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节这本书的读后感 北京的春节
读后感(大全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春节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一

《北京的春节》这是一篇非常平实的文章，记叙了北京过春
节期间的一些日子一些习俗一些事情，反映了作者对于现代
生活的一些看法。

我想对于文章内容这里没有必要多讲什么，大致就是叙述了
一些节令有什么习俗，吃些什么食物，做些什么活动。

全文当中也没有太大道理的阐述，可是我隐约能够感受到作
者在讲述些什么。我想，作者应该是告诉当代的人们沉浸在
繁忙工作当中，不要忘记了生活的乐趣，不要一味地只晓得
工作，应该注意下传统节日的美好，回味下生活，体会生活
的乐趣。

我认为作者抒发的这个道理尤其是说给当今在北京这样大城
市当中的人们，不要一步步淡化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的春
节原本年味是那么浓，一年当中如此高兴，而如今变得不怎
么热闹了，恰恰是人的思想观念有些转变了。而这个转变是
否真的是我们要的，还是我们更渴望曾经过春节的那份喜庆
呢？作者没有给出一个肯定回答，只是告诉我们应该快乐生
活，要用心生活，体验其中的快乐。

这篇《北京的春节》文字，值得当今的人们阅读、思考。



春节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二

老舍先生认为元宵节是新年的高潮，“除夕是热闹的，可是
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这当然不能成为理
由。老舍先生最在意元宵节恐怕就是元宵节的灯会了，也有
焰火。

我认为还是除夕和正月初一最美!因为还未到元宵节工人就要
返岗工作，学生就要返校上课，实在有煞风景。况且中国南
北方，东西部传统和文化是有一些差异的，对元宵节的重视
程度也不一样。甚至有些地方已趋于淡薄。而除夕就不同了，
举国欢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五湖四海，全球华人到处
欢歌笑语，辞旧迎新!

在中国的词语里恐怕没有比“除夕”更甜更美的词了!甜在哪
美在哪?恐怕就是词条后面的举国同庆，合家团聚，万家灯火
了!

而“正月”呢?“正月初一”也是开心和快乐的——新的一年
又开始了，虽然总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天总是欢天喜地的，但
既然高兴既然满足那就成了，也不去想那么多。

现在又有了“五一”“十一”这些黄金周，加之平时休假时
间长了，有更多休闲方式可供选择，“年”的情结便淡了下
来，但不管如何“年”已深深扎根中国人心底，是团聚和谐
平安亲情的符号!

春节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仔细阅读了老舍先生写的《北京的春节》，从中积
累了许多关于旧时春节的知识，同时也对春节有了更深的了
解。

北京的春节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的，腊八时，各家都会用各种



米、豆、干果熬粥，这和我们现在比较相似。街上会出现春
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货摊，那时的孩子
们喜吃一种用各种干果与蜜饯和成的东西，叫杂拌儿。我想：
它应该是薯片、蔬果干之类的吧！老舍先生写道：孩子们还
喜欢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这和我们现在的孩子相同，
过年就喜欢放鞭炮和烟花，这多热闹呀！

那时的大人们，忙着给孩子们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
出万象更新的气象。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年妈妈都
要给我买新衣服过年，我特喜欢。老舍先生说：除夕家家赶
着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
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
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
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
都要守岁。我们现在可没了这些规矩，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吃
完团圆饭，就急急忙忙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春节联欢晚
会了。

那时街上的店铺正月初一到初五关门，初六才开张，这和我
们现在大不相同了，我在正月初二时和爸爸妈妈逛街，各色
商店、超市，还有肯德基、麦当劳，全都人满为患，大家都
出来购物、消费，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我最喜欢花灯了，老
舍先生说：那时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
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
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如今
的花灯，除了保持原有的手工制作外，还增添了塑料、电动、
声控等特色，越来越丰富多彩。

你看，北京的春节虽与我们现在有些不同，但那热闹的气氛
始终没有改变，人们对迎接美好的明天都满怀着希望！新年
快乐！



春节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四

春节假日-作业篇（读后感）

时间真快，寒假就要过去了，这个寒假里学校要求学生们多
读课外书，还推荐了一年级读的书，有《月亮飞碟》，《了
不起的狐狸爸爸》，《一年级的小蜜瓜》，《一年级的小碗
豆》等，而且看好要求写读后感。因为滨有《一年级的小豆
豆》跟后两本相似，而且寒假我也给他买了不少书，他很喜
欢，就买了前两本。除了看完《月亮飞碟》，《了不起的狐
狸爸爸》外，滨还看完了《笨狼的故事》，《蓝狐狸》，
《三毛流浪记》，还有《小猪稀里呼噜》---，这些寒假前就
在看的`，就是还没看完，现在寒假里看完了。看过之后，滨
写了两篇读后感，尽管写得不怎么样，不会写的字都用拼音
代替的，不过为了方便我打印时就直接把拼音改成汉字了，
还给他的文字配上了图片，感觉挺好看的，打印出来到时上
交，让他自己也感到有成就感。

春节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五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不
同的地区、民族过春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著名语言大
师老舍，用他的大笔、风格、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
的民风民俗画卷，让我们无不感受到北京过春节的隆重和热
闹，也让我们领悟到了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作者先介绍北京的春节从腊月初旬就开始了：人们熬腊八粥、
泡腊八蒜、购买年货、过小年……做好过春节的充分准备。
紧接着，详细描述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
鞭炮声日夜不绝，吃团圆饭、守岁;初一男人们外出拜年，女
人们在家接待客人，小孩逛庙会;十五观花灯、放鞭炮、吃元
宵。最后写正月十九春节结束。

不仅仅是北京有隆重的春节，还有我们浙江省宁波市的春节，



也称得上是热闹啊!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
苏草木更新。人们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寒冬，早盼着
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
舞地迎接这个节日。

千百年来，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
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
卫生，是我们素有的传统习惯，也是全国人民素有的习惯。
打扫完，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日前十天左右，人们就
开始采购，年货包括鸡鸭鱼肉、油盐酱醋、瓜果蔬菜，都要
买齐全，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拜访亲戚朋友时赠送的礼品，
小孩子要添新衣服，准备过年时穿。

春节是个欢乐和祥的日子，愿每个人都新春快乐，恭喜发财!

春节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六

《北京的春节》是一篇介绍老北京春节的故事。里面讲到了
北京的.过年顺序，总体分三部分，年前，过年，年后。

经过写这一些，表达了作者的热爱和想念，所以我也来讲讲
我们家是如何过的春节吧!

我们这年前会经历大扫除，然后就要等到过年那一天了。这
一天妈妈早上会很早就起来去购买食材。中午我们都随随便
便吃点东西垫垫肚。下午，妈妈就拿出大锅到上热油，把腌
制好的鸡腿，排骨，鱼。和一堆炸物一样一样的放下去炸。
等炸好的时候就差不多五点多了，然后，妈妈就准备火锅。

一个火锅，几十盆才，一张桌子，一家人坐在椅子，其乐融
融的。

等我们吃完之后，稍坐休息后，我们就准备跳火群了。每个
人都跳三遍。但我们中有一个“例外”就是我表弟，他一直



不敢跳，怕烧着。都他爸抱着他跳的，直到去年他还是不敢
跳。

我们家的春节到这就差不多结束，虽然没有北京那么多的活
动，也那么热闹，不过也十分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