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节读后感(优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春节读后感篇一

这篇课文紧紧围绕着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初一和正
月十五的相关场景。感受到春节习俗 的丰富多彩和深刻的内
涵。文中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了文章的思路。

课文的最后一段以“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一眨眼就到了残
灯末庙。”同时，这一段与课文首句相呼应。

老舍爷爷在这篇文章中，各用了一句话来写“做年饭”
和“吃团圆饭。”作者以自己老家的风俗来写过年的场景。

北京的元宵节 就跟春节差不多，都非常的热闹。而我们这一
带不如北京热闹。过元宵节我们开始吃元宵，闹元宵……可
高兴了。

这篇课文给我留下影像最省的除夕前，孩子们要做的三件大
事——买爆竹、买零七八碎儿的食品、买各种玩意儿。因为
这些事情也是我们过年时喜欢做的。

我从这篇课文中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团圆的美好愿望。那
丰富多彩的名风名俗，写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传
统。

春节读后感篇二

开学伊始，我读了老舍先生的《北京的春节》，读着读着，



我不由自主地羡慕怀念起以往过春节时的幸福场景：“小孩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
二满街走。”以往的春节总是那么令人期待，尤其是我们这
些小孩子们，内心那种期盼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今年春节，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席卷中华大地，
一时间，全民战疫代替了节日的祥和，紧张、冷寂取代了昔
日的热闹、繁华……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彻底粉碎了我对新
年的所有憧憬，往年过春节那林林总总的节日影象，在我看
来而今全成了单调无趣的符号，简直是一场灰色的噩梦!

“灰色”序曲

咦，真奇怪，这几天小区里怎么这么安静，连一片树叶落下
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往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人们可都是
要上街备办年货、放鞭炮，吃粘糖的。可是今年听到的却是
新冠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消息，我听后的第一反应是今年
的一切计划估计都要泡汤了。果不其然，坏消息传来，武汉
要封城了，爸妈也神情严肃的预测说，今年过年怕是要待在
家里了!我想，过年本应去外面好好玩一场，可因为这事，一
切都不能如愿以偿了，看到老舍先生的《北京的春节》里人
们又是扫房又是预备年夜饭的场景，我实在想大喊：“我太
难了”!

“灰色”高潮

“灰色”尾声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的脚步近了，本以为假期就要结束，
春节的尾声降临了，谁知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仍在持续上升，
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医护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湖北，从中央
到地方，人们纷纷驰援武汉，为此，今年的元宵节晚会也改
为战疫情特别节目，在晚会上我看到许多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的感人肺腑的事迹，心情也不由为之振奋，是啊!虽
然没有看到元宵花灯，但我却看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



结一心抗击疫情的精神气概!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不错的，虽不能用昔日的热闹、祥和来形容
今年的春节，虽说是过了一个灰色的春节，但我坚信：苦难
过后定会迎来一个崭新明朗的明天!《北京的春节》固然好，
我反而更爱今年这个“灰色”的春节!

春节读后感篇三

过年了，家家全都其欢笑，每个家庭热热闹闹的，多么的喜
庆，和谐，过年真是一年之中，最让人高兴的日子啦!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了，多么高兴啊!我和妈妈从朋
友家里送来的对联中，准备起来。我和爸爸拿着刚刚做好的
浆糊去贴对联，我拿着凳子，走出了门外，爸爸已经把黄色
的字被红色包在一起的对联贴好了。爸爸站在了椅子上，开
始站横联了，浆糊一糊上，在贴上，就好了。

终于到了晚上，我可以开始看那一年才有的特殊的节目，新
年晚会了。妈妈拿着包饺子所用的材料来到了客厅，来边包
饺子边看新年晚会。过了一会儿，春节晚会开始了，春节晚
会中里有各种各样的节目有小品，有才艺展示，还有唱歌，
这次的春节晚会有所不同，竟然用了立体影像来演出节目。

在节目的中间地方，我和爸爸拿着鞭炮去下楼放鞭炮去了，
我心中一直不停地在兴奋。爸爸拿着非常响的传统鞭炮去放
了，我站在一边的地方，只见爸爸点了火之后，立刻跑过来，
我赶紧捂起耳朵，可是鞭炮声太大了，就算是捂耳朵，也可
以听见声音，但是烟火和爆竹在过年时，才能体现热闹，放
完鞭炮，我和爸爸有放烟花，但发出去的不是烟花，而是发
出去没飞过楼房就爆了的小火花。



放完鞭炮后，我和爸爸走回了家中，终于能够吃饺子了，于
是，我和爸爸妈妈在边吃着饺子，边看后半段的春年晚会，
看完后，我对爸爸妈妈说：“在电视节目，只有春节没广
告”。

春节是真是红红火火，开高兴心啊!

春节读后感篇四

这篇课文紧紧围绕着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初一
和正月十五的相关场景。感受到春节习俗的丰富多彩和深刻
的内涵。文中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了文章的思路。

课文的最后一段以“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一眨眼就到了残
灯末庙。”同时，这一段与课文首句相呼应。

老舍爷爷在这篇文章中，各用了一句话来写“做年饭”
和“吃团圆饭。”作者以自己老家的风俗来写过年的场景。

这篇课文给我留下影像最省的除夕前，孩子们要做的三件大
事----买爆竹、买零七八碎儿的食品、买各种玩意儿。因为
这些事情也是我们过年时喜欢做的。

我从这篇课文中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团圆的美好愿望。那
丰富多彩的名风名俗，写出了我们中华名族的风俗，文化传
统。

春节读后感篇五

读了匆匆这篇课文，使我感慨万分，《匆匆》一文写了时间
飞快的流逝和作者对时间的惋惜。

当我读到“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这句话时，我
的感触很深，细想一下，我也已经读了六年书了，不知道，



从我手中已经溜去了多少时间，多少日子？这些日子里，时
间总会从我身边溜去，不管是在吃饭时，洗手时。时间都已
溜去。时间老人不会给一个人多一秒，也不会给一个人少一
秒，我们浪费的时间加起来，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是匆匆的。时间一去不复返，不会回
来，也不会停留。光阴似箭，时光如梭。时光总是在我们不
经意间溜走。时光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眨眼间时间就已
经溜走了。而想想自己，还不珍惜时间，起床时，还赖在床
上不起，要爸妈叫才起来；看电视时，还总是忘记写作业；
吃饭时，还总是吐吐吞吞的。这期间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啊！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写作业，可我却一直分心，没有好好写
作业，写作业时我又发呆，不想写作业，在写作业时，又走
神，在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回过神来，要写作业，又想去
上厕所，开始写作业，写着写着又玩起了笔，拿着笔转来转
去的。，这样一直分心，不认真做作业，一直分心在做其他
事，不认真做作业，就是在浪费时间。本来只需要20几分钟
就能写完的作业，我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完，这期间我
浪费了多少时间啊！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过去的日子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珍惜时间。

春节读后感篇六

《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说作者用充满京味的
语言来描述了一幅北京春节热闹的场景，表达出作者对北京
过春节习俗的喜爱之情。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
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北京的春节读后感吧!

今天，我仔细阅读了老舍先生写的《北京的春节》，从中积
累了许多关于旧时春节的知识，同时也对春节有了更深的了



解。

北京的春节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的，腊八时，各家都会用各种
米、豆、干果熬粥，这和我们现在比较相似。街上会出现卖
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货摊，那时的孩
子们喜吃一种用各种干果与蜜饯和成的东西，叫杂拌儿。我
想：它应该是薯片、蔬果干之类的吧!老舍先生写道：孩子们
还喜欢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这和我们现在的孩子特相
同，过年就喜欢放鞭炮和烟花，这多热闹呀!

那时的大人们，忙着给孩子们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
出万象更新的气象。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年妈妈都
要给我买新衣服过年，我特喜欢。老舍先生说：除夕家家赶
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
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
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
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
都要守岁。我们现在可没了这些规矩，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吃
完团圆饭，就急急忙忙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春节联欢晚
会了。

那时街上的店铺正月初一到初五关门，初六才开张，这和我
们现在大不相同了，我在正月初二时和爸爸妈妈逛街，各色
商店、超市，还有肯德基、麦当劳，全都人满为患，大家都
出来购物、消费，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我最喜欢花灯了，老
舍先生道：那时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
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
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如今
的花灯，除了保持原有的手工制作外，还增添了塑料、电动、
声控等特色，越来越丰富多彩。

你看，北京的春节虽与我们现在有些不同，但那热闹的气氛
始终没有改变，人们对迎接美好的明天都满怀着希望!新年快



乐!

今天，我怀着愉快的心情阅读了《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
课文的主要内容是说作者用充满京味的语言来描述了一幅北
京春节热闹的场景，表达出作者对北京过春节习俗的喜爱之
情。

北京的春节是热闹、喜庆而隆重的。

这篇课文紧紧围绕着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初一
和正月十五的相关场景。感受到春节习俗的丰富多彩和深刻
的内涵。文中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了文章的思路。

课文的最后一段以“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一眨眼就到了残
灯末庙。”同时，这一段与课文首句相呼应。

老舍爷爷在这篇文章中，各用了一句话来写“做年饭”
和“吃团圆饭。”作者以自己老家的风俗来写过年的场景。

我们这一带地方的风俗就跟北京不怎么相同，我们这个的地
方过新年不赶庙会，而北京就赶庙会。我们这个地方大部分
都还是和北京相同的----贴对联，穿新衣，拜年，吃团圆饭，
守岁等。我们这一带小孩也跟北京小孩过年差不多，都会用
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一些爆竹，买些玩具，还买些零七八碎而
的东西。。。。。。

这篇课文给我留下影像最省的除夕前，孩子们要做的三件大
事----买爆竹、买零七八碎儿的食品、买各种玩意儿。因为
这些事情也是我们过年时喜欢做的。

我从这篇课文中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团圆的美好愿望。那
丰富多彩的名风名俗，写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传
统。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不
同的地区、民族过春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著名语言大
师老舍，用他的大笔、风格、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
的民风民俗画卷，让我们无不感受到北京过春节的隆重和热
闹，也让我们领悟到了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作者先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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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详细描述过春节的三次高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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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观花灯、放鞭炮、吃元
宵。最后写正月十九春节结束。

不仅仅是北京有隆重的春节，还有我们浙江省宁波市的春节，
也称得上是热闹啊!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
苏草木更新。人们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寒冬，早盼着
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
舞地迎接这个节日。

千百年来，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
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
卫生，是我们素有的传统习惯，也是全国人民素有的习惯。
打扫完，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日前十天左右，人们就
开始采购，年货包括鸡鸭鱼肉、油盐酱醋、瓜果蔬菜，都要
买齐全，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拜访亲戚朋友时赠送的礼品，
小孩子要添新衣服，准备过年时穿。

春节是个欢乐和祥的日子，愿每个人都新春快乐，恭喜发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