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范进中举读后感(优质9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一

从范进中举想到的碳与花，范进一家住的是毛草棚，吃无隔
夜粮。偶与乡试还没盘缠，可谓清贫之极。其丈人胡屠户虽
白眼于他，但屡屡接济，送米送面，也称的上“雪中送炭”
了。假如没有雪中送炭之火（四、五千钱），一家几口又如
何生活，又如何读书参试中举人。

一旦中举，何等风光。邻居们有的拿鸡蛋，有的拿酒，有的
背米，也有的捉鸡。更甚者，从来没有来往的张乡绅趋炎附
势送银五十两，还许诺借房一所。试问：“范进中举之前这
些人那里去了。”

此书虽是文学，世间也确实如此，本人经历亦如此。从中体
会到在日常生活中穷人善送碳，富人爱送花。这是环境、友
情、地位和个人需要所决定的。

碳乃能源，生活之必须，缺之乃影响温饱，寒冷之时有人送
碳，真乃神助。花为美之装饰，是在生存基础上的再提高，
是生活的升华。穿锦戴玉仅缺花，不妨大雅，此时有人来送
花，只能谓之人助。一般人只要回顾自己的经历，无不深感
碳与花的秒用。

综上所述，奉劝世人争做送碳翁，不做或少做锦上添花人。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二

考试，恐怕是咱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最耳熟
能详、也最惊心动魄的一个词了。不是吗?追根溯源，正规的
科举考试早在隋朝就开始了，一千四百多年过去了，各种各
样的考试非但从未间断，反而越来越多。问一问任何时代的
学生，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呢?可考试多了，怪事也就多了。
古代有，比如范进发疯;现在也有，高考落榜自杀的事情不是
屡见不鲜吗?纸上笔下的事情竟然会有这样惊人的结果，让人
心惊肉跳之余，也不禁若有所思。

本来，考试应该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以科举取十而论，它的
产生实是中国人才选拔和官僚休制的一大进步。在实行利举
制度之前，任命官职的制度称作“九品中正制”，其实就是
按门第高低往下排，根本不用考试。这与两晋南北朝时盛行
的士族门阀制度是相适应的。只要出身高门，即使无才无德
也有大官等着你去做;但如果出身平民，无论多么才华横溢，
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所以科举制度的实行，实际是给下层
的人民开辟了施展才华的途径，于国于民都是一大进步。唐
宋的社会繁荣、人才辈出，与科举制度的设立是分不开的。

然而历史好像总有一种变坏的趋向，当事情好到一定程度的
时候必然下落科举制度到了明清，体系变得空前完备，但内
容也变得空前僵硬。体栽分三段，有八股，考试必须一级一
级向上挣，文章必须中规中矩地按框写。十年寒窗，无数次
考试，其实都是在死记硬背、断章取义、陈词滥调地写文章、
读经书。这个制度基本上已经失去了选拔天下人才的积极作
用，考生们的脑筋都被那些条条框框僵死了，都是为了考试
而去考试，还有几个人能有心思去钻研真正的“微言大义”、
真正地去忧国忧民?于是在明清的科举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
的悲剧和疯魔。范进的发疯尽管有文学的夸张，却也是真实
的写照。



看来，千载之下，仍有科举的遗风。但如果忘却了考试的本
来意义，纵然再考到一千年后，又会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我为
考试感到悲哀―不能消除的悲哀。

《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的精彩篇章，围绕着范进这个
穷困已久终于一日“高中”的文人，一群可笑可鄙之人跃然
纸上。不过，当嘲弄和鄙薄的感情滑过，掩卷沉思时，我顿
悟：他们都是受害者呀!

范进，这个滑稽剧的中心人物，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
他永远沉浸在四书五经中，没有什么实用的本领。考了几十
年，青春年华都消耗在考场上了。在这几十年里，他对这个
社会有什么贡献吗?可以说接近于零。非但他一个人穷得有上
顿没下顿，连带着妻子和含辛茹苦养育他的老母亲也饥一顿
饱一顿。看，为了凑点盘缠去应乡试，“家里已是饿了两三
天”!老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若是不中，范进还会
在科举的栓桔中挣扎下去，直到死去;中了，这一飞来喜讯让
范进高兴得发了疯!何等可叹可笑!

胡屠户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其嘴脸让人作呕。但其前据
后恭的表现不也是由于封建科举的巨大影响力吗?他是怎么看
举人的呢?“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
城里张府卜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
总之，觉得自己的女婿中个秀才已是宗师的恩典了，想中举
人纯粹是“想天鹅屁吃”!范进在这位脾气颇大的老丈人面前，
每每都被骂得狗血喷头。而范进一中举人，立时在胡屠户心
里变成“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心理作
用之大，竟然在打过范进之后，“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
过来”!这封建科举之毒，实在是毒人心扉呀!

其他如胡氏、范进母亲、街坊等人，或直接，或间接，也都
是科举教育的受害者可怜他们身陷其中，尚不自知啊!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三

《孔乙己》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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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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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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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结局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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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成名只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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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把自己束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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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更充实。旧
的科举制度已毒死了不计其数的旧文人，难道在今天，我们
还要自己给自己戴上“新科举制”的枷锁吗?不，决不能!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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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初三课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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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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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各色各路的人也极尽趋炎附势的丑态。

不说别人，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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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着北：但是在他渎职范进考中
的时候，又大嘉褒奖范进，说是“贤婿”“才学高”“品貌
好”，其意就是讨好、奉承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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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真实的反映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
人的心灵的荼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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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本文我深深的感到：在封建时代，以八股文为资料的科
考是多么的残害人民，残害他们的心灵，清政府是一个无能
的政府，是一个害人的政府啊!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五

戏剧若只如初见，怎么看都不厌倦。这就是所谓的初恋，一
见钟情，一眼定情，不带任何偏见，永远新鲜。那一瞬间，
定格脑海，如照片，挥之不去，存在在我深深脑海里。为了
获得最完整的印象，我憋着没有观看彩排，就像憋尿一样，
最后感情急得喷涌而出，难以制止。看完戏后，我的心情起
伏不定，不能平静。因为范进，这个苦逼，身上有我作为读
书人的那一部分，我深知科举对人的摧残是何等痛苦，让人



求之不得孤枕难眠。死命追求而又难以得手。我想，是这一
切产生共鸣了。所以才能看到心里去。

我不得不说，一开场并没有让我惊艳到哪里去，一是觉得把
舞台这个礼盒提前打开给别人看，有一些不够神秘和期待在，
或者是交代场面亦未可知?我直觉得魔术师的盒子，给人看是
空的，后来从无变有，从有变无。二是一开始熟悉的传统表
演形式让我误以为还是有些老套，不过那时我想，一个丑形
态的范进绝对颠覆了大家心中对正派读书人的看法，我们总
以为那些状元，都是眉清目秀的小生，都是传统爱情里的张
生。但是，那是占绝大部分的大众的看法，大众共同赋予状
元的意象，而这个角色是符合我心目中的范进的，高度吻合。
迂腐而又幸运。所以我理解为什么导演会说这个角色适合，
也只有高甲能演，这是很对的，他是读书人中的奇葩，另类，
迂腐，却又何其幸运。他有一个好老婆，宁愿饿死都要陪她
读书，一个好老妈，宁愿倾家荡产也要让他去科举，这让人
很感动，这就叫爱。这是范进的幸运。即使连他岳父，狗仔
看似的不幸，最后都成了幸运的一部分，岳父让其返回现实，
一记巴掌啪啪啪(后面两个啪是回声，请自行脑补)，狗仔让
其知道现实的.残酷和可怕。但当你感叹造化弄人，造化又助
人为乐了。没有岳父，就没有老婆，没有老婆，就没有他的
今天。没有狗仔，就没有演员的八卦，就没有风波，艺人就
不会声名显(狼)赫(藉)，陈赫就不会粉丝万千，身败名裂，
现实的可怕性就让狗仔来扮演，这个片段是我觉得出彩的地
方，记忆犹新。我也从此觉得好看。卖鸡是很搞笑的部分，
那绝对是读书人所不齿的!斯文扫地啊!真是可怜!惨境!所以
范进扭捏。当然，这俨然给后来的中举埋下伏笔，才会悲极
生乐，突犯神经病!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似太大了!突然吻合
了!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住这种回流，如正负两极回流，砰电了，
就短路了!以我在福州话剧院的实习经历，我深知范进中举有
加入话剧表达的形式，比如从侧门进，与观众互动。出其不
意，惊喜连连。这就是中西结合，大胆。当我听到，走起这
个词，我觉得对了，这就拉回了现代，仿佛古今贯通。对话
成功。这不就是传承和发展，融合与更新吗。最后结束，适



可而止的感觉，给人一个谜，无解，浮想联翩，好像有续集。

一部好戏应该能让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回味无穷。不断
从中获得新意，范进中举做到了。基本上符合我自己的看法。
我把自己处在和观众同一起跑线上的状态，再去看。就能作
为一名观众的意见。我也希望再看一遍，一是可以加深印象，
二是可以咀嚼细节，这也就是古代戏曲为何要一次次看的原
因，不断加深印象，如印象派。也不断从中获得新意。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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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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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从一个泥潭
陷进另一个泥潭。

我们也在学习也要考试但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的学习
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我们却有着远大的目标我们是为祖国
而学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学。旧的科举制度不存在了但追求学
历的思想仍然存在有的人不就是把进重点中学、考大学作为
自我唯一的目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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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更



充实。旧的科举制度已毒死了不计其数的旧文人难道在这天
我们还要自我给自我戴上“新科举制”的枷锁吗?不决不能!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七

从《范进中举》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出一些人性多
变和奇妙之处。

在范进中举之前，老丈人胡屠户对他的态度极其之差。我自
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
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
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中了秀才，他不好好祝福，反倒还
挑范进的毛病，可见他对这个女婿有多么嫌弃。范进好声好
气与胡屠户商借去乡试的盘费，却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
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形象地表现出胡屠户对女婿极度的无礼
和极大的厌恶，对范进十分鄙视。

当范进中了举，欢喜得发疯，需要胡屠户打一耳光才能治好
时，他却不敢下手了：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
是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
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平常对女婿那般打骂，
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他便开始退缩了。屠户见女婿衣裳
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要不是范进
中了举，胡屠户怎么可能对他做出这般举动?无非是想改善自
己在范进眼中的形象，从女婿手中捞取一些好处。这低声下
气的模样与之前高傲自大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眼
里也许只剩下权势和利益了。

人心难测，如果范进中举是假的，胡屠户对女婿的态度会不
会再次发生改变呢?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了。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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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读后感篇九

如果你当上了官你会疯了吗？我想当然不会。但是，曾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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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