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没有
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鲁迅为
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原因就在于，鲁迅随着年龄的增长，
进入到社会，感受到这种朴实，这种善良，渐渐化作乌有。
取而代之的是军阀的压迫和黑暗的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得不
到伸张。正如小说名为《社戏》并未直接写“我”小时所看
的社戏，开头记述的却是“我”成年后在北京看戏的两次经
历。

那两次戏都没看好，反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沉闷、世故、
污浊，这与“我”少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真率生活形成了鲜明
对比。鲁迅心中故乡实有两个，一是《故乡》中所描绘的现
实中的故乡——描绘了现实中农村残破、凋敝的景象，一是
《社戏》中所展现的理想中的故乡——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
乡土气息，淳厚的人情。他常常以理想故乡中的完美来反衬
现实中的残破。《社戏》没有正面描写农村的苦难，但对理
想中的故乡讴歌，也正是对现实的批判。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八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
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
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
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
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皇皇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
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然而夜气很清爽，真所谓“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这样
的好空气，仿佛这是第一遭了。

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
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
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总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
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
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
哄的出了门。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
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阿发说。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
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双喜在船头
上忽而大声的说。

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
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
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
的摘，蹋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
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
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
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
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听说他还对母亲
极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
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

读社戏有感初二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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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的天空、圆圆的明月、石板型的小桥、小巧玲珑的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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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激起了我和农村孩子
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在鲁迅笔下，一些普通的农家孩子，都是那么可爱，纯朴，
他们的思想又是那么高尚无私，真切体现当时农村孩子的风
貌。在这些孩子中我更喜欢双喜和七斤，他们勇敢无私，热
情活泼，热爱劳动。双喜更是个讲义气的人。七斤也常和小
鲁迅玩抓蟋蟀的游戏，他们从不计较，和睦相处，成为了真
正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