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汇总18篇)
奋斗是一种成长，通过不断努力和挑战，让自己更好地成长。
还要善于总结并改进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
和素质。奋斗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能够成功，但不奋斗则一
定无法成功。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一

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济南的冬天》了，这篇文章是老
舍写的。老舍吧唧难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老师布置我预习第十二课《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好奇心
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用了一个词“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很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中心。老舍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还几个修
辞手法，比如比喻句，这个比喻句写得非常好：“一个老城，
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换醒。”还有一个拟人句：“那点薄雪好像突
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颜色”。

老舍之所以把济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是因为其间老舍
“努力的`创作，快乐的休息”。

我喜欢老舍，但是我更喜欢出自于老舍笔下的文章！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二

老舍笔下济南的冬天确实好美、好美！老舍虽然没有用华丽
的词汇，但字里行间无不透过着老舍对济南的深爱，济南在
老舍眼里简直是人间天堂！我记得他老人家曾说过“济南的
秋天是诗意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了瑞士，把春天赐给



了西湖，把秋天和冬天全赐给了济南”！从此你可以看出我
们的先师是多么地喜爱济南！瑞士只占了一个夏天，西湖只
占了一个春天，而济南确足足占了一个秋天和冬天！！可见
济南在先师心目中的份量！

可是，可是，我们生活在先师笔下的天堂里，我们感到了什
么？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如何向先师交待？生活在济南这
座美丽城市的人，醒醒吧！当你站在济南的土地上，我不知
道你听到了她的心跳没有，如果你没听到，你就太盲目了？
我们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你们的每一步规划，当你们的.笔在
蓝图上划出一个符号时，笔尖下发出的微微的“沙沙”声可
是济南的喘息啊！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三

冬，本应是寒风凛凛，一片白雪皑皑的。可是，老舍笔下的
冬天，却是温晴的。

印象中的冬天，应是如黄升写的那般，“冰雪襟怀，琉璃世
界，夜气清如许”。但，济南却不是这般的。它没有“千里
冰封”，亦没有“万里雪飘”。它的冬天，是安逸的。它有
可爱的小山照顾着，自然是如春般温暖的。

即使是下雪，济南也不会有“天将暮，雪乱舞”之景，唯有
那若“柳絮因风起”的细雪纷纷。带着凉意，悄悄地莅临，
它以独特的方式，给小山，给天边，绘上一层银边。矮松定
然是不畏冬天的，虽没有“大雪压青松”，可依然“青松挺
且直”。树尖儿上，顽皮的雪花化作了一顶白帽，点缀着矮
松。远处的'山坡，依稀可见微黄的夕阳映着透着粉红的细雪，
而村庄的房屋，迎着残霞，挥手告别。

济南的冬天便是如此，没有严寒，没有狂风暴雪。有的是如
水墨般的安逸、和谐与诗意。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四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写景散文。作者老舍在文
中围绕济南冬天“温晴”这个特点，生动而真切的描述了济
南的山、水、城、雪等景物，着重突出了济南气候的温和、
山青水绿、美丽如画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品
味语言、理解字词、学习句子，理解资料、领悟主旨、体会
情感是本篇文章在教学中需重点注意的资料。

为了能更快更好地理解文章资料、体会情感，教师的第一个
教学环节就是对课文的品读，而品读又包括初读以及精读两
部分资料。在初读课文时，学生经过对课文反复的朗读，去
感悟、体验语言材料传递的思想情感和人文内涵;经过读，去
感受作者在文中所表现的济南冬天的'特点。在精读课文时，
学生结合自我的理解谈自我对课文印象深刻的地方，从而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五

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济南的冬天》了，这篇文章是老
舍写的。老舍吧唧难看做自我的“第二故乡”。

当教师布置我预习第十二课《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好奇心
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用了一个词“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很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中心。老舍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还几个修
辞手法，比如比喻句，这个比喻句写得十分好：“一个老城，
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换醒。”还有一个拟人句：“那点薄雪好像突
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颜色”。

老舍之所以把济南看作自我的“第二故乡”，是因为其间老舍
“努力的.创作，欢乐的休息”。



我喜欢老舍，可是我更喜欢出自于老舍笔下的文章！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六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老舍先生在英
国讲学六年之久，英国的雾气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来
到被誉为“泉城”的山东省会济南后，感受十分强烈。标
题“济南的冬天”，简洁明了地点明地点，节令。告诉读者，
它是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冬天。因此他紧紧抓住济南冬天“温
晴”这一特点，描述出一幅幅济南特有的动人的冬景；老舍
先生还善于描述主要景物的主要特征，表达自己最鲜明的印
象和感受。以下是一篇《济南的冬天》读后感：

济南的冬天是美的，老舍先生笔下济南的冬天更美。那山、
那水、那阳光、那白雪……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个性是浸
透在如诗如画美景中的浓郁情致，更使作品带有了一种神韵，
一种悠长的味道。本文值得玩味的地方是很多的，在此略述
以下几点：

文章布局谋篇层次井然。开头一段，写济南冬天的天气。作
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透过和北平、伦敦、热带的比较，写
济南冬天无风声、无重雾、无毒日的“奇迹”“怪事”，突
出它的“温晴”，赞誉它是个“宝地”。这是贯串全文的主
线，济南冬天独有的美景，都是与此相联系的`。第2段开始，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是个重要的过渡句，
转到对冬天山水的描述。在分写山水之前，先给人以济南的
总体感，用拟人的笔法烘托出一个“暖和安适”的“理想境
界”。作者紧扣住这一点，绘山景，描水色，寓情于景，既
表现济南冬天山水之美，又寄寓对祖国河山真挚的爱。文章
用了三段文字写冬天的山景，先写阳光朗照下的山，次写薄
雪覆盖下的山，再写城外远山，勾画出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第5段写冬天的水色。作者极写水藻之绿，以衬托水之清澈、
透明。又拓展想像，将天光、水色融为一体，描绘泉城鲜亮
明丽的色彩。最后，以简明有力、含义丰富的一句结束。全



文安排有序，脉络清楚，衔接紧密，推进自然。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七

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济南的冬天》了，这篇文章是老
舍写的'。老舍吧唧难看做自我的“第二故乡”。

当教师布置我预习第十二课《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好奇心
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用了一个词“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很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中心。老舍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还几个修
辞手法，比如比喻句，这个比喻句写得十分好：“一个老城，
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换醒。”还有一个拟人句：“那点薄雪好像突
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颜色”。

老舍之所以把济南看作自我的“第二故乡”，是因为其间老舍
“努力的创作，欢乐的休息”。

我喜欢老舍，可是我更喜欢出自于老舍笔下的文章！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八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写景散文。作者老舍在文
中围绕济南冬天“温晴”这个特点，生动而真切的描述了济
南的山、水、城、雪等景物，着重突出了济南气候的温和、
山青水绿、美丽如画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品
味语言、理解字词、学习句子，理解资料、领悟主旨、体会
情感是本篇文章在教学中需重点注意的资料。

为了能更快更好地理解文章资料、体会情感，教师的第一个
教学环节就是对课文的品读，而品读又包括初读以及精读两
部分资料。在初读课文时，学生经过对课文反复的朗读，去



感悟、体验语言材料传递的思想情感和人文内涵;经过读，去
感受作者在文中所表现的.济南冬天的特点。在精读课文时，
学生结合自我的理解谈自我对课文印象深刻的地方，从而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九

冬，被许多文人墨客所赞赏，从古至今写冬景名篇层出不穷，
但只有老舍才把冬天具有的独特风格完全表现出来，济南的
冬天更给文章增添了一份绚丽的色彩。读了老舍的文章，让
我身临其境，深刻体会到济南冬天的美丽。

老舍的这篇文章让我身临其境，感到济南冬天阳光的温和，
照在身上，仿佛母亲的手抚摸着你，济南冬天的山十分可爱，
远远望去一个个小摇篮，济南冬天的雪十分奇特，到处都是，
像白花，像花衣，像薄雪。济南冬天的水十分奇怪，反倒冒
热气，像一块透亮的蓝水晶。

读了老舍这篇文章，让我深深了解了冬天，心不由的自已想
去济南看一看，领略一下冬天济南的神奇风光，老舍把济南
冬天的美景无一例外比喻化，拟人化，更加写出了济南冬天
的迷人风光。

济南的冬天是美丽的.，却又不灿烂，济南的冬天是多姿多彩
的，却又不眼花缭乱，济南的冬天让人神往。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写景散文。作者老舍在文
中围绕济南冬天“温晴”这个特点，生动而真切的描写了济
南的山、水、城、雪等景物，着重突出了济南气候的温和、
山青水绿、美丽如画的特点。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品
味语言、理解字词、学习句子，理解内容、领悟主旨、体会
情感是本篇文章在教学中需重点注意的内容。



为了能更快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体会情感，教师的第一个
教学环节就是对课文的品读，而品读又包括初读以及精读两
部分内容。在初读课文时，学生通过对课文反复的朗读，去
感悟、体验语言材料传递的思想情感和人文内涵；通过读，
去感受作者在文中所表现的济南冬天的特点。在精读课文时，
学生结合自己的'理解谈自己对课文印象深刻的地方，从而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一

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济南的冬天》了，这篇文章是老
舍写的.。老舍吧唧难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老师布置我预习第十二课《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好奇心
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用了一个词“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很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中心。老舍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还几个修
辞手法，比如比喻句，这个比喻句写得非常好：“一个老城，
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换醒。”还有一个拟人句：“那点薄雪好像突
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颜色”。

老舍之所以把济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是因为其间老舍
“努力的创作，快乐的休息”。

我喜欢老舍，但是我更喜欢出自于老舍笔下的文章！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二

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济南的冬天》了，这篇文章是老
舍写的。老舍吧唧难看做自我的“第二故乡”。

当教师布置我预习第十二课《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好奇心



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用了一个词“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很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中心。老舍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还几个修
辞手法，比如比喻句，这个比喻句写得十分好：“一个老城，
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换醒。”还有一个拟人句：“那点薄雪好像突
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颜色”。

老舍之所以把济南看作自我的“第二故乡”，是因为其间老舍
“努力的创作，欢乐的`休息”。

我喜欢老舍，可是我更喜欢出自于老舍笔下的文章！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三

我刚开始读《济南的冬天》的时候，认为这篇文章的一些句
子和词太难理解，反复地读了多遍才体会到了这篇文章的含
义。文章妙语连珠，不知不觉间我已鼓掌多次，后几段重点
突出了一个“妙”字。比如有一句，“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
那些小山太秀气！”表达了对济南小山的赞叹和热爱的感情。
还有作者还用了“卧”来拟人化的写小村庄屋顶上的雪，很
恰当地表达了一种安适平静的气氛。

我没太关注过雪，更没去过济南，由于我看了这篇文章，认
识了济南的小雪是少而薄的，让我长了见识。

我不喜欢冬天，冬天是很冷的，大家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大街上的人们都行色匆匆，盼着家里的温暖。而在济南，冬
天是那么的温暖，不像伦敦暗无天日，也不像热带，日光剧
毒，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冬天。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四

好像全国的夏天都是一样的热，我到济南的时候，觉得没比
海南凉快多少，而且由于我和他个头差距太悬殊，没法打伞。
导致那三天就那么赤裸裸地呆在太阳光下与济南的阳光来了
次亲密接触。是的，我只在济南呆了三天，所以并没有彻底
地感受济南的山水人情。三天的行程感觉时间特别紧，印象
中自己一直在走、走、走，当然，那时候有他在身边，就那
么一直走也觉得幸福。

荷花的对面比较远的地方，是济南象征性的雕塑。天蓝色的，
中间有一颗明珠，很艺术。不过我是俗人一个，不懂该怎么
欣赏，也看不出它的意义。晚上的泉城广场特别热闹，跳舞
的、练武的、耍双节棍的、滑旱冰的、遛弯儿的、卖东西的，
反正我觉得比白天热闹多了。身处在这样的环境我也异常的
兴奋，吵着嚷着让他给我买好吃的。最后他给我买的棉花糖，
这是他第二次给我买棉花糖。也怪天太热，还没吃几口就都
化了，弄得一脸一身一手都是，然后他再很无奈的给我擦。
嘿嘿，总共我就吃两次棉花糖，两次都让我印象深刻，心里
感动，觉得幸福。

跑题了，我再说回来。济南三大名景：趵突泉、大明湖、千
佛山。这三个地方要是没去上一去，那真是白来济南了。由
于时间关系，我只去了趵突泉。照了很多照片，都好好珍藏
起来了。传说中的72泉眼（是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反正大部分已经不冒水了，变成一滩死水了。最著名的泉眼
当然还在冒，不过也不像小学课本里的照片上那样那么壮观
了。一汪池水清澈见底。那天是个大晴天，阳光照在池中明
晃晃的。池底有很多亮闪闪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他拿出
一枚硬币跟我说，许个愿吧。原来，这还是许愿池呀。后来
他带我来到一个示意图那，一边让我看一边给我讲趵突泉冒
水的原理，原谅我嘴笨，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反正由于
地下水线下陷，导致了趵突泉很多泉眼不冒水，如果还这样
下去，早晚有一天，世界上不再有趵突泉。听的'我好伤心。



老舍先生眼中秀气的小山，我是在第二天体会到的。

对了，他还带我去了一个小吃街，叫“芙蓉街”，里面都是
卖吃的的。我以为他会带我从街头吃到街尾，可是没有。他
说这些东西看看就好，吃的话太不卫生……虽然心里有点不
甘心，可还是听了他的话。唉，有点小遗憾。

由于种种原因，济南之行就这么草草结束了。回家的路上，
他跟我说，等明年暑假（也就是今年）去找他，再带我去大
明湖和千佛山。我满心期待着，以为一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
的。确实很快，不过比时间更快的，他已经离开我了。我没
再去过济南，也没再见过他。没关系，以后我自己去，两个
人的约定，我一个人也可以完成。

好吧，这已经不是一篇读后感了，算是一篇回忆吧。借着回
忆济南之行来回忆他。分开大半年了，我有时还会想起他。
忘记？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又何必强迫自己忘记呢？平静的
想念，也未必是坏事。嗯，就到这里吧，我的济南之行。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五

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济南的冬天》了，这篇文章是老
舍写的。老舍吧唧难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老师布置我预习第十二课《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好奇心
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用了一个词“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很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中心。老舍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还几个修
辞手法，比如比喻句，这个比喻句写得非常好：“一个老城，
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换醒。”还有一个拟人句：“那点薄雪好像突
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颜色”。



老舍之所以把济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是因为其间老舍
“努力的创作，快乐的'休息”。

我喜欢老舍，但是我更喜欢出自于老舍笔下的文章!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六

老舍笔下济南的冬天确实好美、好美！老舍虽然没有用华丽
的词汇，但字里行间无不透过着老舍对济南的深爱，济南在
老舍眼里简直是人间天堂！我记得他老人家曾说过“济南的
秋天是诗意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了瑞士，把春天赐给
了西湖，把秋天和冬天全赐给了济南”！从此你能够看出我
们的先师是多么地喜爱济南！瑞士只占了一个夏天，西湖只
占了一个春天，而济南确足足占了一个秋天和冬天！可见济
南在先师心目中的份量！

可是，可是，我们生活在先师笔下的天堂里，我们感到了什
么？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如何向先师交待？生活在济南这
座美丽城市的人，醒醒吧！当你站在济南的土地上，我不明
白你听到了她的心跳没有，如果你没听到，你就太盲目了？
我们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你们的每一步规划，当你们的笔在
蓝图上划出一个符号时，笔尖下发出的.微微的“沙沙”声可
是济南的喘息啊！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七

老舍的文章，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济南的冬天》
了，这篇文章是老舍写的。老舍吧唧难看做自己的“第二故
乡”。

当老师布置我预习第十二课《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好奇心
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用了一个词“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很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中心。老舍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还几个修
辞手法，比如比喻句，这个比喻句写得非常好：“一个老城，
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而安适的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换醒。”还有一个拟人句：“那点薄雪好像突
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颜色”。

老舍之所以把济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是因为其间老
舍“努力的创作，快乐的休息”。

我喜欢老舍，但是我更喜欢出自于老舍笔下的文章！

济南的冬天读后感篇十八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写景散文。作者老舍在文
中围绕济南冬天“温晴”这个特点，生动而真切的描写了济
南的山、水、城、雪等景物，着重突出了济南气候的温和、
山青水绿、美丽如画的特点。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品
味语言、理解字词、学习句子，理解内容、领悟主旨、体会
情感是本篇文章在教学中需重点注意的内容。

为了能更快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体会情感，教师的第一个
教学环节就是对课文的品读，而品读又包括初读以及精读两
部分内容。在初读课文时，学生通过对课文反复的朗读，去
感悟、体验语言材料传递的思想情感和人文内涵；通过读，
去感受作者在文中所表现的济南冬天的`特点。在精读课文时，
学生结合自己的理解谈自己对课文印象深刻的地方，从而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