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台阶读后感(通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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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阶读后感篇一

当我们从李森祥的《台阶》上迈下，当我们再次回眸台阶上
的父亲，我们蓦然发现，生活中的.父亲们不也是在砌台阶吗？
他们用一辈子为自己，为家人，为下一代的孩子们殚精竭虑
地砌着或高或低的台阶。

是的，我们的父亲或许平凡，或许卑微。然而就是他们血管
中涌动的那一份坚韧与顽强幻化成了我们人生的台阶，撑起
了一个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让我们对普天下所有的父
亲致敬，真诚地道一声：辛苦了，我的父辈们，谢谢您们！

台阶读后感篇二

这个星期，我们学习了李森祥的散文《台阶》，通过对课文
的学习，我感触颇深。文中的父亲要强、不服输、有理想、
有干劲，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能得到村里人的尊重，他下
定决心要造新房、建九级新台阶，为此他花了大半辈子的时
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新房造好了、台阶建成了，父亲的
身体却垮了。

我的父亲，相貌平平，学历不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整天劳作于农田之中。虽然如此，可是父亲对我的爱却一点
也不平凡。

那时，是小学六年级，我即将面临小升初的选择。我忧，我



愁，但我所烦心的却不是小升初的考试，而是我要选择一所
适合自己初中。按就近入学的道理来说，我应该读镇上的初
中，无须为此事烦心。可我并不想如此，我想去教育资源更
丰富、学风更纯朴、竞争更激烈、读书氛围更浓厚的地
方——惠水县城。

临考前一个星期，我小心翼翼的试探着问父亲：

“爸爸，我去哪儿读初中啊？”

“岗度中学。”爸爸说。

“我不想去。”我小声的说。

“你看摆金中学怎么样？”爸爸又说道。

我摇了摇头。

一阵沉思后，父亲缓缓地说：“那就去惠水四中。”

当时，我欣喜了许久，可却没有细想父亲为何沉思了许久，
他又在想什么？

如今，我已是惠水四中的一名学生，一个学期下来现实回答
了我心中的问题。来惠水四中意味着路更远，费用更高，这
将给本来就不富裕的我家带来更重的经济负担。可父亲为什
么要同意？这在我心中又是一个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
经进入七年级下学期了，这星期学到的李森祥的《台阶》一
文让我明白了一切。

父亲爱我，他想让我有更好的将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哪怕他要面临巨大挑战；父亲信我，他相信我不会辜负他的
期望，定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父亲理解我，如果读
不好初中，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就意味着



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那我的一生就完了，意味着我的
命运也将如父亲一样手握镰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一辈
子。父亲之所以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他想让我通过努
力学习将来有更好的人生选择，但我却这么晚才明白，当时
的我是多么不懂事啊！课堂上，老师播放了筷子兄弟演唱的
歌曲《父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
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看着动人的画面，听着动
人的歌曲，我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过去，我不懂得父亲笔直的脊梁为何弯曲，不懂得父亲浓黑
的头发为何斑白，不懂得父亲打拼半辈子的辛苦为的是谁？
如今，我已全然明白。

我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辛劳了大半辈子，吃了很多苦，
没享过一天清福。父亲是山，呵护生命的火；父亲是火，点
燃希望的灯；父亲是灯，照亮前行的路；父亲是路，引领我
的一生！我发誓：我会珍惜在惠水四中读书的每一天，我会
努力拼搏、刻苦奋斗，我一定要让我成功的速度超过父母老
去的速度，我一定会让我的父母过上幸福、平安、祥和的晚
年！

台阶读后感篇三

日式推理。考虑到我最近一年读日式推理的踩雷率高达百分
百，所以我一开始对这本书没有什么期待，纯属读着放松的。
事实证明，如果你对一件事物不抱过高的期待，就不会太过
失望。本书的推理和故事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一般般。前文铺
垫还有点吸引人，但最后的反转有点强行的意味。

在我看来，推理小说的好坏在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
中”。作者会把决定性的细节藏在探案的过程中，随着故事
走向尾声，“侦探”把所有的被忽视的`线索都联系起来，脑
海里不停跑马灯，“我知道了！凶手就是他！”，然后找到
凶手开门见山，“说得很好，但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呢？”在



凶手和观众的震惊中，进行一波酣畅淋漓的推理，说得凶手
心服口服，就地伏法。听起来很柯南很套路，但如果搭配上
一个好故事，这个套路确实能让人（我）买账。但是如果故
事欠佳，套路本身会盖过故事，显得作者过于刻意去追求反
转，反倒会起反效果。很可惜，《十三级台阶》是后者。

个人评价属于可读可不读的类型。虽然不算踩雷，但短期内
不想再看日式推理了。

台阶读后感篇四

今天，老师在语文课上，跟我们讲了《台阶》这篇课文下课
后这“台阶”的场景仍旧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想避也避不开，
因为这太使我回味无穷了。

老师在课上提问说："哪里最能突出作者对童年的难忘，。心
中早已有了答案的我，怕老师不点我回答，这时，我便举起
了高高的手老师和蔼的说道：“好，姜苗来讲讲”。我信心
十足的说道，在文中的'第四段，说道“我流着一大串涎水，
张嘴在青石板上啃，结果啃了一嘴的泥沫子”。

下课后，我眼中浮现出我小时候在外公家时候，外公家门前
放着一块大石磙，儿时不知那有什么用，直到无意中看到外
公在门前牵着水牛后面镶嵌着老旧的麻绳，外公手中拿这细
长的牛鞭，拍打着牛儿的股，我不时也笑笑外公，牛儿似乎
也在偷偷的笑着我便问外公拉这有何用？外公详细的告诉我
这是在为地按摩呢？我百思不得其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我便知道了这有何用，外公所说
的按摩其实就是在给地结土，土硬了人便好走了。也象征着
一个家庭的和谐，比如说如果某家的土地松，说明他们家的
人都不爱劳动，你说爱劳动和不爱劳动的人哪家和谐呢？因
此，我便“爱”上了这个创造和谐的桥梁。“石磙”



此时，我们学了李森详的《台阶》记叙父亲的，暗示父亲不
怕吃苦和一个慈父的表现，不正是像石磙吗。

现在感觉，无事时读读这些文章，何乐而不为呢？

台阶读后感篇五

如果别人有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会盲目追求，还是会珍惜
自己现在所有的呢？《台阶》就告诉我们答案。

书中的内容是：

父亲造了大约十几级的台阶。后来，听人们说：“台阶高，
主人的地位就高。”所以，父亲觉得自家台阶太矮，决定造
新房子和新台阶。可造好了之后，他又觉得台阶太高了，坐
在上面不适应，还是原来的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盲目追求，要珍惜自己现在所有的
东西。

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盲目追求的人。比如：

有一次，我羡慕别人的平衡车，死活要买，可买了之后就没
玩过几次。还有些学生跟别人比自己有的文具更好更多。这
是一种盲目攀比的行为，不利于学习。学生应该注重学习，
不要盲目追求别人有的`物质。

要珍惜自己现在所有的，学会发现没有没有的。不要盲目攀
比，而要从起点出发，踏踏实实地去生活。

台阶读后感篇六

年少时的父亲有一种傲骨，总是对旁人的看法甚是关注，总
希望自家门前的台阶能高些，再高些。



自己的地位高些，再高些。

希望修一座有着“高台阶”的大房子，父亲勤勤恳恳地忙碌
了一生，虽然累却也自在。

但当他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时，却早已屋成人老了。

在这样看来，父亲的做法似乎不大值当。

花费了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终身的劳动换来了一座高台阶的
房屋，而且父亲这从这时起便感到十分不自在，心里空落落
的。

不知所措，像是有什么东西没了影似的。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考虑，父亲这辈人为他们的后辈人做了一
个好铺垫。

因为他们那儿的说法，台阶和地位成正比。

俗话说：“孩子是踩在父辈们的肩膀上的.。”他们以后的路
就是踩在父亲的肩膀上的。

可能这是父辈们认为忙碌了大半辈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吧。

台阶读后感篇七

“我”的父亲，只是一位没有什么地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他，有个梦想，建一个有着高台阶的新房子，获得人们的.尊。

他一生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努力。每天辛勤劳动，只
为能受到大家的尊重。终于，有那么一天，梦想可以实现了，
父亲终于造起了一栋有高台阶的新房子了。本该高兴骄傲时，
父亲却感到难堪和尴尬。造好了房子后，这种感情便又加倍



升级了，明明已经实现了梦想，父亲却变得郁郁寡欢。

这是为什么呢？虽然父亲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象征地位的
高台阶，而真正在内心深处却不能习惯。因为在努力的过程
中偏离了原来的设想，台阶变成父亲唯一的目标，直至达到
了目标，父亲才发现，虽然耗尽了大半生时间最终砌好了台
阶，但最终的尊重却没有随之而来。这时，父亲老了。虽然
现在物质上的东西似乎达到了顶峰，而某种支持父亲精神的
支柱却似乎消失了。

父亲以为，只要砌好高台阶，便可以赢得尊重，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台阶砌好，而人们看待父亲的眼光却没有变。耗尽
了大半生去砌台阶想获得尊重，到头来却发现完全努力错了
方向，而父亲却已年老。于是，感到无力与深深的绝望。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或许不砌那九级台阶会更好？也许那青
石板更适合父亲，父亲也更像那青石板，自然，淳朴。

九级台阶，真的大于三级台阶吗？

台阶读后感篇八

这两天一直在看王君老师的书，期间看到了王君老师关于
《台阶》的解读。王老师的人生阅历和思想深度都要比我成
熟，所以这篇文章写得全面透彻，处处闪耀着王老师的独特
见解。

今天傍晚，静心看了两遍《台阶》，也有一些感受，在此用
我笨拙的文字写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父亲为什么要盖新房子，修新的台阶？我经常和学生讲到，
一篇文章如果把某一句独立成段，多数情况下就是所要强调
的。这篇小说独立成段的一共有四句话：



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

我们家的台阶低！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我们不难看出，我的父亲是一个善良、老实、不善言谈的人。
这就像是广大农民中的.任何一个人，但即使他的性格再内向，
甚至再木讷，他都是一个男人，都是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男
人，他就渴求他人的尊重。在台阶象征地位的农村，他也想
把自家的台阶修的高高的，也让邻居们把自家人看的高高的。
而作为一个父亲，他更渴望自己的家人能够在别人的面前扬
眉吐气，因为自己“低眉顺眼”了一辈子，这是一个父亲最
朴实的也是最真实的想法。为了尊严，为了亲人，父亲毅然
决然地建起了新屋。“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我
们家的台阶低！”这正是父亲内心的想法的真实写照，也是
父亲不辞辛劳建造新屋的源动力。

父亲自从闪了腰没法干活之后，一直呆在家中不愿出
门。“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父
亲出去一趟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若有所失”？我们不妨猜
一猜，在乡村小路上走着，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正在劳作的
农民。看到别人在干活，自己就“若有所失”，为什么？我
们再来看一看父亲在盖房子的过程中是个怎样的状态。父亲
在盖房子时，工匠休息了自己还不休息，这一方面说明家里
的经济状况，父亲不得不多干一些，以节省经济开支；但另
一方面，也体现出父亲当时激动甚至亢奋的情绪，我们能够
想象到当时的父亲一定是快乐的。能干活就快乐，不能干活
就若有所失，这就是农民最质朴的本色！能干活就意味着作
为父亲，能为家人付出更多，担起更重的责任，而不能干活，
至少自己会觉得将会是家人的一个累赘，这就是父亲最质朴
的本色！



台阶读后感篇九

李森祥在给编者尤志心的信中说：“关于小说的结尾，当初
我的确没有把它当做悲剧来处理。在中国乡村，一个父亲的`
使命也就那么多，或造一间屋，或为子女成家立业，然后他
就老了…”或许这便是生活，这就是一个中国父亲的人生底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