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春节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春节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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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春节读后感篇二

看完了《北京的春节》通过著名作家老舍的描写了解了北京
与众不同的`春节。

腊八：家家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腊八粥，泡
腊八蒜。小孩，大人各忙各的。小孩：买杂拌、买爆竹、各
种各样的玩意儿。而大人则预备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腊月二十三：一到了腊月二十三天，天一黑家家炮火连连，
灯火通明。一过二十三大家又忙活起来。

除夕：除夕可真热闹。家家赶做年夜饭，到处都是酒肉的香
气。家家都穿起新衣服，贴上了对联，灯火通明，鞭炮日夜
不停人们必须回家来吃年夜饭。

正月初一：午前男人去老家拜年，女人则在家中招待客人，
城内还办起了庙会小孩们经常去逛庙会。



正月十五：元宵上市许多店铺都挂起了各式各样的彩灯，到
了晚上就有更多人来参观。

到了正月十九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读春节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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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春节读后感篇四

春节是中国最传统、隆重的节日，也是历时最久的。从腊月
二十三的祭灶王爷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红红火火地让人热
闹了一个月。

老北京爱说腊七、腊八儿，冻死寒鸦儿。清代，雍和宫内就
有熬制腊八粥敬献佛、皇室权贵的传统，谓之佛粥，目的是
与佛结缘，寓意像佛祖一样，喝了牧女施舍的杂豆粥而得道
成佛。

农历二十三，传说灶王爷第二天就要上天奏明玉帝人间善恶，
玉帝依此降福祸，家家忙着祭灶。这天晚上，供上关东糖、
糖瓜（意在粘住灶王爷的口）等，由家长主祭上香行礼，而
后连将灶神连龛带像放在松柏枝、芝麻秸架上点火焚化，谓
之送祭。这天晚上，鞭炮齐鸣，北京人说是过小年除夕是全
中国的狂欢夜，一切的辞旧迎新、祈福迎祥都在这一夜。

全家团团围坐举行家宴，互相祝福尽享天伦，称之为围炉。
饭后，小孩会把芝麻秸撒在庭子里，人行其上，称之踩岁。
老北京有守岁至午夜时分，鸣放鞭炮，互道新禧，晚辈要给
长辈叩首拜年，讨要压岁钱，全家再吃一顿素馅饺子，谓之
五更饺子、团圆饺子。在百十个饺子里，只有一个放有硬币，
说是吃到这个饺子的人，一年诸事顺遂。

现在北京人过年，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加上丰
富多彩文艺节目，喜庆气氛更加浓郁。20xx年，北京禁放烟花、
爆竹后，北京人只能到郊区的几个定点地方去看喜庆的新年
烟花，但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在尝试以越来越新鲜的方式来渡
过这中国人的新年。



读春节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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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