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舍读后感一千字(大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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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一

老舍是一个极富有幽默感的人，他有时将幽默当作一种武器，
有时将幽默用作一种包容。如在《挤火车》中，用幽默来讽
刺当时社会的一些丑陋行径;而在《洋娃娃，四十分》中，其
幽默却体现着老舍的包容与厚爱。

在《小学生老舍读本》这本书中，我印像最深的是老舍的那篇
《挤火车》，他通过主角王先生挤火车的生动细节描写，来
专门讽刺那些挤火车、抢烧鸡勇往直前，敢于拼命，而听
到“日本”两字就没有喊打勇气的人，来抨击当时社会上的`
某些人，在小事上敢于打拼，在大义上面前却严重缺钙的陋
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期待，那就是做人就要做硬气的
人，做一个有气节的人，做大义面前勇往直前的人。

还有舒立写的《洋娃娃，四十分》，也令我感触最深的`，这
篇文章中描述了其父老舍经常送她洋娃娃，各种各样应有尽
有，使她在洋娃娃伴随中快乐成长。一次，舒立在珠算测试
中考了四十分，但老舍不但没打没骂，反而幽默的说自己小
时候连四十分都考不到，待舒立长大后，才知父亲数学一直
很优秀，才如梦初醒。文中表达了老舍用幽默来让女儿在快
乐中成长，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才。我想，如今的父
母，如果都能这样该多好!那我们就可以尽情放飞心中的梦想。

《小学生老舍读本》里还有许许多多，文中通过一景一物，
一花一草的描写，展现了老舍的人格，体现了民族气节，我



真是佩服之致。我以后要好好学习老舍文章的精髓，筑好人
生成长的基石。

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二

的抒情散文。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以风趣亲切，平实
无雕琢的语言，表现出猫性格的古怪，以及刚满月小猫的调
皮可爱。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和对生活的热
爱。

新课标指出四年级要求学生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在教学这篇课
文时我力求让学生通过朗读来感受作者对猫的喜爱，以研究
性阅读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抓住重点词、句来说
出自己的体会，读出自己的理解。创设情境来让学生感受作
者和《猫》之间的真情，感受“人爱猫、猫爱人”的和谐画
面，体会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本课的教学难点是了解作者是怎样写出猫的性格特点，并

在阅读中体会“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教学时，我采用了
“先扶后放”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通过第一自然段中
的“老实、尽职、贪玩”感受猫性格的古怪，重点分析、体
会、朗读第一自然段。放手让学生合作交流第2、3自然段来
突破难点。

而并不能保证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另外还有两点是需要我注意和改进的：1、本文是一篇要求背
诵优美语句的文章，应给学生一些背的时间。2、在指导“屏
息凝神”这个词语时“屏息”指导得不够准确。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会继续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和有活力的年轻教师探
讨，不断完善自己，还请各位同事多多帮助、多多指导，谢
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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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三

“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枉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
的动物。”这是郑振铎先生在发现偷吃鸟“另有其猫”时下
的断语。但是，这是否准确呢？我们无法得知了。

《猫》即可被看作一篇散文，也可看作一个微型小
说。“我”家在连续失去两只猫后，本来很久不养猫。一个
冬日，收养一只流浪猫。“我”家猫在吃胖了后买了一对鸟，
因为猫总盯着鸟，当第一只鸟被吃掉后，大家都疑心是猫干
的，并且将猫赶出去。几天后，有一只黑猫来偷鸟吃，我们
又以为是黑猫干的，于是心里极其对不起那第三只猫，也最
为怀念它。

可是第一只鸟被偷吃，一定是黑猫干的吗？不一定，因为没
人看见。于是，我们又可以得知，那些容易在被人妄下断语
的，有两种人。

再回头来说第一只被吃的鸟，会是谁吃掉的呢？因为无人看
见，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猜测。或许是那只捡来的`猫，或许



是黑猫，或许是别处跑来的流浪猫，或许是临家养的猫……
我还有一个不成熟的猜想，会不会是被捉走的第二只猫回来
了，一路上饥肠辘辘，忍不住偷吃了鸟儿，又愧对于主人，
没有现身呢？甚至，吃第一只鸟的，根本不是猫。

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四

读完了这本书，我终于感受到了老舍对写作的热情，也体会
到了文章的精华，形容的模样似乎已经在你的'脑海中漂浮，
写事的经过都写得有详有略、有长有短，无论什么文章，都
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中的一篇文章
《旅行》，特别突出了老舍爱睡觉的习惯，因为他们每个人
的职业都不同（老辛是外交家，老方是候补科学家）。所以
他们干事的举动都不同。他们在路上有两次争吵，都是关于
先去哪，再去哪。第一次是先找旅馆还是先见教授，第二次
是先去海岸还是先去古洞。(.)总体来说，他们都没有几分钱，
所以被人看不起，找旅馆的时候受老太太的白眼，买票的时
候又遭遇服务员的拒绝，可以明确地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是
中国未成立时，中国人被人看不起的时代。让我们努力学习，
不能让巨大的灾难重新上演，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国穷、国
弱受人歧视、受人欺负。

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

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五

老舍先生是人民公认的人民艺术家，他塑造的很多任务也早
已经深入人心。老舍先生早年留学英国，而他也正是在那时
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茶馆，没事儿喝茶，彼此唠家常，谈世事的地方。谁可曾想
在老舍的笔下，它摇身一变竟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地
道的语言，真实的场面，人物栩栩如生，写的太现实。这和
老舍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



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
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
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
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
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
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
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
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
到xx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
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
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
这部巨作。

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
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
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
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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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
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
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人深思。

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六

今天，我读了老舍写的作品《养花》，读完了这篇文章，使
我有了许多感想。

这篇文章讲的是老舍把养花当做乐趣，通过亲身去做，得到
了许多知识。



确实如此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以前在我奶家，有一个宽
敞的大院子，我奶就在院里种点花或草，但并不种那些名贵
的花和草，因为珍贵的花草不容易养活。但如果真让花草自
生自灭，那草和花长的也不会发那么枝繁叶茂。我奶家的花
草长的茂盛也有一份功劳。在平时，每天写完一篇字，我便
到院中浇水施肥，不几天那些花草就长一大块。

记的有一次，我买了一料丑菊的种子，我便把它种下，天天
浇水，盼着它快点大，因为我倒要看看有如此恶名的花究竟
是什么样子的。可产事与愿违，它偏偏跟我过不去，懒洋洋
地睡大觉，连花的影子也没有，我气得真想把它拨子了，可
又舍不得。终于在五·一节沉睡了，一年的丑菊忽然打了苞，
真庆幸没把它扔掉。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养花也想有
耐心，从这里也想到老舍也一定是一位有耐心的人，丑菊的
花的颜色是金黄金黄的，几十个花瓣摆了三四层，虽只有铜
钱大小，但它娇小美丽极了。

是啊，种花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
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七

今天，我看了《猫》这篇散文。

这篇散文中写了猫的古怪性格，和小猫咪刚满月时的淘气样
子，还有猫的生活问题。

《猫》行文生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具体描述了猫的性情、
习惯、脾性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猫的宠爱之情。

老舍先生所描述的猫，融入了主观意识。因此，他笔下的猫
有个性、有风骨、有能力与不趋炎附势，透过这样的描写，
深刻地表露出作家欣赏和厌恶的是什么。



文章的特点是文风风趣亲切、语言通俗流畅，在娓娓道来的
优雅言语中，产出了作家的旨意。

“屏息凝视”指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屏，抵制；凝，
注意力集中。一连几个小时有意地抵制呼吸，聚精会神地看，
下定决心地等，用这些话来突出它是多么尽职，“非……不
可……”，写出了猫等老鼠的决心与耐心，突出地表现了猫
的尽职尽责。

作者讲猫小时候十分淘气。表现在：一是刚满月，腿脚还站
不稳时就爱玩；二是稍大一点胆子越来越大，也就更加淘气。
“它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
你见了，绝不会责打它，它是那么生气勃勃，天真可爱！”
对小猫的宽容怜爱如待幼小的孩童。

本文生动地描写了猫的古怪性格和满月的小猫的淘气可爱，
表达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老舍读后感一千字篇八

这本书运用对京城中裕泰大茶馆里人们的谈话，体现了国家
的兴盛衰败。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解放战争的前夕，时代的
变迁让茶馆里发生的一件件小事变成了一部历史剧，而这部
历史剧的主角当然就是茶馆掌柜王利发了。

王利发是个精明而正直的人，年仅二十岁就出来替早逝的父
亲打理生意，他生在一个混乱的、战火连绵的年代，最后因
为不能忍受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茶馆被人强行霸占而上吊自
杀。是啊，用戏中的话说，那是一个人们“一堆一堆给洋人
送钞票”的日子，不少的人都当起了汉_，特别是戏中的两代
小人——刘麻子和小刘麻子。

先说刘麻子吧，他见利忘义，干着给人说媒拉线这种不正当
的生意，不论双方愿意与否，只要有钱赚他就干，有时甚至



还卖人儿女。在第一幕中，他竟然把一位生活贫苦的农
民——康六的女儿康顺子以十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给了一个
太监。

而刘麻子的儿子小刘麻子呢?他非但没有“改邪归正”，反而还
“发扬光大”，要创办一个专给美国人提供女招待的“花花
联合公司”，甚至想方设法霸占了王掌柜的裕泰茶馆。

现如今，像这样见利忘义的人还在少数吗?有些_商，为了谋
求暴利，用偷工减料制成的东西来蒙骗消费者，甚至不惜搭
上消费者的性命!

不过现在，随着人们的意识不断增强，理解那些为祖国作贡
献的好心人越来越多，这是让人们欣慰的一点。不管怎样，
《茶馆》这篇剧本让我受益匪浅，让我从中读出了一位语言
大师的爱国爱民，善解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