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节读后感 北京的春节读后
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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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春节读后感篇一

《北京的春节》是一篇介绍老北京春节的故事。里面讲到了
北京的过年顺序，总体分三部分，年前，过年，年后。

经过写这一些，表达了作者的.热爱和想念，所以我也来讲讲
我们家是如何过的春节吧!

我们这年前会经历大扫除，然后就要等到过年那一天了。这
一天妈妈早上会很早就起来去购买食材。中午我们都随随便
便吃点东西垫垫肚。下午，妈妈就拿出大锅到上热油，把腌
制好的鸡腿，排骨，鱼。和一堆炸物一样一样的放下去炸。
等炸好的时候就差不多五点多了，然后，妈妈就准备火锅。

一个火锅，几十盆才，一张桌子，一家人坐在椅子，其乐融
融的。

等我们吃完之后，稍坐休息后，我们就准备跳火群了。每个
人都跳三遍。但我们中有一个“例外”就是我表弟，他一直
不敢跳，怕烧着。都他爸抱着他跳的，直到去年他还是不敢
跳。

我们家的春节到这就差不多结束，虽然没有北京那么多的活
动，也那么热闹，不过也十分开心!



春节读后感篇二

1951年，老舍先生创作了散文《北京的春节》。文中描绘了
一幅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展现了中国节日习俗的
温馨美好。

1997年，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也创作了一篇《北京的春节》。
对比阅读父子俩写于不同时期的《北京的春节》，颇有些意
味。

从写法上来说。父子俩都从腊八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写了北
京春节的民风民俗，但是各有侧重。

老舍先生详细描写了腊月初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
一、正月十五，四个日子里人们的活动。每个日子里，人们
的活动有区别的，腊月初八，熬腊八粥、做腊八蒜；腊月二
十三，送灶王；除夕，贴春联、祭祖、吃团圆饭；正月初一，
拜年、逛庙会；正月十五，灯会。

舒乙从吃和玩两个方面来进行，腊月以吃为主，进入正月主
要写了玩。他详细写了腊八粥的做法及文化意义；腊月二十
三极富人情味儿的祭灶仪式；春饼的做法；以及正月里人们
的游玩。

从语言上来说，老舍先生的语调平实，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和
春节的欢喜。如，腊八粥。老舍先生这么说：“这种特制的
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他倒是农业社会一种自傲的
表现——……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产品展览会。”舒
乙这样写：“本来年底一切庄稼都收货了，好像要刻意展览
一下全年收成的丰富多彩，便发明了这么一种腊八粥。”舒
乙的句子有了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开始审视这些习俗。从这
些句子中也可见：“最具戏剧性的要算二十三祭灶
了。”“春节男女老幼都休息，一起放假，不过了初五不准
动刀动剪，不准倒土，为的是让劳累了一年的妇女们彻底休



息几天，多么人道！”

老舍先生所做的是描绘，充满北京味儿的朴实语言，陈述朴
素自然，不事雕琢。舒乙在审视，用学者的眼光，学者的笔
触记录下春节中的这些人和事，在我这种普通读者看来，有
一些疏离感。无怪乎，当我布置孩子们去对比阅读，说说自
己更喜欢哪一篇的时候，参与的孩子都选择了老舍先生《北
京的春节》。

其实，我还想就这两篇文章完成的时间来进行对比，同样的
春节，不一样的时代；同样的春节，不同的作者，所带来的
差异。可是，我发现我不能做到。好吧，那就作罢。只是，
好怀念除夕夜晚响彻大地的爆竹声，怀念初一早上在爆竹声
中醒来，睁开眼看新年的黎明。那是属于我的春节仪式。

春节读后感篇三

《北京的春节》是大作家老舍的作品。今天，我细细的品读
了这本书，写出了这篇读书感悟。

《北京的春节》主要讲了在乾隆时期，孩子们、大人们的.兴
奋、过年时他们主要干什么、春节时的热闹景象、过年之间
的的庙会、元宵、灯展以及那过完年之后的一片冷清景象。

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就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很苦，只有过年
的时候才有能吃上白面馒头的机会。他们过年的时候和老舍
先生写的《北京的春节》有所相同。

我希望大家都读这本书，争取让那浓浓的年味回归!

春节读后感篇四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它象征着团
圆和吉祥。



老舍先生的《北京的春节》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描绘了一
幅幅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让我们感受着老北京过春节
的热闹气氛，也让我们领悟到了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北京的春节从腊八就开始了，那天人们要熬腊八粥、泡腊八
蒜，腊月二十三，买年货、过小年……春节的前期准备开始
了。紧接着，老舍先生详细描述了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
家家灯火通宵，鞭炮声日夜不绝，吃团圆饭、守岁；初一男
人们外出拜年，女人们在家接待客人，小孩逛庙会；正月十
五观花灯、放鞭炮、吃元宵。直到正月十九春节才渐渐结束。

书中描绘的春节太让我向往了。虽然现在的春节少了鞭炮的
陪伴，少了很多有仪式感的项目，但是我仍然那么期待和喜
爱春节。

临近过年，我先忙活起来了。把大红纸铺在桌上，拿出毛笔、
饱蘸墨汁，“刷刷”几笔，一个大福字写好了。楷书、隶书、
行书，哈哈，多写些福字送给邻居爷爷奶奶们，祝他们福气
多多、幸福多多。

贴福字、吃饺子是春节里必不可少的节目。除夕夜，我最爱
的就是和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奶奶拌馅儿，爸爸擀皮儿，妈
妈、哥哥和我负责包饺子。把一枚硬币包在饺子里，谁吃到
就在下一年里财源滚滚；把花生、糖果包在饺子里，谁吃到
了就会有一年的好运气……饺子虽然包得不那么好看，但一
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吃着年夜饭、看着春晚，多么幸福啊！

现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五一”“十一”假期也让人们有
了更多休闲娱乐的方式。有些年轻人不再稀罕老舍先生文章
中提到的赛轿车赛马的场面，不再迷恋街头卖爆竹拉洋片的
热闹场景。各种风味中西糕点取代了蜜供、麦芽糖和江米糖。
年味儿渐渐淡了。



春节读后感篇五

刚刚考完试，爸爸妈妈就叫我预习下学期的`内容，心里很不
高兴，快春节了，并且刚考完，不让人家休息一下，太“法
西斯”了。

机械的翻着书本，想到春节，居然就看到有一篇《北京的春
节》，不想被吸引住了。

原来的春节多热闹啊。照这个日子计算，现在也该为春节准
备了。过去北京的春节从腊月初旬就开始了：人们熬腊八粥、
泡腊八蒜、购买年货、过小年……做好过春节的充分准备。

可现在呢？没有一点节日气氛，而且还不许玩，唉。现在人
们过年的方式和习惯一点都已经找不到像老舍先生眼中的样
子了。腊八粥、麻糖、饺子，我很少吃，甚至没吃过，过去
过年吃的，应该很好吃吧，可没有了。现在我吃的是汉堡、
薯条、可乐，当然，味道也不错。

真想回到过去，大吃一顿，痛痛快快的玩，过去春节可要放
一个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