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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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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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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二

范进中举后门可罗雀的庭院突然变得门庭若市了，人，来来
往往，互相奔走相告着：“范老爷中举了!”随即脸上的笑容
一圈圈荡漾开来。门槛几乎被踏坏了。而范进每天都与母亲
在一起，从前百般小心谨慎的范进消失了，他的脸上堆满了
笑容，有些佝偻的背不知不觉地挺直了。他笑嘻嘻地接受了
这些祝贺、奉承他的彩礼。

这些热闹的景象一直持续着，仿佛没有中断的那一天。范进
沉醉在这无尽的喜悦之中。几天后，张乡绅亲自带人迎接范
进及其母亲的入住。华丽而精致的轿子缓缓地落到他们的门



前。范进面带微笑，庄重而小心翼翼地扶着颤巍巍的母亲，
而他的母亲则一手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进了轿子，一副愕然
的样子。

待母亲走进去后，范进整了整那崭新精致的服饰，他的脸上
洋溢着神气，嘴角微微上扬着，用眼睛轻蔑地扫视了一下人
群，昂首阔步地向另一个轿子走去。众人并不在意那轻蔑的
目光，汇聚在那一处的目光复杂而贪婪，眼睛却充满了光。
他们争先恐后地为他拉开帘帐，他拂袖而走了进去。锣声、
鼓声响起来了，喇叭声、鞭炮声交织着，喧闹声吸引了众多
的人远远地观望着。张乡绅走进了另一个轿子，他仿佛更兴
奋，盯着范进的方向，一直诡秘地笑着。而范进在里面沾沾
自喜、悠然自得。

范进每日都被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不再想去参加会试了，曾
经的夜以继日读过的书被冷落在了一旁，每天脸上都挂着笑
容，挣脱了昔日的压抑，反而越发放荡起来，日渐消沉下去。

一天，故友来拜访他。范进望着衣着寒酸的朋友，心生厌恶
之情，眉头皱了起来。但朋友坦然地笑着，丝毫没有自卑之
意：“久别重逢，友曾记吾等否?”他诧异地看着他们，一副
未曾见过面的样子，他拂袖而转过身，示意下人把他们赶走。
故友远远地喊道：“士别三日，何以漠而待之!”范进愣了一
下，冷笑一声，便面无表情地独自踱步远去，朋友们愤愤地
离开了。

张乡绅看到范进日渐消沉的样子，心有不悦，听到他对故友
的态度时，只是淡淡一笑。于是，对范进的态度冷淡了很多。
一日，张乡绅宴请一位贵人。院子里的人忙忙碌碌地，把范
进冷落在了一旁。他心有不满，便躲在一旁看那位大人物的
到来。突然，他屏住了呼吸，目瞪口呆——他是第一名解元。
只见张乡绅用曾经对待他的态度对待解元。那张面孔是多么
熟悉啊——笑容挤满了他的脸，眼睛充满了光亮。想到自己
的今日，只是一名第七名的亚元，心中妒忌了起来，看到张



乡绅竟然那样毕恭毕敬时，心中怒发冲冠。紧接着，他看到
了器宇轩昂的解元，谈吐不凡，仿佛看到了昔日的自己。想
到这几日众人的冷漠，张乡绅的不闻不问、趾高气扬的面孔，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惊讶的面孔随即而凝重起来，透露着几
分轻蔑，他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张乡绅一次次回想着这几天范进的行为，十分愤怒，
曾经想起范进而发亮的眼睛黯淡了，似乎还夹杂着几分怒火。
他带人去了他的院子。那时，已是傍晚。张乡绅在“沙沙”
的竹声里佯装镇静地走了过去。突然推门而入，正想发泄一
下他的怒气，赶走范进。

刹那间，他愣住了，范进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吃了一惊，诧
异地盯着张乡绅——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眉毛也上挑着，
双唇紧闭着。张乡绅此时有些慌乱，因为他正看到范进在灯
下苦读，文章在桌子上整齐地堆放着，而他的手中蘸着墨的
笔还未来得及放下。那一秒，张乡绅的脸色变了，犀利的目
光变得柔和，似乎还有几分温顺，紧接着，他有恢复了那张
毕恭毕敬的面孔，嘴唇有些发颤，支吾着说：“先生……您
看真抱歉……看了刚刚有什么误会……打扰您了……”

范进恍然大悟，诧异的惊恐消失了，随即是一脸的轻蔑。他
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冷笑一声，继续写着行云流水的文字，
不再看张乡绅一眼。张乡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用手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满脸堆笑，半弓着身子，连声诺诺地退了出去。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三

范进是古代的一个学子，它虽然勤奋好学，可是屡考不中，
真可谓“屡战屡败”。

就在范进50多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这一年，他认真
学习，考试时一丝不苟认真对待，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
考出了好成绩，被皇上点中。



这一天，范进正在街上闲逛，他的一个好朋友跑来告诉
他“范进，你中举了！”范进以为好朋友在逗他，没当一回
事，依旧慢慢悠悠地往前走。他看到很多人围在那儿看皇榜，
也挤进去瞪大眼睛瞧瞧。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范进”跳
入眼帘。这时，范进心中一阵狂喜，只见他一跳三尺高，嘴
中高喊：“我中了！我中了！”然后在大街上狂奔。围观的
人们惊呆了，也跟着群跑看笑话。疯狂的范进跑掉了鞋子，
划破了衣服，跑飞了帽子……一路狂奔。

范进的好友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赶忙去告诉他杀
猪卖肉的老丈人：“你的女婿中举了，可他高兴地疯了，快
去救救他吧！”他的老丈人也很着急，赶忙随那人去追范进。

到了范进跟前，他也束手无策。这时一个人说：“他平时最
怕你，赶快扇他两个巴掌也许能救他。”围观的众人也七嘴
八舌的劝导。他的老丈人犹豫不决，但还是慢慢地举起了那
像扇子一样的大手，壮了状胆子，重重地打在了范进的脸上，
嘴中骂道：“混帐东西！你中什么中！”一巴掌打醒了疯迷
的范进。

众人欣喜异常，有的大笑、有的吹口哨。可他的老丈人却心
中郁闷，感觉自己的手在隐隐发麻发痛，心想：“他现在是
天上的文曲星，真的打不得了！”

这个故事非常可笑，也很逗人，读后细细一想感觉十分有意
思，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50多岁的范进能中举确
实不易，他的坚持不懈，他的拼搏进取，他的坚定信念不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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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五

范进费尽一生心血追求功名利禄，终于在经历了34年的煎熬
与努力后考中了举人，而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出了科举制度
对读书人的毒害和人民的趋炎附势。

范进在中举后就疯了，独自跑到破庙中，在路上又摔了一跤，
沾了一身的黄泥，还不忘说：“好了，我中了。”可见，那
时的人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放在了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
上。科举考试，本是封建君主用以选拔人才的方式，可如今



却成了束缚人们的思想，约束人们自由和灵魂的囚笼。范进，
不过是千千万万被科举考试毒害的读书人中的一员。

而范进中举前后人们对他的态度也是天差地别。起初，范进
去向老丈人借钱去乡试时，被胡屠户骂的狗血喷头，而当范
进中举后，又是送钱，又是大加赞赏，更有的是，在范进发
疯好了往回去的路上，作为一个杀猪的粗人，竟然注意到了
自己的“贤婿”的衣服皱了，还在路上给捋了好几回，巴结
之意不用多说。最可笑的是张乡绅，在范进中举前，恐怕连
听都没有听说过范进这个人，而在范进中举后，又是送银子
又是送房子的，还以世兄弟相称，说什么“你我亲如骨肉”。

科举制度不失为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但几乎所有的封建
君主都只看到了它对自己的好处，却没有看到它对社会造成
的危害，于是便拥有了千千万万范进式的人物和趋炎附势的
百姓。这看似是因为科举，是因为封建君主的大权独揽，可
是为什么到了现在，人与人之间依旧尔虞我诈？只是没有古
代那么普遍罢了。原来，这些都只是次要的，最根本的，还
是人性的自私与贪婪。

范进中举，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性的阴暗面。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读了《范进中举》这篇运用了鲜明对比手法的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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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七

范进是古代的一个学子，它虽然勤奋好学，可是屡考不中，
真可谓“屡战屡败”。

就在范进50多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这一年，他认真
学习，考试时一丝不苟认真对待，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
考出了好成绩，被皇上点中。

这一天，范进正在街上闲逛，他的一个好朋友跑来告诉
他“范进，你中举了！”范进以为好朋友在逗他，没当一回
事，依旧慢慢悠悠地往前走。他看到很多人围在那儿看皇榜，
也挤进去瞪大眼睛瞧瞧。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范进”跳
入眼帘。这时，范进心中一阵狂喜，只见他一跳三尺高，嘴
中高喊：“我中了！我中了！”然后在大街上狂奔。围观的
人们惊呆了，也跟着群跑看笑话。疯狂的范进跑掉了鞋子，



划破了衣服，跑飞了帽子……一路狂奔。

范进的好友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赶忙去告诉他杀
猪卖肉的老丈人：“你的女婿中举了，可他高兴地疯了，快
去救救他吧！”他的老丈人也很着急，赶忙随那人去追范进。

到了范进跟前，他也束手无策。这时一个人说：“他平时最
怕你，赶快扇他两个巴掌也许能救他。”围观的众人也七嘴
八舌的劝导。他的老丈人犹豫不决，但还是慢慢地举起了那
像扇子一样的大手，壮了状胆子，重重地打在了范进的脸上，
嘴中骂道：“混帐东西！你中什么中！”一巴掌打醒了疯迷
的范进。

众人欣喜异常，有的大笑、有的吹口哨。可他的老丈人却心
中郁闷，感觉自己的手在隐隐发麻发痛，心想：“他现在是
天上的'文曲星，真的打不得了！”

范进中举的读后感篇八

范进中举节选自儒林外史。大家对这篇课文的看法是什么?来
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范进中举读后感，希望你有所收
获。

范进就是这样一个被八股文残害的人。他听闻自己中举，却
发了疯了，拍手、大笑，头发散乱，满脸污泥，一身的水，
想像起他那副狼狈的样子，忽然觉得他有点可怜。家境贫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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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怨那罪恶的封建制度，它深深地毒害了知识分子，
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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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马上去拉拢亲近。所以在恭贺范进时，才会马上提出让他
们搬进自家空房。可见他的奸猾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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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考上举人，
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
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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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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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描写了临死伸着两指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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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滚尿流地马上安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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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终日练习八
股，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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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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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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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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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暑假读了《儒林外史》的其中一篇《范进中举》，
这个故事讲的是范进中举后一系列表现和家人变化的故事，
即带给了我们欢笑，又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深思。

这个故事是清代着名作家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
其中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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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讲范进，他是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人。主要体现了两
个方面:首先，他是一名博出名的人。范进在之前的科举考试
中都屡遭屡败，但他依然坚持考试，直到五十四岁中了秀才。
后来，他去考乡试，却被家里人拒绝，尽管如此，他依然坚
持考试，不理会家人。最后，他中了举人，却喜极而疯，不
是喜极而泣。很明显，他根本就不是为了成绩而读书的，而
是为了博出名而读书的。这些人，如果真的考了好成绩，那
只能是碰到好运到的吧!

其次，他是一个迂腐无能的人。家里穷得无饭吃，范进手足
无措，要等母亲“吩咐”，才慌忙出去卖鸡，可是他在集上
一踱一步，东张西望，老半天仍未能把鸡卖出。看得出来这
个人只会读书，不会做事，跟无所事事没什么区别。他考出
来的好成绩，可能也只是碰到好运气的结果。如果他能够改
变那种无能的情况，那么喜极而疯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在清朝生活中，像这种因为成绩好却喜极而疯的人有很多。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僵化，“文字狱”、“八
股文”已经影响了考生的神经，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发挥。这
个故事，乃至整部小说，作者用了搞笑且幽默的手法对这个



现象作了无比的讽刺，这也间接推动了后来科举制度的废除。
回到现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也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如果不及
时改变教育方式，恐怕也会像小说中那样喜极而疯。所以，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说也一样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