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范进中举读后感(实用17篇)
开场白创造独特性是一个有效的开场白策略，让对方记住你，
留下深刻印象。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欣赏这些精彩的演讲。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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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初二课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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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垂老之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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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人也都拥护过来。

不说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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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爹啐了口痰并大声训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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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你自我”骂的范进一无是处、找不到门槛：可是在他渎职
范进考中的时候，又大夸范进，说是“贤婿老爷”“才学
高”“品貌好”，只是为了讨好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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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但在考中的时候又是高人一等，此刻胡老爹对范进是卑躬屈
膝，可见人心丑恶。

这篇文章看像荒诞的故事情节，真实的反映出了封建科举制
度对人的心灵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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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明白这个“亚元”咋来的呢！

文档为doc格式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二

现实又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往崩溃的边缘推去。如果人
人一日三餐有着落，还有闲钱存银行，又会有谁会去当小偷。
如果人人家庭幸福美满，又会有谁会因为抑郁症而死去。有
头发，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去当癞痢。一切都可以说是生活所
逼。

《儒林外史》主要描写了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和官绅的活
动与和精神。充满讽刺意味的《范进中举》中，主人公范进
在经过三十四年的科举考试后才中了个秀才，紧接着中举人
后还喜极而疯，引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在我看来，范进是可怜的也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场!但多次的失败，仍能够坚持下去，仍能够不断的为自己的
梦想而奋斗。这需要有多么强大的毅力才的做到的事情。而
这位被无数人唾弃的可怜儿却做到了!在面对胡屠户的恶言相
对;众乡邻的冷漠势利、嫌贫爱富，我对范进的敬佩尽不在言
中。如果我生活在当代，如果我也受当年的社会风气所沾染，
我必死无疑。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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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们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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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描述的是人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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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靠于它有着深刻意义且趣味的故事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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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后构成的一些变异。

我对这出戏感情异常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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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时每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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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断提醒自我，必须要让学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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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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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演我才明白，从7点谢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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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涛教师今
日右膝盖的筋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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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获文华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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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四

谁不想永远只当父母襁褓中沉睡的乖宝宝，人人疼爱;谁不想
永远只活在童年中，无忧无虑;谁不想在仕途中，一帆风顺，



一路晋升;谁不想当个童话里面的公主，终会遇到自我的王子。
但童话固然完美，却是那么虚幻。而这样的生活又是那么的
遥不可及。

现实又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往崩溃的边缘推去。如果人
人一日三餐有着落，还有闲钱存银行，又会有谁会去当小偷。
如果人人家庭幸福美满，又会有谁会因为抑郁症而死去。有
头发，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去当癞痢。一切都能够说是生活所
逼。

《儒林外史》主要描述了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和官绅的活
动与和精神。充满讽刺意味的《范进中举》中，主人公范进
在经过三十四年的科举考试后才中了个秀才，紧之后中举人
后还喜极而疯，引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在我看来，范进是可怜的也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场!但多次的失败，仍能够坚持下去，仍能够不断的为自我的
梦想而奋斗。这需要有多么强大的毅力才的做到的事情。而
这位被无数人唾弃的可怜儿却做到了!在应对胡屠户的恶言相
对;众乡邻的冷漠势利、嫌贫爱富，我对范进的敬佩尽不在言
中。如果我生活在当代，如果我也受当年的社会风气所沾染，
我必死无疑。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五

范进在中举前后人们对待他的态度真是不能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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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乡绅来恭贺范进中举时，俩人彼此间不断说客套话，张乡绅
还给范进送银子，说甚么“年谊世好”实际是为了拉拢和范
进的关系。

从他假惺惺的语言便可看出他的虚伪。除了虚伪，我觉得他
还是个道貌岸然之辈范进没中举之前，他家人“已是饿得两
眼都看不见了”，也不见张乡绅派人问候、送米甚么的。而
当这天早上，范进中举后，才过了多久，张乡绅便得知了消
息，火速赶来套关系，又送房子又送银两。也许张乡绅本来
就空着这么一所房子，就等着童生中举，然后立刻去拉拢亲
近。所以在恭贺范进时，才会立刻提出让他们搬进自家空房。
可见他的奸猾势利。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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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七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
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
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故事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最终考上举人，
欢喜至疯，最终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
故事。十分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
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最终出头，从
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
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
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
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
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
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
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
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
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
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



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
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
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
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
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
详细描述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
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
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
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
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立刻安排起
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
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我终日练习八
股，之后因为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
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
倒，可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
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
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
“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
下，无怪乎书中描述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
的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可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
老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
考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
跳楼自杀。没有人为了什么“秀才”、“举人”磕头撞板，
却有人为“硕士”、“博士”不择手段。很多人拿着文凭大
吃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
时代的制度。



读完这篇范进中举读后感，同学们是否有着跟作者一样的感
受呢。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八

《范进中举》这篇文章通过描写范进中举这一件事揭示了科
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作者对主人公抱有一定的同情，但
更多的是讽刺。

作者通过对范进中举前后不同人物的言行描写，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同时也达到了讽刺的效果，侧面写出了那个时代读
书人的悲哀，在八股文里苦苦挣扎，这样的科举制度埋没了
太多的人才，让多少有才之士报国无门，而真正考上的又有
多少是有识之士，这是一种很悲哀的现象。

就范进这个人物形象来说是个猥琐懦弱而又圆滑世故的人，
中举前在人前唯唯诺诺，中举后又坦然接受众人的巴结和奉
承。不难看出范进要考上举人目的不是要为国出力，不过是
为了举人这个位置带来的财富和权势，作者写道范进中举之
后变得疯疯癫癫，而治好他疯癫的不过是狠狠打他一巴掌。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封建科举的憎恨，那一巴掌打的是既
范进又何尝不是封建礼教。

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来描写范进中举前后人们的态度，“回忆
去岁饥荒，五六七月间，柴米尽枯竭，贫无一寸铁，赊不得，
欠不得，虽有近亲远戚，谁肯雪中送炭?侥幸今朝科举，一二
三场内，文章皆合式，中了五经魁，名也香，姓也香，不拘
张三李四，都来锦上添花!”从这幅对联里我看到的是当时文
人的悲哀，这种现象是何其悲哀啊!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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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

有人说是一部喜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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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一

小时候读这篇范文时觉得书中的主人公很搞笑这很讽刺。
《范进中举》是选自《儒林外史》其中精彩的篇章，这本小
说围绕着这个贫困了许久的读书人进行把字群可笑可鄙之人
跃然于纸上，把他们的嘲弄和鄙薄的感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夜深人静是总会思考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想着他们为
什么会对范进的态度传变哪么快时才明白他们都是封建主义
下的受害人。

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永远都沉浸在四书五经之中没有什么有用
的本领。他考几十年的试，将自己的青春年华耗在考场之。

在这几十年里他从翩翩少年郎变成了一个狼狈的中年人。但
在这一过程中对自己的家中和社会都没有什么贡献，还将自
己的家人都带入水深火热之中，一家人常常穷的有上一顿没
下顿。

我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明白了许多道理，在现实生活中，
有许多“锦上添花”的人，但是，“雪中送炭”的人却少之



又少。所以我们只能自己依靠自己，正所谓“求人不如求
己”，自己的力量胜过一切，所以各位同学、朋友，请相信
你自己，不要被他人的话语击倒，要学会坚强!

这个故事描述了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张的手
法生动地描绘了他那喜极而疯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这个士
人的丑恶灵魂，同时通过他的命运变化反映了世态的炎凉，
以及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同时
也在警告世人一个道理，“落井下石容易，但在事后赢得别
人的原谅难”。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二

如果你当上了官你会疯了吗？我想当然不会。但是，曾今有
一个人，他当上了观后就疯了。这个人就是范进。

从他平时的表现来看，他呆若木鸡很可怜老被别人欺负，实
际上他机灵着呢。范进热衷功名，他从50多岁考到了70多岁
难道不热衷于功名吗？；范进他怯懦麻木，他都被他岳父骂
成狗血临头的了，他也就是呆呆的傻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
亏他还是个读了那么多书的人。；范进迂腐无能，从50多岁
考了20多年考到了70多岁也才考上个第7名，这样那倒还不迂
腐无能吗？；我还觉得他奸诈、虚伪，他考上官后胡屠户就
怕他了不敢再打他骂他了，范进也不怕胡屠户了，他还
说：“方才老爷费心，那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爷先
拿回去。”后来又说：“眼见得我这还有几两银子，若用完
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真是阴险又狡诈。

这正是俗话说的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表面
上看范进是个斯斯文文的一个读书人，实际上他是多么阴险
又狡诈啊。吴敬梓写的《范进中举》反映了当时读书人是多
么可怕。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三

《孔乙己》描述了一个封建文人悲惨的一生，《范进中举》
写了一个封建文人获得功名的经过，虽然两篇文章的资料不
一样，但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旧社
会知识分子的毒害。

孔乙己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会说“之乎者也”的笑料，
死了也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周围的人来说，只可是
是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范进成了名，他一下子从岳父
的出气筒变成了天上的星宿，成了乡绅的世交，因为这他竟
然疯过。两人结局不一样，但都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孔乙
己最怕别人说他没中秀才，范进也总想着自古无场外举人，
可见他们想的都是中榜，他们把科举看成是向上爬的救命绳。
然而，像范进这样的人，即使肉体还活着，精神却早死了，
他的成名只可是是从一个泥潭陷进另一个泥潭。

其实这是倒退的思想。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却把自我束缚在
一味“进大学”的小圈子里，这算什么呢孔乙己、范进等等
都已经全部死去，他们身上所带的旧文人的气质也不再复存。
而我们不但肉体还活着，精神也要活着，并且要更充实。旧
的科举制度已毒死了不计其数的旧文人，难道在今日，我们
还要自我给自我戴上“新科举制”的枷锁吗不，决不能!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四

学完《范进中举》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科举制
度，从而也让我略懂学习为何。

文中的范进开始已是秀才，后又中了举人，期间发生了一穿
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从这些事情中让我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世
态炎凉。人们的欺贫爱富与麻木。

范进54岁才中的秀才，接着还要考，为的就是做大官，做大



官的好处大概是从老百姓身上贪银子比较容易。这一点文章
也表现出来了，范进刚一中举，胡屠户的态度立刻改变了，
众邻居赶紧拿来鸡，米，钱，张乡绅又送房子又送车，真是
收获不小啊！我想当时大部分读书人是为官清廉，愿为民请
命的，可是这种人必定是少数，又怎么改的了当时的风气。
所以当时的科举制度足以使知识分子的精神受到摧残，变的
麻木，只知为官为财而学习考试。

我们现在，有时也在为考试学习，象作文会有几种模式，它
或许能保险些，让你在考试中少扣几分，比如写作开门见山，
当然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让你的主题更加的明确，但总不
能写的所有文章都是这样吧？我承认我这篇文章就是开门见
山的，所以写作时我们要有所选择，掌握一定的技巧，模式
是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更精彩，而不是为了让老师觉得更贴近
那张死的评分标准而给分的。

我们学习一定是为了自己学，而不是像范进那样为了做官，
贪大财，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考大学，找工作而学。有时我们
真该自私些，为自己的喜好，为使知识更加实用，更精去学，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学习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文学使人善辩”，
可见不管学什么，对我们自身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并没有什
么名人说过学习只为考大学。

科举制度没了，但有些风气还在，我们万万不可被它们所迷
惑，一定时刻记住我们为什么而学。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五

范进从可以开始考秀才起，一直考到了五十岁，每次都没考
中，所谓屡考屡败。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周进。那一天，范进去考秀才，写答
卷时，身上的衣服意外被撕破。周进看到了他，见他很苍老



的样子，便把他叫上来问：“你今年几岁?”范进上前叩了个
头说：“今年三十岁。”“你考过几次?”“考过二十次，都
没中，没人知道我的才华。”“你下去吧。”“好”范进本
是五十岁，可因为年纪太大不能当小官了。考后，周进叫范
进留下来，问清楚了他的经历。范进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周进很同情范进：“你的身世和我很相似。”说罢便拿来一
件衣服给范进换上，把那件穿了几十年的破烂不堪的衣服换
下来了。周进检查考卷的时候，把范进的考卷读了三遍，终
于读懂了他的文章的含义，并把范进提上了秀才。

范进回家，他的岳父说要庆祝他中了秀才。来到范进跟前，
说：“我后悔死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这个书呆子，只会
些嘴皮功夫。我前辈子积了德，才让你当上了秀才。”于是
吐了一口口水到范进脸上。

这哪是庆祝，明显是讽刺!

过了一段时间，范进要去考举，他的岳父说：“你哪考得上
举人呀。”岳父不但不给盘缠，还打了他一巴掌。

考完后回来，范进看了皇榜，上面有熟悉的两个大字“范
进”。范进竟然高兴得疯了。周进新送的衣服被刮破了，布
鞋也被刮破了。他的邻居把他岳父找来告诉他这件事情，并
要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岳父(胡富才)把手举起来可又慢慢地
放下去，心想，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听说打了要下八
十层地狱。可岳父还是狠下心来打了一巴掌，并说他根本就
没考上。岳父的手打完后根本就动不了，伸不直。好不容易
找一个中医，贴了膏药才好。相对之前的随便讽刺和使唤范
进，有了很大的差别。成了恭恭敬敬的下人——吹牛拍马。

中举之后，他们家买了大房子，戴了金银手饰，招了下人。
岳父还常出去炫耀自己的女婿中了举人，是天上的文曲星，
平常人是比不上的。岳父猪也不杀了，周围的邻居也跟着享
福。



从一开始，骂范进书呆子，到中间说自己积了点德让范进当
了秀才，再到后面原本被自己随便打的人现在不敢打了，好
不容易打了一下，还心里作用手伸不直。这是多么大的差距
呀!突出了清朝后期政府的腐败及人们的无知和无耻。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六

课文主要以范进中举前和中举后两部分进行的鲜明比较，其
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范进的丈人，胡屠户在范进中秀才
后，盛气凌人地辱骂他，说他是“现世宝”、“穷
鬼”、“烂忠厚没用的人”，他只是唯唯诺诺，还说“岳父
见教的是”；他向胡屠户借盘费，胡屠户用不堪入耳的说话
骂他，甚至骂他母亲是“老不死的老娘”，他也毫不生气，
充分表现出范进逆来顺受、怯懦麻木的性格。当他考好试，
家里穷(的)得没有饭吃了，等到母亲叫他去卖鸡，他才匆忙
抱着鸡去卖，这一点说明他平时只是死读书，作事情不懂得
变通。

但他明白他明白自我中了举人了，喜极而疯，邻居请来了他
的丈人，让他打醒他，这时，老丈人又换了一副截然不一样
的嘴脸，说什么“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了，就是
天上的宿星，打不得”，并且在他得知范进中了举人了，特
意拿了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道贺，这又与前面只拿猪肠子
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从这些不难看出胡屠户是一个(斯)欺贫
爱富，趋炎附势的(性格)人。

所以我们要时时坚持一颗公平公正的心去对待一切，不能做
像胡屠户那样势利眼的人。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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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读后感八

我今天看了《范进中举》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讲了范进年年
考举人，到54岁时，才考到举人。

范进本来就家境贫寒，所以因为他坚持要每年去考，所以家
里变得越来越穷。当听到范进决定要考举人时，他的丈人就
骂了他一顿，范进就悄悄的去考了，回去之后他丈人知道就



又骂了他一顿。

当范进考上举人时，家里人的态度对他转化了，来了一个一
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丈人不敢打骂他了。说他是天上的星
宿。相邻们说他是新贵人，还从说叫他范进到叫他范老爷。
他我看到范进高兴疯了的那一点，我觉得很好玩。范进是个
虚伪的人，当张乡绅给他银子时，他再三推辞，最后还是收
了，然后立即叫浑家打开看看，可见刚才的再三推辞是假的。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封建社会对读书人的毒害。我对范进丈人
的评价是他对范进毒害一开始还骂他现世宝，可当范进中上
举人时，对他态度就不一样了。我突然想到一人得道，鸡犬
升天的道理，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出名，连他家的鸡和
狗都会出名。就像孔乙己那样，偷了丁举人家的书，被打折
了腿。丁举人家的书，在那个社会是不同的。

范进和孔乙己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牺
牲品。我们目前的社会比那好多了，那时考试叫童生试、乡
试、会试、殿试，都是写一篇文章。现在考试都是语数英、
物理化等。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考试科举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