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台阶的读后感(模板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台阶的读后感篇一

整个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六七十年代典型的农民形象。勤劳，
淳朴，善良，不仅要求能温饱，而且有自己的追求，而父亲
的追求就是拥有一座高台阶的房屋，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
简单的'愿望，可如此简单的愿望却耗费了父亲大半辈子的心
血。

而作为一个男人，他就渴求他人的尊重，不管表面上有多么
谦卑，亦或者是流淌在血液里，铭刻在骨子里的自卑，都无
法阻挡他本能的渴望他人尊重的想法，所以，他满心欢喜的，
充满干劲的建起这座新楼，以他毕生的精力作为代价。

而当那层朦胧的面纱被揭开后，更多的却是茫然无措与怅然
若失，显然他知道会付出代价，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付出的
竟然是这种代价，他在感慨自己失去劳动力的同时，还有面
对新房子的不易察觉的失望和隐匿在内心深处的颓然与羞愧。

颓然于自己无法再像他人一般照常劳动，扛起整个家的义务；
羞愧则是在意识到新房子所带来的“潜规则”后所拥有的，
虽无法深入骨髓却也让人无法忽视。

或许这其中还有更深的含义，只是父亲并未表达出来吧。

台阶的读后感篇二



年少时的父亲有一种傲骨，总是对旁人的`看法甚是关注，总
希望自家门前的台阶能高些，再高些。

自己的地位高些，再高些。

希望修一座有着“高台阶”的大房子，父亲勤勤恳恳地忙碌
了一生，虽然累却也自在。

但当他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时，却早已屋成人老了。

在这样看来，父亲的做法似乎不大值当。

花费了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终身的劳动换来了一座高台阶的
房屋，而且父亲这从这时起便感到十分不自在，心里空落落
的。

不知所措，像是有什么东西没了影似的。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考虑，父亲这辈人为他们的后辈人做了一
个好铺垫。

因为他们那儿的说法，台阶和地位成正比。

俗话说：“孩子是踩在父辈们的肩膀上的。”他们以后的路
就是踩在父亲的肩膀上的。

可能这是父辈们认为忙碌了大半辈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吧。

台阶的读后感篇三

《台阶》塑造了一个极其质朴的农民形象，是一位想要得到
尊重，认真仔细，吃苦耐劳的父亲，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位父
亲，表达了一个严肃的话题：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



整个中国都在号召，要尊重农民，关爱农民，当我们对他们
另眼相看时，眼里愉悦着尊重与期盼来看待农民时，他们却
因为骨子里流着谦卑的血液，而无法获得那种快乐，依然在
众人之中把他们原本高傲的头埋得很低很低，挺不直宽大的
腰板。

这时，就怪不得别人看不起农民了，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
把他们应得的尊重放在心里，明明得到了，却享受不起。

觉醒吧!我们质朴的农民，在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们的存在，
整个世界一你们为基础而存活着，你们本应该接受全世界对
你们的关注与尊重，这是你们应得的，没有什么是尴尬，也
没有什么谦卑，只有全世界的人对自己，对他人都一视同仁，
才能使农民在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地位。

台阶低，意味着经济地位低，父亲由此形成了自卑心理。

这种自卑心理长期存在，难以一下子消除，所以台阶高了，
反而处处不习惯，不对劲。

我觉得，人有时不可以太要强。

太要强了，失望的频率也会比常人高，当自己的能力不如往
常时，总会有明显的失落感，使自己心情不悦。

文中的父亲，往常总是不服老，但自从闪了一次腰
后，“我”便不让父亲挑水了，父亲也总觉得少了什么。

这也是人生的无奈。

我们总说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但事实上，生命中总有
些事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比如文中的父亲老了，对于这些事，
我们应面对现实，并在现实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另外，这篇文章也写出了作者对父亲的爱，单是一句“怎么
了呢，父亲老了。

”就写出了作者为父亲老了而感到的伤感。

我不由想起了朱自清《背影》中的话“父亲少年出外谋生，
独立支持，干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如此颓唐!”两位老父亲
如此的相似，再想想自己年迈的父亲，为家庭为生活又何尝
不是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还有那些为社会为家庭奉献了一辈
子的老人，在老境颓唐之时，他们内心的失落有多少人能够
理解和体会呢?关爱老人吧，让他们在失去青春、失去活力、
失去健康之时，得到一些温暖吧!

父亲总是觉得自家的台阶低，总是对人家的高台阶羡慕不已。

他不甘低人一等，立下宏愿，也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经过漫长的准备，终于造起了有九级台阶的新屋。

父亲一辈子的心愿得以实现，喜上心头，但是为此却付出了
新屋落成了，人也衰老了，身体也垮了的代价。

写父亲为造一座有高台阶的新屋，而付出大半生的辛劳。

本文主要写父亲为建房努力苦干一生

《台阶》是一篇反思地方文化的小说，描写的是落后的地方
文化中的人生悲途。

小说中的父亲就是这样，由于自家的台阶低，总感到低人一
等，这种长期的心理文化压抑，使他“地眉顺眼”地过了一
辈子，言语木讷，少言寡语，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谦卑的
心理文化。

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就把一生的追求目标锁定在要盖一座高



台阶的新屋上。

由于贫穷，这座九级台阶高的新屋，让父亲一年到头，不得
适闲，捡砖拾瓦，抱土背石，用十二月的汗雨和泥，用六月
的血霜垒屋。

为一草一木而拼搏，为一卵一石而奔命，春夏秋冬，脚不连
地，数十年如一日。

屋盖成了，台阶垒起来了，而父亲却老了，身体也垮了。

从一下子能背起三百多斤重石板的`壮年，一下子垮掉为连一
挑水都不能但的老人。

这座九级台阶高的屋就成了父亲的人生坐标，就是父亲生命
的终点。

我们家的台阶低，父亲为了造台阶而每天努力。

在父亲的生命里，劳动就是生命，父亲现在为了这个家操劳
了一辈子，已经没有在干活的力气了。

是一篇反思地方文化的小说，描写的是落后的地方文化中的
人生悲途。

小说中的父亲就是这样，由于自家的台阶低，总感到低人一
等，这种长期的心理文化压抑，使他“地眉顺眼”地过了一
辈子，言语木讷，少言寡语，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谦卑的
心理文化。

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就把一生的追求目标锁定在要盖一座高
台阶的新屋上。

由于贫穷，这座九级台阶高的新屋，让父亲一年到头，不得
适闲，捡砖拾瓦，抱土背石，用十二月的汗雨和泥，用六月



的血霜垒屋。

为一草一木而拼搏，为一卵一石而奔命，春夏秋冬，脚不连
地，数十年如一日。

屋盖成了，台阶垒起来了，而父亲却老了，身体也垮了。

从一下子能背起三百多斤重石板的壮年，一下子垮掉为连一
挑水都不能但的老人。

这座九级台阶高的屋就成了父亲的人生坐标，就是父亲生命
的终点。

台阶的读后感篇四

一位老农民用尽毕生精力和青春只为修一栋有高台阶的房子。

他每天都为此付出努力，塞角票，堆瓶子，捡砖添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只为了修高台阶，只因为在村子里
台阶代表着地位。

当他成功时坐上台阶的那一刻，才感觉浑身不自在。

于是他每天都坐低一阶，直到最后他坐到了最低的一阶上，
还是不自在。

是什么原因让一位老农民实现毕生的梦想却不自在呢？沉思
良久，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他身为农民卑微一生的习惯，与
对高地位的不适。

但既然他对高地位不习惯，为什么还会坚持那么久？他作为
父亲的身份让我明白了，他要为子女铺路，提高他们的.地位，
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这一阶阶台阶不仅

源于老农民对地位的追求，还源于老父亲对子女深深的爱。

台阶的读后感篇五

“我为他倒水，到处都是一盆泥浆，水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
他们除了有双永远也洗不干净的脚以外，还有一双不能碰棉
絮的手（他们开裂着沟纹的手一旦碰棉絮，便会将好好的棉
絮粘扯得一塌糊涂。）”他们任凭石砖把脊背压弯，每天鸡
鸣三声就要从梦中惊醒，他执着而坚韧，勤劳而朴实，他们
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农民。他们注定过着平凡的日
子，而在这群人中有一位农民打破了这个局面。

他老师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却不曾放弃，依旧不懈努
力，只是因为他心中有着梦想，有着目标，他渴望被尊
重……一年十二个月，只有半个月在家，其余时间奔波在外，
为了他家的台阶高地位高，这样一个普通的信念，让他奋斗
了大半辈子，也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信念，让他的人生变得有
意义。终于，他成功了，他的新家有了九个台阶，可是，这
又如何？他一点也不开心，岁月不再经意间流逝，他也老了，
他习惯了不断拼搏。如今，他没有了事干，自己的梦想也实
现了，这种“慢动作”的.世界让他感到无比寂寞，空虚。建
好台阶时他的物质期待，更是他的精神追求，他完成了这个
梦想，而梦想也让他走向了辉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忙碌
的人生即将落幕。

他用自己的故事讲述着人生，用人生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在人生中成长，在梦想中成长，梦让人生更有意义，人生被
梦想点亮！

台阶的读后感篇六

有人说过人生就像把一块不断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推上山，



然后石头又从山上滚下来，又把石头推上上。人一辈子就这
样努力着，生活着，辛辛劳劳着。

李森祥的《台阶》中的父亲是一位勤劳淳朴的农民，老实厚
道。他在农村里没有什么经济地位，他总觉得自家房屋的台
阶低，因为“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他为了改
变自家的地位开始了漫长的准备，从捡一砖一瓦、积累一角
一角钱开始，年年辛苦劳碌，任劳任怨，目的只有一个——
改变地位，获得别人的尊重。最终愿望实现了，可是父亲却
为此衰老了，身体也跨了。这篇课文告诉我们，父亲创业的
艰难困苦，根源在于农村经济极端贫困落后，小说深沉的响
着时代对先进的生产力的呼唤。中国的农民终于走进了时代
的春天，现在过上了好日子。

我作为一位普通的老师，教书十多年，工作中兢兢业业。通
过不断的努力，换了个工作环境，每月工资四到五千元，而
当地的房价每平方一万或更高，如果很节俭过日子，每年可
攒下二到三万，想买个一个普通的小房子住，就得工作三十
年。我们一辈子有多长的工作时间？我们一辈子生命又有多
长？那我们比台阶中的父亲强多少呢？也许我们会成为房奴。

试想，将来一个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要读二十多年书，该
要花多少钱，等到他将来通过努力到大城市里工作，一辈子
也就只能为房子奔波了。

人啊，真的不容易！

台阶的读后感篇七

父亲用那纯朴坚强的汗水，为坎坷的人生之路滴灌，他用诚
实的劳动兴家立业，他为理想，付出心血。父亲每天鸡叫三
遍时出发砍柴，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第次砍柴父亲都面
对着家的方向，斧头一次一次的挥落，父亲的背一点一点的
弯下，随着岁月年轮的转动，父亲的背再也直不起来了，父



亲以他的勤奋追求着梦想。父亲的一生中，赋闲的时间了了
无几，一年中七个月种田，四个月砍柴，半个月在用来大溪
滩上拴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年编草鞋，在父亲词汇
中根本没有假日这个词语，父亲以他的执著追求着梦想。

一颗小小的种子，种在土里，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终会
发牙结果，长成参天大树，一颗小小的种子，就可以结出数
以万计的果实，那么，父亲的梦想经过几天，几十天，几百
天的积攒，也会有实现的那一刻。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
细雨，每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
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
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一颗颗小小的露珠，映照着父亲的
坚强与执执著，正因为这种精神，父亲的梦想达成了，新屋
建好了，高高的台阶耸立在门前，父亲也老了，但父亲不服
老的`性格促使他仍然干着年轻时所干的重活，一次次的吃苦，
依然改变不了父亲倔强的品格，也许有一天父亲会轰然倒下，
但父亲的品质，父亲的美，会永远烙在长着青痕的一级级的
台阶上。

台阶的读后感篇八

直到现在我还在纠结于“是否值得”，不是因为我心里没有
一个明确的答案，反而我很清楚这一定是值得的，一个人为
自己的目标，未来与自己所爱的人而努力的奋斗，那一定是
幸福的，即使回过头来发现自己的青春逝去，也不一定会感
到后悔，因为他用汗水成就了自己成就了这个家。

纠结原因在于“为什么会不值得”实不相瞒，在与同学老师
一起讨论中，心中突然冒出过一丝丝“不值得”的念头，虽
然很快就打消掉了，但依旧有一丝波澜犹存，久不能释
怀——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位父亲辛劳一辈子，奋斗到最后
当然不单单是为他自己，很大一部分在于自己的孩子，不愿
意看到孩子与自己一样没有自信，在别人眼里是地位较低的
一类人，所以拼命赚钱盖房子，他原本可以仅靠着种地来维



持生计，即使是考虑到孩子的原因，那么，仅靠着孩子一己
之力赢得他的尊重获得地位，这难道不会更加锻炼孩子且又
会有拾起自信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为孩子的未来铺路未尝是
一件好事，而且父亲的劳累使得落下了一身毛病，所以在刹
那间，我是心疼这位老父亲的。或许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
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来不会考虑要为弟弟妹妹这样最亲的人
付出一些什么，从而会形成“自私”这样的缺陷，所以我们
会很难体会到父亲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的无私的爱。生而
为人，我想待到为人父母时，这样的爱才会感同身受的吧。

台阶的读后感篇九

《台阶》塑造了一个极其质朴的农民形象，是一位想要得到
尊重，认真仔细，吃苦耐劳的父亲，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位父
亲，表达了一个严肃的话题：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

整个中国都在号召，要尊重农民，关爱农民，当我们对他们
另眼相看时，眼里愉悦着尊重与期盼来看待农民时，他们却
因为骨子里流着谦卑的血液，而无法获得那种快乐，依然在
众人之中把他们原本高傲的头埋得很低很低，挺不直宽大的
腰板。

这时，就怪不得别人看不起农民了，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
把他们应得的尊重放在心里，明明得到了，却享受不起。

觉醒吧！我们质朴的农民，在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们的存在，
整个世界一你们为基础而存活着，你们本应该接受全世界对
你们的关注与尊重，这是你们应得的，没有什么是尴尬，也
没有什么谦卑，只有全世界的人对自己，对他人都一视同仁，
才能使农民在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