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郑振铎猫读后感 郑振铎猫的读后感
(优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郑振铎猫读后感篇一

如芙蓉鸟这样最喜爱的宝贝，被吃了失却了，哪个不伤悲谁
人不愤怒？所以，很理解妻的断语，和我重复地叫着“一定
是猫，一定是猫”的情态，因而对棍棒加之于猫的行径，也
是顺理成章地理解和接受着。猫，又能如何？它虽是万物之
灵，却无法言语。它只能，只能悲楚地叫，只能飞快地逃。
可这一声“咪呜”，竟是包含何种魔力啊，为何听之入耳，
震之于心？也许，你在无谓地辩白：不，不是我。也许，你
在无望地哀求：不，别打我。

可怜的张婶啊，猫只能无言地悲鸣，可是，你为什么不作解
释？甚至只是默默无言，连辩护也没有？聪明的倪海娜老师，
设计了一个环节，让你学生替猫说出那一声悲鸣中所包含的
内涵。可是稚嫩的孩子们，如何能明白若有若无聊胜于无的
猫的内心？就算猫能言语，它又能对收留它的主人、失去了
理性的主人们说些什么？只不过，还是那声悲鸣罢了！年轻
的倪老师，非常有个性地处理教材，让学生帮张婶作勇敢地
辩护。可在那个主仆的年代里，张婶能作民主地申诉吗？恐
怕，最终只能也是默默罢了！人们于是便由对花猫和张婶的
同情，转而痛恨那只肇事的黑猫。

可是，为什么会分明地听到还有那么多的无罪的花猫在悲鸣？
为什么人们总是还要如张婶般地默默？为了自己，为了他人，
为了我们的良心，好好地再读一读大师的谶语吧！请记住，



没有谁是谁的上帝，我们只是自己的主人，唯一的主人，好
自为之啊。但愿悲鸣能够沉默，但愿生活无须辩护，但愿人
们不再无言。

郑振铎猫读后感篇二

猫这个故事里面蕴藏了一个大道理，我推荐同学们可以读读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郑振铎写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家特别喜欢
养猫，第一只猫是从邻居家要来的，他性情温顺顽皮好动活
泼，跟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不吃饭也不玩儿了，这结
果最后病死了，过了几天，听说舅舅家有几只小猫。于是妈
妈给我们带回来了一只，这只小猫较第一只猫更有趣，更活
泼，有一次抓了一只大老鼠，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它，结果最
后被人给偷走了，至此我们家好久不养猫，第三只猫是我在
大门口捡的流浪猫。他天生忧郁性，躺着不动，我们全家人
都不喜欢他，不看好他，一天妻子买了一对芙蓉鸟，那只猫
每天盯着他们，一只鸟死了，腿没了，我们都认为是这只猫
干的，我就用棍子打了他一下，他跑了，过了几天又有猫来
吃鸟了，这是一只黑猫，闲着鸟走了，这时我才知道是我错
了，冤枉了那只猫。心里有一股悔恨，原来是这只黑猫干的，
两本站个月之后那只猫死在了邻居家的屋檐上，我永无改正
我的过失的机会了，最后一只猫非常可怜，被人冤枉了，还
被人打了一下，可能那只猫到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打，在
生活中也有好多人被冤枉，在昨天刚学的政治课本上，一个
人看见了自行车倒了就赶紧去扶，结果车主来了，看到那个
刚服完自行车的人，以为是他推倒的，就吵了那个人，直到
一个人来替扶车的人辩解才解开误会。

我们生活中不能随便冤枉一个好人，所以不要随便给一个人
妄下断语，先搞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关键，随便冤枉
一个人有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甚至死亡，如果不想被别
人怀疑自己，就先要自己做好，比如上回班里有人写纸条，



同学们都往我们这里看我，就纳闷了，同样都是d列，为什么
不往那边看呢？后来才知道我们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会给别人留下印象，留下什么印象就要看自己了，我们不
要像第三只猫那样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郑振铎猫读后感篇三

教学《猫》这一课，分析到“我”勇于自责的精神时，我忽
然想到了自己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他教得很好。对我也特
别偏爱，我想这是因为我连续考了几次第一名的缘故。后来
有一件事使他改变了对我的态度。

某篇课文中有“撒尿”一词，老师却把它念成了“撤尿”。
许多同学都明白老师是把“撒”和“撤”两个形近字弄混了，
可谁也不敢吱声。遗憾的是老师一直浑然不觉，甚至下课后
还吆喝我们：都撤尿去啊！对五年级的'孩子虽然不必忌口，
但这“撤尿”听着也太别扭了。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大
声说：“老师，您念错了！是撒’尿，不是撤’尿！”老师
的脸“刷”地红了，——如果他这时坦率地承认自已的疏忽，
该多好啊，不仅会迅速修补他受损的形象，甚至会留下一段
佳话。可惜呀，他在为自己的读法做了简要的辩解之后，开
始痛斥我的无知和无礼。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他训
斥，从这以后，他再也不理我了。现在想起他来，只有那张
因愤怒而扭曲了的脸还清晰可辨，令人不寒而栗。

后来，我自己也做了老师。吸取他的教训，每接一个新班级，
我会首先发表声明：“欢迎同学们随时指出老师的错
误……”正是靠学生们的慧眼，我纠正了写了十几年的错别
字，改掉了从小就养成的不正确的书写习惯。平时处理问题
失当、失度，批评学生错了、重了，都毫不犹豫地向学生
说“对不起”。这样做，不仅无损于老师的尊严，反而更拉
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世界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不必刻意掩饰自己的无知；也没



有十全十美的人，要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学们正
处在长知识、长见识的黄金时期，尤其需要培养敢于认错的
品质。

郑振铎猫读后感篇四

如果第一只和第二只猫没有亡失，以它们在主人心中受宠的
地位，以它们平时带给主人的欢乐，如果也摊上“鹦鹉鸟"事
件，怎么着也不会是冤死的下场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时，这就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而且，
由外到内观察一个人进而了解一个人，也是符合人的认知规
律的。相亲时，美女或帅哥获得第二次见面机会的机率肯定
要大一些。所以，面子工程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长相是天生的，有些硬件我们天法改变，但也有些我
们可以后天弥补啊。自律一点，管理身材，保养皮肤。勤快
一点，衣着干净，打扮得体……这样看着，总会舒服一些吧！

那只猫，你不好看就罢了，做事又不小心，把毛烧脱了，更
丑。又懒，整天懒洋洋地踡伏着。原来干巴巴地瘦，后来不
可抑止的胖，360度无死角地难看。但凡你有一点维护自己形
象的意识，也不至于到后来的地步。

其实，这又是一个不只是看脸的社会。

满脑袋的智慧，会让人忽略了你早秃的顶。大腹便便，若腹
有诗书照样受人景仰。身材矮小，却能建功立业，留给人的
可以是伟岸的背影……为人真诚善良，做事踏实认真，工作
勤勉努力……一切美好的精神品质都可以让你焕发出别样的
光采。

钟无盐，晏子，包拯，刘墉，鲁迅，邓小平等名人的事例不
胜枚举，身边这样的事例其实也比比皆是。



确实，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生而平凡，人总得努力，让自己有点什么可以拿着出手的东
西。我们呼唤社会的公平公正，但如果公平公正暂时缺失或
者正在赶来的路上，而这一切不幸正好被你遇上，至少你有
底气有能力将误解将偏见抵之门外，为自己赢得尊严，赢得
美好人生。

所以那只猫，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是整天闷闷不乐、懒洋
洋地、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就是你的错了。但凡你稍微活泼
一点，勤快一点，能干一点，也能上个树捉个老鼠什么的，
你的命运或许就能改写了。

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假呀！

郑振铎猫读后感篇五

《猫》是我国有名的语言大师——老舍先生写的一篇状物抒
情散文。

这篇课文细致、生动地描述了猫的特点。作者运用具体事例
写出了猫的性格特点。写猫的性格古怪时，将看似矛盾的事
情一一列出，使猫的性格鲜明生动起来。可以通过师生分工
朗读，领悟总分式的构段方式，体会用事例写具体的表达方
法。在体会猫的特点时，要结合具体的语句来感悟作者用词
的准确和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如，“在你写作的时
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
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把脏脚印
形容成小梅花，而“印”字又用得何其生动；把猫的叫声形
容得悦耳动听，喜爱之情跃然纸上。写猫的可爱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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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课文有两个非常突出的
特点。首先是表达了真挚的感情。老舍先生对家里的猫爱同



儿女，因此无论是古怪还是淘气，在他眼里都是十足的可爱。
而且人与猫之间互相信任，和谐相处，创造出一个非常美好
的境界。其次是老舍先生平实无雕琢的语言风格。在介绍猫
的性格特点时，只是将事实具体地写出，使猫的形象越来越
丰满，性格越来越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全文字里
行间流露出对猫的喜爱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