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 范进中举读
后感(优秀9篇)

欢迎词的主要任务是向嘉宾介绍活动的主题、目的和重要人
物，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整个活动中去。一篇好的欢迎
词应该具备连贯性，将不同的致辞内容有机地串起来。以下
是一些经典欢迎词的摘录，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它们的精彩之
处。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一

有人批评我为什么痴迷于科举考试？尤其是那个吴敬梓。

你们是不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啊。是社会风气逼得我非考不
可。

就说我的老丈人吧，我只中个秀才的时候，骂我是癞蛤蟆，
骂我是现世宝，所骂语言无所不用其极。我也是堂堂男子汉，
我心里很生气很委屈。但是他就是等级观念特别严重，瞧不
起我。我在他面前弯腰作揖瞧见他又晃晃的衣袖和裤子时候，
心里暗自发誓，我要做人上人，我要这老家伙在以后发达的
我面前温顺如狗。

我去赶考了，怀揣着我的不屈不挠的雄心和金光闪闪的梦想。

你是不知道，那些村民多么的冷漠，因为我只不过是个穷秀
才而且是绝对不可能中举的穷秀才。也不知道是哪个现世宝
传出来的，说我考中秀才是主考施舍给我的名额指标，结果
呢，这些个村民断定我不会有飞黄腾达的一天，他们冷冷的
待我。我去赶考这三天，家里没有米吃，隔壁的王家知道我
的妈妈和我的老婆正在忍饥挨饿，也吝啬的不施舍一点米面。
而且王家的第八个儿子，也就是王八，还口口声声的
说：“范家小子是神经病，整天忙活着猴子捞月亮的事



儿。”我回到家看着饿得眼睛都看不见的妈妈和有气无力的
老婆，我就悲从中来，恨从心生。我一定要赶考胜利，不然
的话在这趋炎附势的社会里就不会有我生存的机会。

我每天晚上都在做梦。做着中举人的梦，我梦见中举之后我
的老丈人对我如春风一样温暖；我梦见村里的人们对我如夏
天一样火热。原来的家乡贵人与我称兄道弟，并且开始与我
合计如何编织新的升官发财的人际关系网。

我一定要中举，因为：“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我一定要中举，因为在这世道里，银子是友谊亲情爱情这些
娇艳花朵的雪白的土壤，银子是微笑尊敬夸奖这些美丽花朵
的结实的'枝干。

我厌恶这样的社会，我也没办法，我只能适应它。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二

有人说《范进中举》是一部喜剧。当然，文中人物滑稽的动
作、表情、神态都刻画的惟妙惟肖，也确实会让人不禁大笑，
再加上最后大团圆的结局，就更证明了这是一部彻彻底底的
喜剧，但大笑之后，却也不得不去挖掘文章所包含的更深奥
的意味。

范进在中举之后就疯了.从这一点看来，他又是那么可悲，可
悲的不是那让人不堪入目的外表，而是他早就失去了的灵魂.
寒窗苦读几十年，只为中举，现在中了举之后，难免受不了
刺激。但这个科举制度除了改变了读书人还改变了周围的事
物： 起初，范进向老丈人借盘费去乡试时，被老丈人一口啐
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当范进中举的消息一得知，这对待范进的态度就像是由一只
凶猛残忍的老虎一下子变成了乖巧听话的小绵羊一样，不仅



送给范进银子，在起初时还说范进一无是处，而在中举之后
却大为赞赏。邻居也纷纷送给他东西，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
人们趋炎附势的丑陋嘴脸。可见，封建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深
地毒害了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所以我审视今天的社会，也要从社会现象来看，要改革这些
落后的制度。要推陈出新，制定出适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
生活会蒸蒸日上的法规。

新时代，新思想，需要保持与时俱进的饱满状态，向前。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三

我国的讽刺文学有着久远的传统。早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
就已有颇具讽刺意味的作品。《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我
国讽刺文学的优良传统，《范进中举》就是《儒林外史》中
比较出色的一篇文章。

《范进中举》讲述的是一个叫范进的老书生在他五十四岁那
年考上了举人，周围的人包括他的亲人，由先前的冷嘲热讽
到对他热情恭维起来，就连平时动不动打骂他的丈人也对范
进献起殷勤来。

当我看到，范进对他的老师说，他年龄五十四，已经考了二
十次科举时，我不禁吓了一跳，怎么考到这么老，难道没有
别的出路了吗？如果是我，两考不过就别的活了，不可能考
几十年还这么固执。妈妈告诉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封建时期的大家都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功成名就。考过
了，就能当官，当官就有了权，有钱人再和有权人进行钱权
交易，名和利就双丰收了。所以，范进张进李进王进等书生
才拼命地考试。

果然，范进考过没多久，就有地主乡绅给他送钱送物，不久
他就过上了人上人的好生活，很快就融入了官场，学着别的



官员借视察的名到处打秋风了。

这就是讽刺，《儒林外史》的作者用这本书讽刺了当时的社
会现状，向大家展现了一个病态的社会。

《儒林外史》这本书我还了解的不多，但我知道里面一定有
更多有趣的知识。作文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四

近几日来，我读了一篇叫《范进中举》的文章，它是吴敬悻
所作，摘自《儒林外史》第三回，这也是我们初三课本中的
一篇文章。

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范进的中年男子，多次考科举，但他
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在自己垂老之年，意外考上
了“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可是因为激动过度而喜急成
泣—发了疯。是他的老丈人胡老爹一巴掌打醒了范进。围绕
着范进的中举，周围的各色各路的人也极尽趋炎附势的丑态。

不说别人，我们就来说说范进的老丈人—胡老爹。再范进向
胡老爹借去乡试的盘缠的时候，胡老爹大声训斥、辱骂，说
他是个“活现宝”“烂忠厚没用的人”“尖嘴猴腮”一副穷
酸样，还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抛尿照照你自
己”骂的范进一无是处、找不着北：但是在他渎职范进考中
的时候，又大嘉褒奖范进，说是“贤婿”“才学高”“品貌
好”，其意就是讨好、奉承范进。

不光是胡老爹，连范进本人也是一个样。去考试的时候被胡
老爹骂的狗屁不是，却甘受屈辱、唯唯连声，还说“岳父见
教的是”，一副任人辱骂、任人宰割而有无动于衷的样子，
但在考中的时候又是高人一等，现在胡老爹对范进是卑躬屈
膝。



本文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真实的反映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
人的心灵的荼毒。你看，范进为了作官，为了考中，不知经
历了多少次考试，不知挨了多少骂，考上的秀才还是“舍
与”他的，鬼才知道这个“亚元”咋来的呢!

读了本文我深深的感到：在封建时代，以八股文为内容的科
考是多么的残害人民，残害他们的心灵，清政府是一个无能
的政府，是一个害人的政府啊!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五

最近，我学习了《范进中举》这篇运用了鲜明对比手法的课
文，范进中举读后感。

课文主要以范进中举前后周围众人对他的态度进行了鲜明对
比。

合上课本，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篇课文给我的启示有很
多。

范进在中举之前，家里贫困，经常揭不开锅。但对此，他的
邻居们也毫无同情心，不曾向范进伸出援助之手。作为丈人
的胡屠户，也常盛气凌人地将范进骂得狗血喷头。范进对此
表现出了逆来受顺、忍气吞声。

终于，几年的苦心孤诣令范进金榜题名，高中举人。此时，
他身边的人们对他的态度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原本冷淡的
邻居，变得热情起来，有的拿米，有的拿酒，前来恭贺；胡
屠户也一改往日的凶态，对范进称赞不已，毕恭毕敬；乡绅
地主更是和他攀亲结戚，巴结讨好。

这前后因范进中举发生的强烈变化，令我认识到了当时社会
的世态炎凉，趋炎附势、嫌贫爱富之类黑暗风气的盛行。



虽说祖国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但从中我也感悟到：
只有自己有本事，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中学生，我要做一个公平公正、表里如一、
拥有真才实学的人，为祖国更好地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六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思，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
水流花谢知何处。

二十多岁开始应试，考了二十多次，到五十四岁才中了个秀
才，可见你是多么“顽强”，为了功名，一直奋斗二三十年。
在家中你妻子对你呼东唤西，老丈人更是百般呵斥，如今考
上了，也改变不了你在家地位的卑微。

面对即将上路考试，但没有钱的困难，你“勇敢”的向丈人
要钱。最后，钱没借到，反而一脸唾沫星子的回来了，而且
没有任何要反抗的想法。原来你已经却懦麻木了！而考试回
来，却不知妻儿丈人早几日无进食，还是母亲让你卖鸡换粮，
否则估计要和西北风了！你真是迂腐无能的一个人！

谁不知范进多年苦心追求功名为了什么？当然是至高无上的
地位和一大把的银子。中举消息一出，张大人又来巴结了，
可真是“今非昔比”了。这不，有送银锭有送房，你表面上
再三推辞，还不晓得你在心里是怎样的奸笑呢！得了钱，你
有虚伪的把几锭银子交给老丈人，心里又不知算计这什么。
你的一个个细小的动作和表情无时不展现你的奸诈和猥琐。

灰太狼为了抓羊坚持不懈，而你却是为了利益永不放弃；灰
太狼身边有红太狼，你身边却有只“屠户狼”！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七

有人说范进中举是一部喜剧。当然，文中人物滑稽的动作、
表情、神态都刻画的惟妙惟肖，也确实会让人不禁大笑，再
加上最后大团圆的结局，就更证明了这是一部彻彻底底的喜
剧。但大笑之后，却也不得不去挖掘文章所包含的更深奥的
意味。

范进在中举之后就疯了。从这一点看来，他又是那么可悲，
可悲的不是那让人不堪入目的外表，而是他早就失去了的灵
魂。寒窗苦读几十年，只为中举，此刻中了举之后，难免受
不了刺激。但这个科举制度除了改变了读书人还改变了周围
的事物:起初，范进向老丈人借盘费去乡试时，被老丈人一口
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当范进中举的`消息一得知，
这对待范进的态度就像是由一只凶猛残忍的老虎一下子变成
了乖巧听话的小绵羊一样，不仅仅送给范进银子，在起初时
还说范进一无是处，而在中举之后却大为赞赏。邻居也纷纷
送给他东西，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人们趋炎附势的丑陋嘴脸。
可见，封建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深地毒害了知识分子，给知识
分子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所以我审视这天的社会，也要从社会现象来看，要改革这些
落后的制度。要推陈出新，制定出适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
生活会蒸蒸日上的法规。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八

12月2日，寒风料峭。由晋剧名家谢涛领衔主演的晋剧《范进
中举》十年回归演出在青年宫演艺中心精彩上演。晚上7点半
开演，在六点的时候剧场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当晚剧场一
千个座位，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叫好声不断。

《范进中举》是吴敬梓先生《儒林外史》里十分经典的故事。
很多剧种都有这出戏，但我觉得唯有晋剧范进中举人物塑造



的最为成功。因为范进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
除去受科举制度毒害下的性格缺陷外，依旧还有母子情深，
夫妻意浓的情感。全剧虽然没有很多的人与人的矛盾和冲突，
但故事线索十分明确且流畅。第一场范进的出场很巧妙，在
母亲和妻子正寻他时，他从一堆书后面缓缓站起，口中念着
古文。这一典型的酸腐文人形象立刻呈现在我们面前。之后
无钱赶考的苦楚。与岳父见面的无奈和恐惧，街头卖鸡的羞
涩，一纹钱的羞辱，考后的紧张，中举的疯癫，恢复的变化
都充分突出了人物内心矛盾。好的戏剧必须有典型人物在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细节去丰富人物和故事，使人物性格更加鲜
活，更为观众所喜爱。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在《选择与安排》一文中写道：“戏
剧描写的是人和事，而人和事的错综关系向来极繁复。一部
戏剧在这无穷的人事关系中割出一个片段，使它成为一个独
立的'片段，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从划定小范围来说，
一部戏需要选取一个主要人物和故事作中心，其余人物做穿
插，再就一个人物来说，必须选择某一典型性细节，有了它，
其他无数的细节就可不言而喻了”。晋剧《范进中举》就做
到了这一点，就是依赖于它有着深刻意义且有趣的故事和众
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之所以鲜活就是靠着一枚
钱，一束发，一只鸡，一个竹竿，一把扫帚。这一个个精心
选撷与锤炼的典型细节来丰富的。

本剧思想内涵及其深刻。不仅仅是去批判科举制度，更多的
是由浅入深地去开掘一种人性，一种文化当中的弊端推向极
致后形成的一些变异。

我对这出戏感情特别深，一晚上落泪5次。因为范进这个人物
形象和我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了。每一场戏都与我产生思想共
鸣。高考前的精神衰弱，考研时每天5点40起，一天学习15个
小时的状态，出成绩时的紧张，等待分数线的纠结和无奈。
在看完戏后这一幕幕和刚才的演出画面在我脑海中回荡。什么
“人不中举鬼中举，全把幡旗当锦旗”这词看着就让人顿觉



凉意。什么“娘前不是孝道子”让我想起了我念了20多年书，
父母对我的关怀。什么“老范进去教小范进，误人子弟心何
忍”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写在我的备课本上的一句话，每当
给学生上课，讲题，我都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让学生有所
真正的收获。

再谈谈表演，整剧道具采用实物，更具真实性，生活化，场
间采用切光，大背景用升降式，简约精致。三十三个人的乐
队丰富而动听。谢涛老师的唱念做打以情动人，声情并茂，
真正做到了思想与情感的密切结合。表演上游刃有余，很多
细节处理的“多一分则深，减一分则浅”使范进的独特人物
性格展现的至深，至切。比如“发疯”这场戏里的骑竹马，
和扫帚写字。这很明显是我们生活中的孩童游戏和一些公园
里的大笔书法。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些表演都是生活
艺术真实美，使看惯了戏曲程式化，千人一面的表演的观众
耳目一新。

于心的小感动，其一，我7点进剧场，在乐池旁溜达，7点半
开演我才知道，从7点谢涛老师就在舞台上的一堆书后面蹲着
候场（第一场出场是从书堆后站起来）。其二，谢涛老师今
天右膝盖的筋扭了，可在舞台上还很完美呈现，没有失误，
很多高难度动作她都硬撑着。谢幕时讲话那么的可爱，可亲，
可敬。在太原的市团的平台上谢涛老师能获文华奖，白玉兰
奖，两次梅花奖，并且不断的出精品，出佳作，多么的了不
起。

晋剧有谢涛，晋剧之幸也，戏曲之幸也！

读范进中举后的感悟篇九

考试，恐怕是咱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最耳熟
能详、也最惊心动魄的一个词了。不是吗?追根溯源，正规的
科举考试早在隋朝就开始了，一千四百多年过去了，各种各



样的考试非但从未间断，反而越来越多。问一问任何时代的
学生，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呢?可考试多了，怪事也就多了。
古代有，比如范进发疯;现在也有，高考落榜自杀的事情不是
屡见不鲜吗?纸上笔下的事情竟然会有这样惊人的结果，让人
心惊肉跳之余，也不禁若有所思。

本来，考试应该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以科举取十而论，它的
产生实是中国人才选拔和官僚休制的一大进步。在实行利举
制度之前，任命官职的制度称作“九品中正制”，其实就是
按门第高低往下排，根本不用考试。这与两晋南北朝时盛行
的士族门阀制度是相适应的。只要出身高门，即使无才无德
也有大官等着你去做;但如果出身平民，无论多么才华横溢，
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所以科举制度的实行，实际是给下层
的人民开辟了施展才华的途径，于国于民都是一大进步。唐
宋的社会繁荣、人才辈出，与科举制度的设立是分不开的。

然而历史好像总有一种变坏的趋向，当事情好到一定程度的
时候必然下落科举制度到了明清，体系变得空前完备，但内
容也变得空前僵硬。体栽分三段，有八股，考试必须一级一
级向上挣，文章必须中规中矩地按框写。十年寒窗，无数次
考试，其实都是在死记硬背、断章取义、陈词滥调地写文章、
读经书。这个制度基本上已经失去了选拔天下人才的积极作
用，考生们的脑筋都被那些条条框框僵死了，都是为了考试
而去考试，还有几个人能有心思去钻研真正的“微言大义”、
真正地去忧国忧民?于是在明清的科举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
的悲剧和疯魔。范进的发疯尽管有文学的夸张，却也是真实
的写照。

看来，千载之下，仍有科举的遗风。但如果忘却了考试的本
来意义，纵然再考到一千年后，又会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我为
考试感到悲哀―不能消除的悲哀。

《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的精彩篇章，围绕着范进这个
穷困已久终于一日“高中”的文人，一群可笑可鄙之人跃然



纸上。不过，当嘲弄和鄙薄的感情滑过，掩卷沉思时，我顿
悟：他们都是受害者呀!

范进，这个滑稽剧的中心人物，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
他永远沉浸在四书五经中，没有什么实用的本领。考了几十
年，青春年华都消耗在考场上了。在这几十年里，他对这个
社会有什么贡献吗?可以说接近于零。非但他一个人穷得有上
顿没下顿，连带着妻子和含辛茹苦养育他的老母亲也饥一顿
饱一顿。看，为了凑点盘缠去应乡试，“家里已是饿了两三
天”!老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若是不中，范进还会
在科举的栓桔中挣扎下去，直到死去;中了，这一飞来喜讯让
范进高兴得发了疯!何等可叹可笑!

胡屠户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其嘴脸让人作呕。但其前据
后恭的表现不也是由于封建科举的巨大影响力吗?他是怎么看
举人的呢?“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
城里张府卜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
总之，觉得自己的女婿中个秀才已是宗师的恩典了，想中举
人纯粹是“想天鹅屁吃”!范进在这位脾气颇大的老丈人面前，
每每都被骂得狗血喷头。而范进一中举人，立时在胡屠户心
里变成“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心理作
用之大，竟然在打过范进之后，“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
过来”!这封建科举之毒，实在是毒人心扉呀!

其他如胡氏、范进母亲、街坊等人，或直接，或间接，也都
是科举教育的受害者可怜他们身陷其中，尚不自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