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完老舍的猫后的感想 老舍猫读
后感(优秀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完老舍的猫后的感想篇一

《猫》的作者是老舍。老舍是一位现代文豪，小说家。原名
舒庆春，字舒。他是我们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

老舍的这本《猫》分为两大部分：一篇是散文辑，一篇是小
说辑。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是散文辑中的《当幽默变成油
抹》，这篇文章把小孩子天真幼稚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文
中的小二和小三不了解什么叫做幽默，而是把“幽默”当
作“油抹”。他们把爸爸话20块钱买来的油抹开，还抹在脸
上。让人看了，感觉好笑之极。

我最感好笑的一句话是小三向小二咬耳朵：“小二，爸爸是
假装幽默，咱们才是真油抹呢！”这一句话把小二，小三俩
儿时幼稚的心理写了出来。作者利用巧妙地谐音，把“幽
默”谐音成“油抹”，让人看了感觉非常的搞笑。这个故事
还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因为爱吃鸡蛋，所以想能吃
到更多的鸡蛋。一天趁妈妈在烧饭时，拿了一个鸡蛋种进花
盆的土里，每天很积极地给鸡蛋浇水，等待着鸡蛋发芽。因
为我听妈妈说过一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想想
幼时的自己是多么的`天真。文中的小二和小三不正是如此的
幼稚，可爱。

老舍的这本《猫》真是有趣，把我们儿童时的天真，童趣都
写得细腻生动。让我们看时仿佛身临其境，情不自禁回想起



自己儿时的趣事。老舍这位大作家可称得上是我们小孩们的
知心朋友呀！

读完老舍的猫后的感想篇二

语文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审美则是文学教学的支撑点，
老舍猫读后感。语文课程是最具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和历史
文化的，她能涵盖伦理道德、艺术审美、哲学思想等元素，
融载道、载情、载史于一体。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
文、赋、戏曲、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不仅积淀了丰富的
文化知识，也积淀了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导
学生阅读它们，就是让学生穿越时空，和圣者、智者对话，
和先驱者、跋涉者交流，感受伟大的心灵、深邃的思想、超
凡的智慧和创造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这种优秀文
化的熏陶，能够开阔视野，提高审美情趣和精神品格，形成
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对此，我们可以从老舍作品的中找到
答案。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描写了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祁
老人一心为自己祝寿，瑞宣也背着因袭的文化重担而不能走
向战场，只能彷徨犹豫。老舍的《正红旗下》则对旗人文化
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过热”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樊骏
先生认为，老舍“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以至于整
个人生的……老舍在作品中特别挖掘人物与生活的丰富复杂
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寻求民族新生、
履行思想启蒙的职责。”因而，只从政治角度、社会层面解
读老舍的小说、话剧等文学形式是欠深刻的，最能捕捉到老
舍精神实质的应是文化层面，而这也正是文学教学的重要支
撑点。

文学作品是人文精神的最佳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创作
主体个性、情采和审美特质的真实反映，是作家人生信仰、
价值观和道德情操的直接显现，寄寓着他们美好的社会理想
和崇高的审美理念。在他们所叙述的跌宕开阖、曲折多变的



情节里，在他们所抒发的爱憎分明、入木三分的议论里，在
他们所着意的精雕细镂、栩栩如生的描绘里，无不浸透着其
鲜活的生命汁液，显示着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与思索。可
以看出，文学教育除了承担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字、文学知识
理论和技巧，使之娴熟地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较有艺术味
地传达个体生命的各种见地的责任之外，更要肩负起对学生
灵魂的洗礼和跃升的重任，这也正是我要向名家致敬的原因，
读后感《老舍猫读后感》。

读老舍《猫》后感

《猫》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名作。作者观察精细独道、内
容充实饱满、语言生动有趣，在语言表达上有独到的魅力。
他生动细致，形象逼真地描述了猫长大后的古怪性格和小时
候的淘气可爱。特别是写猫的古怪性格用了矛盾对比的方法，
充分表现了猫的行为令人难以捉摸。在作者的心里和笔下，
家中的猫就像个既可爱又顽皮的孩子，喜爱之情洋溢在字里
行间。

作者用朴实无华而又生动传神的语言、贴切形象的比喻和拟
人化的手法，惟妙惟肖地写出了猫的种种惹人喜爱的神态举
止，表达了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
以风趣亲切，语言通俗晓畅。课文先讲大猫的古怪性格，很
有特色。文中写道，它的性格既老实，又贪玩；既贪玩，又
尽职；高兴时，比谁都温柔可亲；不高兴时，谁都不搭理。
既什么都怕，又十分勇猛。这一部分，采用总分的结构形式。
先说“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又具体分了三个方面，举
出实例，来具体讲猫性格的古怪。讲其性格的每一个特点，
作者总是能够举出一些猫生活中的实例来，使人觉得描写真
实可信。说猫“老实”，文章中用了“的确有时候很乖。”
一方面，肯定了猫的老实，另一方面又点出它“有时候”很
乖，为下文讲猫“古怪”的性格，埋下了伏笔。“成天睡大
觉”、“无忧无虑”、“什么事儿也不过问”，勾勒出了一
个乖乖猫的形象，但是，作者笔锋一转，讲到猫“贪玩”时，



“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
等语句，又把猫描述的过分的贪玩。如此强烈的对比，给读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作者笔锋的转换，我们有了解到
了猫的另一层性格，虽然贪玩，但是，它确是一直很尽职的
猫。“屏息凝视”、“一连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
不可”，这些语句，又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尽职的猫。作者三
转笔锋，猫的老实、贪玩、尽职，看似矛盾的三种性格，在
猫的身上完美的结合了起来。第二方面讲大花猫高兴和不高
兴的样子。先讲猫高兴时“温柔可亲”的样子。“猫“温柔
可亲”表现在它会“蹭你的腿”“让你给它抓痒”“跳上桌
来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这说明作者非常喜爱猫，甚
至把猫踩脏稿纸留下的脚印都看作“小梅花”。猫“温柔可
亲”还表现在它会叫各种各样好听的声音，也会“咕噜咕
噜”地给自己解闷。作者用“丰富多腔”、“长短不
一”、“粗细各异”、“变化多端”等几个词语来形容猫叫
唤的声音，可以看出作者对猫观察得非常细致，也表现了作
者对猫的喜爱;它不高兴时，却是谁说多少好话都一声不出。
说猫什么都怕时的“总想躲起来”，与勇猛时的“就是遇见
蛇也干斗一斗”，彼此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怎么能不给
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在对猫性格的描述中，作者的语言
完全不像是在描述一只猫，而像在描述一个人，一个作者最
喜欢的孩子。

小时候的猫更加惹人怜爱。“耍个没完没了”、“摔疼了也
不哭”、“绝不会责打它”、“生气勃勃，天真可爱！”这
些词句，哪里是在描写一只猫，分明是在说人嘛！作者抓住了
“可爱”、“淘气”两个词，为我们勾勒了小猫的形象。玩
线团、玩鸡毛、装桌子、装门、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
秋千以及所到之处的“枝折花落”，无处不让人体会到小猫
的可爱、淘气，以及作者对小猫的喜爱之情。

老舍先生写的《猫》有很多独到之处，首先是表达了真挚的
感情。老舍先生对家里的猫视同儿女，因此无论是古怪还是
淘气，在他眼里都是十足的可爱。而且人与猫之间互相信任，



和谐相处，创造出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其次是老舍先生平
实无雕琢的语言风格。在介绍猫的性格特点时，只是将事实
具体地写出，使猫的形象越来越丰满，性格越来越鲜明，给
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读完老舍的猫后的感想篇三

老舍的这篇《新年醉话》能将“醉酒文化”演绎的如此幽默，
并且提供给大老爷一些可供参考“思路”，着实让人对作者
对生活鞭辟入里的生活思考所敬佩。

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想来年的事业顺当，新年必须得把憋了
一年的“储蓄骂”都发泄出来，并且新年醉话能成就“英
雄”，老舍在开头直接引出了整篇文章。很多人都有活醉酒
史，可谁又能把这醉酒的好处和用途一一列举出来呢？恐怕
也只有老舍先生自己了。

面对如今“朝纲不振”的女权时代，你想要恢复男权？平日
里哪里敢，得喝醉，醉酒这时候可以派上用场。指名道姓的
骂了不行，你得指桑骂槐，“老子的钱是容易挣得？哼！”
追求的是气势，不管顺畅，停顿的时候要加上“哼”，如若
不怕，把老婆揪过来一顿打。作者描述的细致入微，连语气、
停顿都给编排了，男同胞们看了肯定会很过瘾。当然，作者
给你也支了后招，即使酒醒被罚了，至少你的男子汉的气概
传扬出去了，也给内人提个醒：我也不是吃素的！对于新年
上门讨债的人来说，醉酒也是搪债的好用处，说点醉话，发
点脾气，兴许还能度过年关。

“醉话之功，不止于此，要在善于运用”，作者最最后阐述
了秘诀：喝酒喝到八成，记得把不该说的话留下，借着酒力
能充分发挥想象力，骂友人恫吓女性，搭配“自然的真情流
露”，效果会更佳。如此秘诀，真的要感谢老舍先生能倾囊
相告，这可是男性朋友们的“福音”。如果都能照方抓药的
话，“女权时代”离落幕应该不远了吧！



读完老舍的猫后的感想篇四

2月13日，我读完了《猫》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非常热爱生活，不但
喜欢摆弄摆弄花花草草，还喜欢养养小动物。《猫》这篇文
章非常生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具体描述了猫的性情、习
惯、脾性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猫的宠爱之情。

老舍先生所描述的猫，溶入了主观意识。因此，他笔下的猫
有个性、有风格、有能力。透过这样栩栩如生的描写，就能
深刻地表露出作者欣赏和厌恶的是什么。

老舍先生所写的文章都很幽默。《猫》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这突显出了老舍先生写作的特点：语言风趣亲切、
通俗流畅，在他娓娓道来的优雅言语中，道出了作者的旨意。

《猫》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了大猫性情的古怪和小猫行为的
可爱与淘气。从老舍先生的言语中，我看到了大猫与小猫在
一起嬉戏的情景以及老舍先生对它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无奈。

好文章都是从生活里找到灵感而创作的。正因为老舍先生十
分热爱生活，从而找到灵感，最后又用诙谐、生动的语言把
整个过程详细地描述了出来。我们也要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来创作最生动、最好的文章。

读完老舍的猫后的感想篇五

老舍喜欢带“小”字的东西：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
花，小草，小孩儿，小人物，全喜欢。而至今令我影响深的
文章，是老舍的短片散文《猫》。

老舍通过细节描写，用京味十足、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刻
画了他家猫的性格。把一只机灵、贪玩的，尽职尽责的猫展



现的读者眼前，让人不禁喜欢上了这只猫。

而《猫》这篇短文中间的重点部分，是写猫的贪玩的：“它
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
这两句话写出了猫的出去玩的时间长，与老舍等待猫回来的
急切心情。读到这里，我忽然发现，老舍家的猫与我们家的
猫性格大多相似，它会在空闲时间，出去“游玩”，这出去
的是间有长有短。短则一天一夜，长则四五六天，而且每次
回家身上可挂了不少彩，是不是还会从身上掉下来有伤疤皮
的一撮毛。老舍家的猫与我家的猫完全没有家猫的本性。

而这篇文章吸引我的部分，是老舍用动作、神态描写，写出
了猫的警惕性高、尽职尽责：“屏气凝视”、“一连几个钟
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通过这些描写细节的语句，
把猫的动作、神态展现在读者眼前。我仿佛看到：一只黄花
色的公猫，正瞪大眼睛，放大瞳孔，伏在老鼠洞前，一丝不
动地等着老鼠出来，这真是一只尽职尽责的猫。

老舍爱猫，但他也爱花，这只猫刚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对花
充满了好奇，去那根花枝上荡秋千，在花盆之间蹦来蹦去，
最后把院中的花弄得枝折花落。老舍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
眼前这只猫变得更可爱了。在老舍眼里，猫虽把花弄坏，但
爱猫与爱花是不相矛盾的，。

读完《猫》这篇文章。让我深受体会，令我觉得老舍是一个
爱生活，有爱心的人。而他的文字中并没有华丽的语言来描
写这只猫，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写作特点吧，巴金曾说
过：“老舍先生永远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
活在人民中间!”

更多



读完老舍的猫后的感想篇六

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精
心整理的老舍《猫》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老舍《猫》读后感1

课文口语多、短句多，常常带着语气词。在这位艺术大师笔
下，即使是那些貌似平常的语气词，也获得了丰富的表意功
效，韵味十足，耐人寻味儿。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
乖。一个吧字把作者那种对猫的性格捉摸不透的语气情态维
妙维肖地传达出来了，又与古怪之说暗相吻合。说它贪玩吧，
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这里连用了三个
语气词，实实在在地突现了作者对猫的关切怜爱之情：担心、
翘望、心疼、着急，种种情态尽在其中。

老舍《猫》读后感2

老舍的著作——《猫》，是我寒假最喜欢读的书。

老舍《猫》读后感3

老舍先生所描述的猫，溶入了主观意识。因此，他笔下的猫
有个性、有风格、有能力。透过这样栩栩如生的描写，就能
深刻地表露出作者欣赏和厌恶的是什么。

好文章都是从生活里找到灵感而创作的。正因为老舍先生十
分热爱生活，从而找到灵感，最后又用诙谐、生动的语言把
整个过程详细地描述了出来。我们也要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来创作最生动、最好的文章。

老舍《猫》读后感4老舍《猫》读后感5
老舍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猫的每一处细节，观察甚是入微，



将猫的特性以及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连猫
在洞口前捉老鼠的神态，是怎样地呼吸都观察得仔仔细细。
以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将处处留心观察每一个细小的环节，
仔细观察，用心体会，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才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得有一次，老师让我和某个同学一起出画板报。在画板报
上有一朵花竟然少画了一片花瓣，她发现了之后立马补画，
画的时候还在那边反反复复地修改，在那一刻，仿佛她的一
切都在这画板报中。从此以后，我把她当作了学习的好榜样，
决定做一个细心，一丝不苟的人。

读老舍的《猫》让我获益匪浅，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
对微小事物的更要仔细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