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传读后感(模板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老舍传读后感篇一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

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
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

通过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
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
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
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
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
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
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
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
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老舍（1899—1966），满族，北京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
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
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



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老舍传读后感篇二

《骆驼祥子》是著名文学家老舍的代表作，这本书在中国文
学史上的地位极高，是每个爱读书的人都应该阅读的，尤其
是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这本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位
高权重者的丑恶，对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直想阅读这本书，无奈没有空闲，今天，我终于拿到了这
本优秀的小说。翻开书页，津津有味的读了起来，很快的就
进入了那个吃人的时代，而我对祥子的生活和人生经历感到
同情，而这一切都是社会制度带来的罪恶。

祥子一开始是一个很努力很善良的人，他非常的努力，也渴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一辆自己的车，这样就不需要再为被
人打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发家致富，也有了可能。在
那个时代，拉车的车夫就好比当今的出租车司机，挣的钱多
数都被公司或东家拿走了。祥子为此一直努力着，并且也买
了一辆车，但因为处于社会底层，统治阶层压迫和欺压，结
果车被这些恶人找理由无情的没收了，祥子情绪低落，失去
了希望，感觉天已经塌下来了，再也没有了创业的激情。

但峰回路转，祥子遇到了虎妞，娶了虎妞为妻，他有重新燃
起了希望，觉得应该为家人奋斗，也拥有了斗志。没过多久，
虎妞因为难产死了，祥子极度悲伤，遭遇生活和家庭灾难的
双重打击，祥子彻底的失去了对生活的期望，沦落为一个吃
喝嫖赌之徒，成为云云大众的一员。

读了这本书，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打起精
神努力学习，为理想而奋斗一生！



老舍传读后感篇三

在国庆十一黄金周里，我读完了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名作品
《骆驼祥子》。

令我印象颇为深刻的是贫苦的洋车夫老马儿对祥子说的那句
用蚂蚱来比喻个人的话，老马儿对祥子说：“单个的蚂蚱虽
然也能蹦得很远，但是被小孩子逮住了，用线拴上,连飞都飞
不起来。

看一下祥子的经历，他不就是一只被线拴上、令人摆布的蚂
蚱吗？

虽然自己有着强壮的身体，满满的志气，但是他就是无法飞
起来，无法靠自己去过上想要的体面生活。面对大兵的抢夺
时，他无能为力，只能随着大兵在山中瞎转，虽然终于逃了
出来，还牵走了三只骆驼，但是他失去了自己的车，那可是
他花了三年血汗钱买下的。或许是大兵人多势众，祥子无力
反抗，但是遇到孙侦探的敲诈时，强壮的祥子放弃了反抗的
念头，被孙侦探抢走了他卖骆驼得到用来买车的钱，或许是
孙侦探的威协令祥子不敢反抗，但是面对虎妞的欺压，祥子
依然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地忍受，因为祥子认识到虎妞有一
个厉害的爸爸——刘四爷……祥子始终一个人应付着各种打
击，最终无力承受、心灰意冷、堕落成一个懒惰的、不知羞
耻的、自私的、令人厌恶的人。

是啊，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反而那些
催残祥子的人，他们却不是单个的人，这不禁让我对老马儿
说的关于蚂蚱的另外一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老马儿
说：“蚂蚱要是成了群，一会儿就能吃掉整顷的庄稼，谁也
治不了！”可不是，坏人成了群就难治，而好人不成群的话，
如何抵挡坏人的伤害呢！



老舍传读后感篇四

读完某一作品后，你有什么体会呢？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
感呢？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
的老舍《猫》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老舍《猫》读后感1

老舍喜爱小猫小狗，花花草草，四处风景，爱穷人，母亲，
爱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爱生活中的一幕幕场景。

老舍是一个老小孩，他有趣幽默，善于、运用语言，犀利有
智慧，会正话反说，让人读了以后想笑都笑不出来。

我特别喜欢《洋娃娃，四十分》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老舍先生
的教育理念——快乐童年，快乐学习、快乐教育。虽然女儿
数学考得很差，只考了不及格，但是他为了鼓励女儿给女儿
加油让女儿被邪气还是跟女儿开玩笑说自己小时候数学考得
比女儿还差。但是后来女儿得知，爸爸的数学非常优秀，考
的都丰常好，女儿这时才恍然大悟父亲对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在《我的母亲》老舍用平实的文字、饱含感情的笔触描述了
母亲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靠打零工赚钱养活一家子，即使
再苦再累，也不忘善待亲朋好友，不忘帮助更穷苦的人们；
在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年代中，即使站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
也表现得那么勇敢、坚强，充分表现出了当时中国女性吃苦
耐劳、忍辱负重的优良品质。这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
的妈妈，妈妈在生活中爱我的点点滴滴的小事，在我晚上睡
觉时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自己经常半夜里
起来看我给我盖被子怕我着凉。

老舍先生知识渊博，热爱生命，对世界充满好奇，是个富有
幽默感的作家。



老舍《猫》读后感2

读完了这本书，我终于感受到了老舍对写作的热情，也体会
到了文章的精华，形容的模样似乎已经在你的脑海中漂浮，
写事的经过都写得有详有略、有长有短，无论什么文章，都
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中的一篇文章
《旅行》，特别突出了老舍爱睡觉的习惯，因为他们每个人
的职业都不同（老辛是外交家，老方是候补科学家）。所以
他们干事的举动都不同。他们在路上有两次争吵，都是关于
先去哪，再去哪。

第一次是先找旅馆还是先见教授，第二次是先去海岸还是先
去古洞。总体来说，他们都没有几分钱，所以被人看不起，
找旅馆的时候受老太太的白眼，买票的时候又遭遇服务员的
拒绝，可以明确地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中国未成立时，中
国人被人看不起的时代。让我们努力学习，不能让巨大的灾
难重新上演，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国穷、国弱受人歧视、受
人欺负。

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

老舍《猫》读后感3

老舍的著作——《猫》，是我寒假最喜欢读的'书。

这本书里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向我们讲述了有趣的故事，由浅
入深，将历史、现实和自然景色、不同的社会气氛，风俗习
惯……都结合在一起，生动活泼，且语言也琅琅上口，活泼
传神。

我觉得《猫》很值得我们阅读，老舍把我们不留意的事物全
都写出来了，如母鸡、小麻雀、一块猪肝、善人……有的是
某生物做的某事，有的是由此而想出的事情。他把每一篇文
章都写得生动有趣，是人读着读着就会笑出来。有的文章一



看就调人胃口，如当幽默变成油抹。再仔细地读完文章呢？
同别的文章一样，使人赞叹不已！

是啊，老舍的每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个美妙的音符，每一
篇动人的文章都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老舍传读后感篇五

《猫》是一箱宝藏，我发现了一座座金光闪闪的黄金屋；
《猫》是一袋零食，我咀嚼出了语言的奇妙；《猫》是一本
书，老舍（舒庆春）爷爷用精彩的文笔牵住了我的眼球。

“我喜欢《猫》！”当我翻到最后一页时，我不住地感叹。

《猫》里面记录了老舍爷爷用不同的语言、方法写出来的不
同文章。有记事类，有写景类，有语言类……让我大饱眼福。
我记得十分清楚，有篇文章写道俩孩子把父母口中的“幽
默”当成了“油抹”，拿出颜色抹在脸蛋上，体会“幽默”
的感觉。在这里，老舍爷爷用了千万种语言合制成了这篇轻
松幽默的文章，真让我捧腹大笑。

《猫》这本书还真是神奇，无形之中我掌握了许多写作方法。
原不喜欢写景，甚至不会描写的小姑娘，现在已喜欢上了描
写。只要笔一触到纸，灵感会喷涌不停！阅读老舍的文章，
让我脑中的小小采蜜本变得饱满，还知道了各种各样的语言
用在不同的地方效果大不相同。我的作文又爬上了一格台阶，
这都是因为《猫》！

仔细品味《猫》，我感觉老舍爷爷就在我面前，带我走向更
完美的写作境界，真是太棒了。

老舍传读后感篇六

老舍的《猫》写于1959年。在《猫》这篇文章里，作者用朴



实无华而又生动传神的语言、贴切形象的比喻和拟人化的手
法，惟妙惟肖地写出了猫的种种惹人喜爱的神态举止，表达
了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在老舍的眼里小猫就是自己的.家庭
成员，就是那牙牙学语，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对一切充满
着好奇，那么淘气可爱，喜欢玩耍，回家就大摇大摆地在那
光亮的地板上留下那稚嫩的小脚印，很简单很普通的东西都
可以玩上一整天，它是那么生气勃勃，天真可爱呀!充满着朝
气，令人忍不住怜爱。

的开始。可见，老舍先生的作品首先是因为语言的通俗易懂，
而且琅琅上口易于朗诵，特别适合在小学阶段通过诵读锻炼
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力和感悟力。

老舍传读后感篇七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老舍的猫读后感

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
评和分享。

老舍的猫读后感（一）

这几天，我读了《老舍与〈猫〉》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老舍，他原名舒庆春。为什么叫“庆春”呢？
因为老舍小时候家里穷，缺衣少穿的他快冻死时，大姐把他
抱入怀中，让他活了下来，这一天正好过小年，而且赶上了
立春，所以就叫他庆春。

《老舍与〈猫〉》中有许多老舍写的，被用到课本上的文章，
如：《猫》、《母鸡》、《趵突泉》、《草原》等。我比较
喜欢《趵突泉》。从《趵突泉》这篇文章 中，我了解到趵突



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泉就在城边不远，在西门外的桥
上便能看见趵突泉流出来的清浅、鲜洁的一溪活水。老舍说
假如没有趵突泉，济南定会 失去一半的美。趵突泉三个泉口
偏西，北边是条小溪，流向西门。文章还写了池边小泉的特
点，有的像大鱼吐水，有的像一串明珠，有的半天才上来一
个水泡，有的 好几串小碎珠一齐挤上来，比大泉更有趣。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没那么响。

本书还写了许多关于老舍的事，拓宽了读者的视野，比如：
老舍的故居，老舍的童年，老舍与相声的不解之缘，以及以
老舍为名的文学奖等等。老舍出生在北京城内 一条窄小的胡
同——“小羊圈”胡同里，故居在北京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
富胡同19号。老舍的故居是典型的北京二进三合小院，大门
坐西朝东。老舍先生喜欢花，在他的小院中共有100多种花花
草草。《方珍珠》、《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
等26部着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故居中的还有很多东西都是
后来才收 集回来的。这里变成了老舍纪念馆后，1999年2月
老舍纪念馆正式开馆。

《老舍与〈猫〉》这本书真好看，既包含了老舍的许许多多
篇文章，还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老舍的故事。老舍的猫读后感
（二）

猫》是一箱宝藏，我发现了一座座金光闪闪的黄金屋；《猫》
是一袋零食，我咀嚼出了语言的奇妙；《猫》是一本书，老舍
（舒庆春）爷爷用精彩的文笔牵住了我的眼球。

“我喜欢《猫》！”当我翻到最后一页时，我不住地感叹。

《猫》里面记录了老舍爷爷用不同的语言、方法写出来的不
同文章。有记事类，有写景类，有语言类……让我大饱眼福。



我记得十分清楚，有篇文章写道俩孩子把父母口中的“幽
默”当成了“油抹”，拿出颜色抹在脸蛋上，体会“幽默”
的感觉。在这里，老舍爷爷用了千万种语言合制成了这篇轻
松幽默的文章，真让我捧腹大笑。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猫》这本书还真是神奇，无形之中我掌握了许多写作方法。
原不喜欢写景，甚至不会描写的小姑娘，现在已喜欢上了描
写。只要笔一触到纸，灵感会喷涌不停！阅读老舍的文章，
让我脑中的小小采蜜本变得饱满，还知道了各种各样的语言
用在不同的地方效果大不相同。我的作文又爬上了一格台阶，
这都是因为《猫》！

仔细品味《猫》，我感觉老舍爷爷就在我面前，带我走向更
完美的写作境界，真是太棒了。老舍的猫读后感（三）

读完了这本书，我终于感受到了老舍对写作的热情，也体会
到了文章的精华，形容的模样似乎已经在你的脑海中漂浮，
写事的经过都写得有详有略、有长有短，无论什么文章，都
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中的一篇文章
《旅行》，特别突出了老舍爱睡觉的习惯，因为他们每个人
的职业都不同（老辛是外交家，老方是候补科学家）。所以
他们干事的举动都不同。他们在路上有两次争吵，都是关于
先去哪，再去哪。第一次是先找旅馆还是先见教授，第二次
是先去海岸还是先去古洞。总体来说，他们都没有几分钱，
所以被人看不起，找旅馆的时候受老太太的白眼，买票的时
候又遭遇服务员的拒绝，可以明确地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是
中国未成立时，中国人被人看不起的时代。让我们努力学习，
不能让巨大的灾难重新上演，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国穷、国
弱受人歧视、受人欺负。

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希望能帮助您！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