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茶馆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茶馆读后感篇一

翻开《骆驼祥子》这本书，最先看到的是祥子没毛病，不抽
烟，不喝酒，不赌博，虎妞很合理想，刘四爷也不错。看完
这些，我猜想他们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吧。于是我
就继续看了起来。

这本书是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人
力车夫——祥子的生活。祥子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善良淳朴，
正直诚实，老实沉默的人。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
买一辆车自身拉。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身的血汗换来了
一辆洋车。但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
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痛苦还没结束，厂主
刘四爷的女儿虎妞看上了祥子，并想尽办法，使祥子不得不
娶了她，但他还没有放弃自身的理想，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
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命运的挫折使
他又继续拉车，因为他还有希望，这就是小福子。后来小福
子的自杀，给了祥子致命的一击。这样一连串的打击使祥子
丧失了对生活的渴望跟信心。他开始堕落了，他变的懒惰狡
猾，极端自私，还耍无赖，最终流落成了一个狼心狗肺的街
头混混。

对于骆驼祥子，我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也感到无奈，但也
感到敬佩，我佩服他从前的要强，勤劳跟自信。他为了不再
寄人篱下，为了自身三餐不愁，拼了命地拉车。他不在乎买
到车的'时间离自身有多远多长，认为自身混出个头是早晚的



事，三天、三个星期、三个月……就算是三年也能坚持住！
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祥子才挣出这辆车。
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这辆车。这
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他不怕苦、不
怕累，每天一角一角钱的攒，不论严寒酷暑，风吹雨打，他
总算是攒够了一百块，获得了属于他自身的车，有了他自身
的车，就不用再受贷车时栓车人的气，不用再敷衍别人，有
了自身的车，睁开眼睛就能吃饭。

在他拉车的旅途中，有几次不幸被病魔袭击，一病就是个十
天八天的，甚至几个月！就算病得全身瘫软、拉车靠的双腿
都站不住脚，祥子也不肯服输，他相信自身有强壮的体格、
高大的身材，认为这点病不算什么，他还能走路，还能拉车。
祥子，就是这么自信。似乎不论有着什么，他都不会被打败，
他始终热爱着老北平，对这里的每一处花草，每一寸土地都
是这么的喜爱，但，上天似乎专门与祥子作对，他买车过安
定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他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乞求跟信心，
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
把人变成鬼的罪行，深刻地揭示了生产这个悲剧的原因。这
个故事，反映了北平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命运与遭遇。祥
子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他热爱生活，热爱北平，
但一系列的挫折使他恨透了整个世界！

祥子最终他还是被这个社会的黑暗打败了，他放弃了自身坚
持已久的理想，失去了生活的原动力。我们要以祥子为戒，
坚持自身的理想，永不放弃，否则可能就像祥子一样走向不
可回头的深渊。

茶馆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这本书，《月亮茶
馆的童年》读后感500字。主要讲的是:主人公天米和麦穗是
一对很要好的朋友。在与同学和邻居的相处中,经历了风风雨
雨、坎坎坷坷之后,她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了真正的友谊,真正



的友情。虽然,她们两人有点小矛盾,但是她们仍然是一对好
朋友。

人生是漫长的,童年却是短暂的,可那是美好的,欢乐地,天真
的!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友情亲情的含义，读后感《《月亮茶馆
的童年》读后感500字》。该上五年级的我,再有一年就要和
好朋友分别,心里便惆怅的很,恋恋不舍!想想我的同学,经常
在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共同学习、共同读书、共同进步中度
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虽然我们也时常闹闹矛盾,但
是我们的同学情,我们的友谊却在一天天增加,暑去寒来中变
的更加深厚了!在我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同学们的帮助、安
慰和鼓励,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和信心!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成
为要好的朋友。想到我们一年之后小学的五年学习生涯即将
结束,我们会奔向不同的学校,有了不同的人生,但是我们的友
谊仍不会改变!

童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要长大了留
下遗憾,那就让我们珍惜现在的所有吧!好朋友应该是一生一
世的,友谊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茶馆读后感篇三

通过实践，我认为在美术课堂中运用后“茶馆式”教学突出
了一个重要的点：学生自己能学会的，教师不讲。

课堂教学中强调“书中学”“做中学”，强调学生的学习过
程，以“书中学”为主。没有经过研究和做的过程，学生很
难掌握一些概念和方法，经历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在学生通
过对课本的自发认识，经历了亲身制作和绘画以后，便会对
所要学习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不增加学生的实践经
历，仅仅告诉他们制作过程与最后的结果，那么他们学到的
只是表皮，在制作过程出现的问题发现不了解决不了，最后
出现的结果是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在美术课堂中不仅限制了
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对孩子的个性成长不利，对



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可弥补的影响。

记得有一次，在一节区里的同课异构的美术课里，我准备的
《变一变》一课的教学重点与难点，在上课的时候竟被学生
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我觉得孩子们真是太聪明了！可是
后来在课堂中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难题：孩子们在实际制作
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好一下子就解决的。
比如，有的孩子没有大胆的制作信心，总是小心翼翼的；大
部分孩子只去制作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没有打开创作的思路；
只有一个学生做出了令人满意的有自己想法的作品。短短的
十几分钟制作时间，大部分孩子的创作思维还没打开就下课
了。听了几节课的结果也大都如此。我觉得，上课时间不是
很充足是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应该让学生在没有任何干
扰下大胆的放开思维去创作这一点很重要。这一节课，教师
们按照老模式预备的教学重点看来是不符合学生实际的。

因此，在课堂上，给学生一个点，大胆放给学生大量的时间，
让孩子们围绕着教学中心，通过自己的亲自实践遇到这样那
样的问题，他们才会有激情有目的地去思考并解决问题，才
会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教学效果才会受益匪浅。

作为一名教师，干的是良心活，抓好课堂教学质量不仅是对
得起自己，也是对学生负责。孩子的思维是活的，随时都在
变，只有抓住孩子的想法，才会让课堂教学的思路跑不了题，
让孩子在学习中始终围绕着课堂的教学中心发现问题，思考
问题和解决问题。

今天有幸聆听了张人利老师的关于后“茶馆式”教学的讲座，
他的讲座没有过多的理论，全是与我们对实践过程与成果的
分享。后“茶馆式”教学更注重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更关注
学生对知识习得的过程。但是听到入神时，网络发生了问题，
不能对张校长的后“茶馆式”教学完整地学习完，不免有些
遗憾。回到家后，尝试着在网上查找张校长的后“茶馆式”
教学视频，真是太好了，网上果然有，我兴奋地听完了张校



长的讲座，听完后，体会颇深。

张人利校长总结了目前存在的教育教学现状：1）教师总体讲
得太多。但是,大部分教师没有认识自己讲得太多.学生自己
能学懂的，或大部分学生能学懂的，教师还在讲；而学生搞
不明白的，教师没讲，或者讲了，讲不透，没时间讲透。2）
学生的“潜意识”暴露不够，特别是“相异构想”没有显现
出来，更没有得到解决。课堂教学追求学生回答正确。教师
乐意重复，或是多次重复教师自己的思维和正确的结论。3）
教师对在第一次教学中的学生差异问题常常束手无策。4）许
多教师不明白自己每一个教学行为的价值取向究竟何在？听
着张校长给我们总结的教育教学中突出的四大问题，思考着
自己的教学，这些问题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存在着，
那么该怎么进行改观，怎样让学生真正会学并学会？张校长
的后“茶馆式”教学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后“茶
馆式”教学可归纳为：一个核心，“议”为核心。两个特征，
学生自己学得懂的，或部分学生学得懂的内容教师不讲；尽
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
决。综合以上的一个核心与两个特征，给了我们在课堂教学
中很大的选择性与可操作性，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回顾自己的教育教学历程，回味着张校长的后“茶馆式”教
学，思考着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应走下讲台，真正了
解学生哪些是自己能学会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
哪些是需要我们指引方向的。我们要真正关注学生的潜意识，
关注学生的相异构想，关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关注正确的
教育方式与方法的改进。

以学定教，让我们一起为了孩子今天的发展，将来的发展不
懈努力。——————

暑假期间，在听了多天讲座后对上海市静教院附校校长张人
利的后“茶馆式”教学讲座记忆尤为深刻，受益匪浅。



张校长在讲到学校管理时，其中的一句话，让我铭刻在心。
他说：“我极力反对牺牲今天的生活质量来换取明天的生活
质量。”他主张“两多”、“两少”管理，“两多”就是学
生的睡眠多、体育活动多，“两少”就是作业量少、补课少。
我以为在他的这种管理模式下成长的教师是幸福的，学生是
快乐的。

他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来真正减轻
学生的负担，减负在他的身上不是空话。

在一种愉悦的学习氛围里，如何提高教学效果？

我们的教师该如何教？我们的学生该如何学？

他结合教学工作实际，谈教学中存在问题：1．很多时候，我
们的教师总体讲得太多，但是绝大多数教师自己却没有认识
到。学生听不懂，教师讲第二遍都是无效的。2．许多教师只
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却没有关注学生的想法。

张校长举了身边的教学事例。有一年，他带高三物理，一次
高考时，临考前，一个女生来问他物理题，他让女孩调整心
态，保持平静，迎接考试，但女孩反问他：“老师，如果考
试考到这道题了呢？”他哑口无言，就给那个女生讲了那道
题，结果在考试中，真有那道物理题，他庆幸给那个学生讲
了。考试结束，在校门口，他碰到了那个女孩，结果一问，
那个女生说还是没做出来。这就是学生的潜意识，学生脑里
有错误的认识，虽然教师把正确的给她了，但那是强加给她
的，正确的在上面，错误的在下面，所以，上面的很容易遗
忘，忘记了正确的，记住的还是错误的。

张校长的后“茶馆式”教学就是：

1．学生能自己学会的，教师不讲。教师讲学生不会的。



2．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关注学生的“相异构想”的发
现和解决。

后“茶馆式”教学的的一个核心是“议”。

在“读”“练”“做”“讲”中，去引导学生，把灌输式教
育变为启发式教育，使教育走向对话，使教育走向合作，不
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打造高效课堂。

我以为后“茶馆式”教学已不是一种教学模式，而是一种理
念，根植在每一个从教者的心中，更为关注学生的成长。

茶馆读后感篇四

茶室，相互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
出一大社会题目!除非友一位具有奇特视角的大家使它“活”
起来，不然茶室平庸无奇，永久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谁人
人即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家，他用其奇特的视角和伎俩使
整部脚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穷人家。父亲
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赢利。父亲早逝之后，生存更为窘迫，
但荣幸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善士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
精良教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高兴下。他渐小有成绩。在之
后的创作历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室》
之以是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布衣身世也有亲昵接
洽。

同样，老舍的伎俩也是唯一无二的。此中最突出的一点即是
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临时段，干警、简便，也非常容易体现
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再
到百姓党政权消灭前夜，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汗青变
迁。人物体现年月，而年月又作为人物体现的配景，相辅相
成，使小小一茶室提拔到不得不让人用看“汗青剧”的眼光



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只管茶室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
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串全剧，起着焦点作用。一、王利发(茶
室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公理之
士、非常爱国、体格康健)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
友爱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
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

老舍，无论您想转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室》让我们受益
匪浅。我不克不及评说它的优劣，在云云剧你眼前，我只有
说声：“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云云名贵的财产。”

茶馆读后感篇五

《茶馆》里有的对白能引人一笑，但是这笑中更多的是苦笑，
是无奈的自嘲。这些发笑的对白，要么出自那些被生活逼得
走投无路的人无奈之下说出的无奈之话，要么就是那些令人
厌恶的角色的溜须拍马。笑过之后，不禁感到一丝悲
凉——“人活着总得有条路走啊，可是哪有路可走啊!”愿为
国家排忧解难的人们飘零四方，一辈子只想太太平平的'老掌
柜被逼上吊自杀，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毫无良心的人却有钱有
势，不惜让别人用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打学生的老师追杀
爱学生的老师，给官差两个洋钱就能免去杀身之祸，官差指
谁就杀谁——“这什么世道啊?”

《茶馆》最后的一部分，三位气数将尽的老人碰在一起，回
顾自己的一辈子，让人颇感心酸：心怀浩然正气的常四爷干
了一辈子的活却“一事无成”，心怀实业救国理想的秦二爷
耗了四十年心血建的工厂“拆了”，安分守己的王掌柜“做
了一辈子顺民”，到了让人赶出自己开了50年的茶馆。这就是
“爱国”“顺民”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