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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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端午节读后感篇一

故乡是一个港口，出海千里的船口，终会回到他的怀抱;故乡
是一棵大树，为小草、小花们遮风避雨;故乡是大海，千万条
小溪奔向它……当你孤独时，故乡是你寻找关怀的对象;当你
伤心时，故乡是你倾诉苦楚的地方;当你开心时，故乡是你共
享欢乐的地方;当你成功时，故乡是你坚实而牢靠的后盾……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只有在这个养育你的地方，
才可以找到心灵上的寄托，它永远是你的牵挂，你的根。

在《端午的鸭蛋》中，汪曾祺先生仅仅对家乡的鸭蛋就有说
不完的乐事。那小小的鸭蛋有什么好写的呢?人家都说“爱屋
及乌”，所以当你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片赤诚之心时，你便会
爱上它的一草一木。它的一切都将是你心中的珍宝，所以汪
先生才会钟爱家乡的鸭蛋以甚于对它有写不完的趣事。

“当有人问他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
们那里出现鸭蛋!”可见作者故乡的鸭蛋很有名，它在作者心
中足以代表故乡。与别处的鸭蛋相比，作者家乡的鸭蛋更加
美味。

高邮的'鸭蛋而且平淡有味。在吃鸭蛋时，作者运用了一些细
节描写，幽默的写出了鸭蛋的特点，充满生活气息，亲切而
自然。

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每次看到都会忍不住想到那远在



一方的她，那个给了我一个难忘快乐的童年的她。

虽然她不能代表我的故乡，但她在我的心中却代表我的家乡。

她是奶奶家门前一棵高大的粗壮的梧桐树。从我记事起她就
已经很高大了，她的树头很茂盛，将大半个屋顶都遮住了。
那一个个比巴掌还大的叶子，层层地铺叠着，爷爷常说如果
雨下的不是很大，那么这棵大树可以挡风遮雨。

当爷爷奶奶都下田时，我就坐在大树下，在地上画画，画树
叶，画小人……有时还跑来一两只小鸡，便开始了老鹰捉小
鸡……在她的保护下，我可以安心地玩乐。

有时候也会有小伙伴陪我一起，我们便在大树下跳跳绳，跳
格子……她似乎也在和我们一起欢呼呢!

放学后，我都是搬着凳子到树下做作业，在她的监督下，我
更加认真，细心的完成作业。

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在她的看护下，我渐渐长大。对于
我来说，她已不再仅仅是棵树，她就像亲人一样。

是她让我的童年不是孤独的，不是单调的，她成就了我一颗
完善的心。

我心目中的她与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中的鸭蛋是一样的，她是
我心中的牵挂，是我的根。

端午节读后感篇二

精彩。何为精彩?何处有精彩?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变亦不少精
彩，只是缺少了发现精彩的眼睛。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从
来都会忽略身边的那些小事，从而错过它们有可能带给我的
惊喜与欢乐。



不过，从我开始与这篇文章起，我不会再与生活中的精彩擦
肩而过了，因为《端午的鸭蛋》正让我体验了一回由小事而
引出长篇大论的精彩，让我的味蕾上都残落着咸鸭蛋的美味。

在作者的家乡，端午节的习俗真是五花八门，例如系百索子、
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放黄烟子等等。然而，最令人印
象深刻莫过于那诱人的高邮咸鸭蛋，质细而油多，小孩儿们
还用鸭蛋络子挂起鸭蛋，又给美味增添了许多明亮的色彩。

而作者描摹的一切，在我童年的回忆找到了熟悉的画面。我
也是江苏人，与作者汪曾祺是老乡，而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我是江苏扬州人，而高邮是扬州市里的一个县级市，所以，
我的童年自然也少不了高邮咸鸭蛋的香味。

珍惜现在身边的精彩吧，不要等到以后，失落地在回忆中翻
箱倒柜。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端午节读后感篇三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船下
水喜洋洋."大家一听到这首童谣，一定会想到端午节.今天，
我就来讲一下端午节吧。

一般人认为端午节起源于伟大的爱过主义诗人屈原投江自尽，
被后人所纪念，也有一些人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自
杀后，被吴王投入江中.总之，类似的传说五花八门，但最流
行的说法是纪念屈原说了.据说，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
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含恨抱石头投汨罗江而
死.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每年这一天纷纷涌到江边
去凭吊屈原，所以在每年五月初五就有了赛龙舟，吃粽子，
喝雄黄酒，悬艾草的风俗.其中赛龙舟最有特色，那争先恐后
的激烈场面就像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一样，几千年来一直激



励着我们。

因为这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端午节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
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天她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就拿我
们宁波来说吧，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的门上，都会挂上菖
蒲，艾草，听老人说这样可以辟邪消灾.各家各户自然也少不
了包粽子，那透着浓浓竹叶清香的粽子，是我们孩子们的最
爱，枣子棕，火腿棕，赤豆棕……一个个引人垂涎三尺呢!还
没等粽子出笼，馋嘴的我们早已掂起脚，准备大吃一场了。

《我们的节日》一书，还为我们介绍了植树节，劳动节，母
亲节，建党节，建军节，七夕节，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
重阳节，元旦节等节日的来历和活动方式，让我们在愉快的
阅读气氛中领略了我们所生活的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节日，
对各地的民俗文化有了一定的印象，更让我们有理由为中华
文化而自豪!

端午节读后感篇四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
典,是帮助当时中国人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麻木,愚昧的
重要的精神良药，看完呐喊，是时候写一篇呐喊读后感了。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呐喊端午节的读后感500字”，下面
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着。同样也是世界的名着，这本书中有些文章
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
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终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终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齐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
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
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
先生急切的期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
中华雄威！

鲁迅先生有的故事是经过那些人物的事件来对此刻的社会进
行批评与讽刺的，如阿q那愚昧的“精神胜利法”显示出了鲁
迅先生的无知、自欺欺人，以及最终冤死的事情讽刺了社会
的不公。再如狂人的那一册日记体现出了鲁迅先生变态的内
心世界，可是反衬出了社会上封建礼仪对人精神的束缚如同
一块千斤巨石压在人们的心上。再如孔乙己那满嘴的之乎者
也、不赖帐和最终惨死的经历些出了鲁迅先生的迂腐、善良
还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心灵残害做出了锋锐的控诉。

有时，鲁迅先生也经过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事儿描述，比如说：
《一件小事》经过自我的自私和那个车夫的伟大赞颂了这种
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伟大精神。《头发的故事》就是经
过“我”和“n先生”的一次谈话揭示了辫子对古代劳动人民
的压迫与剥削。在写作中，鲁迅先生也会经过在文章中哪些
不起眼的线索带给人们道理，如《药》之中夏瑜的牺牲赞扬
了革命可是反对了革命的不彻底性，赞扬了夏瑜英勇无畏的
精神，也体现出了康大叔的冷漠、封建。



鲁迅先生不之会经过哪些事情来批判社会，还会描述出来自
我真挚的感情，如《社戏》中经过孩子那些近似于胡闹的事
情描绘出孩子的天真无邪以及聪敏和顽皮，更是描绘了双喜、
阿发两个人物。

《呐喊》实在是一部经典的作品。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鲁
迅先生经过哪些事情在呐喊，崇尚光明反对黑暗。在这其中，
有许多好的写作手法等着我们来借鉴呢!

呐喊!呐喊!中国人民站起来啦!一本《呐喊》，以往激励了多
少旧社会的年轻人。

出自鲁迅之手的《呐喊》，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是五四
运动事情社会人民的真实写照。“描述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
解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鲁迅
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它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矛盾。尽管，
那个时代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但看完这本书，我的心境也
不禁沉重下去。

书中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描述了一个迫害症患者的心
理活动。这个可怜的人儿啊!深受封建礼教和制度的迫害，对
社会甚至是自我身边的人都有一种恐惧感。它总认为现实是
个吃人的世界，认为封建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尽管，那个
社会是不会吃人的，但那句“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
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
深思。这篇文章是作者对吃人社会发出的勇敢挑战，是反对
封建社会的第一枪。

而《孔乙几》则又是一篇抨击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文章。孔乙
几，是封建社会的一个落魄的读书人。在封建统治的毒害下，
鲁迅先生只会“之呼者也”，一无所能，不得不做了梁上君
子，并在生活的折磨下慢慢死。可怜的鲁迅先生，因穷困成
了人们的笑料，因偷窃被打断了腿，尽管鲁迅先生心地善良，
可又有谁会同情鲁迅先生那在茫茫人海中，鲁迅先生就只能



这样走下去。“孔乙几还欠十九个钱那!”是啊，鲁迅先生的
债谁帮鲁迅先生还那辛酸的故事，鞭挞了封建社会对知识分
子的戕害，使人不禁心中一沉。

再说说〈阿q正转〉，大家再熟悉可是了。鲁迅先生是鲁迅的
代表作。鲁迅先生塑造了一个以“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
贫苦你们阿q的典型形象。鲁迅先生同样可怜，一无所有，受
欺凌与剥削，只能用所谓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以往
的鲁迅先生，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在听到辛亥革命后，鲁
迅先生却向往革命。可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鲁迅先生被枪毙
时结束，鲁迅先生的死，鲁迅先生的死又是一场杯具。阿q，
这个看似不可理喻的人物，却正是那个年代广大农民的缩影。
阿q的命运揭示了农民在腐朽思想毒害下的人生扭曲，不得不
引起人民的慷慨。

鲁迅的小说，有思想，耐人寻味，鲁迅先生让迷陷于封建制
度的人们都清醒起来。那么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该做些什么那
就让我们一齐跟着鲁迅一齐呐喊，呐喊吧!珍惜此刻，珍惜完
美的生活，为了祖国的完美明天努力努力!

我喜欢读书，异常是小说。所以，这个暑假，我看完了鲁迅
先生的《呐喊》。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集
结，共有《自序》《一件小事》等十五篇短文。这些作品从
现实的角度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民众生活，也揭
示了各种深层次上的社会矛盾。且证明了作者对中国旧有制
度级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的深刻剖析好和彻底的否定。表现
出了对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在书中，我记忆最最深刻的便是《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
说，且在文中借狂人之口说出了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礼



教，它证明了作者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在文中，字里
行间透出了“我”对那些吃人的人的又怕又恨，以至于连吃
人的人养的狗，育的孩，都心存三分顾忌。到之后，“我”
才想到，自我的兄弟、亲戚、朋友，都是“吃人的人”。再
到结尾，“我”猜想自我也可能吃过人，无奈之中，发出
了“救救孩子”的一声呐喊。

我不敢相信，在那个时代，竟会到处都是“吃人的人”，再
想到那时也有想我一样的孩子，也在被训练成“吃人的人”，
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这本集大成之作真是令人受益匪浅！

端午节读后感篇五

阳光如同天的炉火，燃烧起五月的天地，空气中弥漫着红枣、
豆沙、蛋黄和竹叶的清香。哦!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来临了。

夏日的上海，充满着浪漫的色彩。端午之夜，河边两岸星光
点点，我们漫步在岸堤旁，享受着着美好的一切。妈妈建议
去放河灯。端午之夜正是放河灯的最好时刻，大家都双手赞
成。

夜幕降临，河畔人声鼎沸。那天，这条小河显得格外美丽，
我们瞬间就被这里的夜色迷住了。两岸柔柔的灯光倒映在河
面上，像一条绸带在水面上摇曳闪动，宽阔的河面在夜色下
银波荡漾，醉意绵绵。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早已有许多河灯被
放飞，那那星星点点的河灯，一闪一闪，真有种说不清的韵
味。听老人说，放河灯是一种民间很古老的传递思念的方式，
而在端午节放河灯则是为了来纪念屈原。

看着这河里的河灯，整个世界似乎都被它们照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