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房子读后感初中 孔乙己读后
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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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草房子读后感初中篇一

子的严重毒判，有力的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跟着重的表
现了当时一般群众的冷漠麻木。

从更深的意义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文中、以短衣帮站着喝酒与穿长衫的坐着要酒要菜形成鲜明
的对比。

可孔乙己他却穿着破旧的长衫，站着喝酒唯一的人。

说明当时社会的剥削者的悠闲阔绰，孔乙己生活贫困经济地
位和社会地位底下。

从中还可知人们总是含蓄轻视劳动人民，羡慕上层阶级，硬
装做读书人。

孔乙己经常会在酒店喝酒时受到别人的侮辱，反映了当时的
社会人拿孔乙己的不幸和痛苦来取乐，构画了麻木不仁。

其实，他们对孔乙己的笑声里蕴藏着一股悲凉的意味。

孔乙己有时还有点手脚不干净，被打了还争辩说没偷，偷书
不能算偷窃，还说什么“者呼”之类。



他说的这些话虽不争气，且尚知羞辱，而显得十分可笑，孔
乙己最大的侮辱不是被人嘲笑而是没有进学。

不过，孔乙己也有本性的一面。

她很善良诚实，从不拖欠钱，如果欠了，不出一月，定然还
清。

还有一点，他会教小伙计认字，和孩子们说话。

表明了孔乙己静溢的清凉和心灵的寂寞。

孔乙己为了生存去偷丁举人人家的东西，要求写服辩和被人
打断腿。

人世间亲情，友情……是最珍贵的。

我们不应该与文中旁人一样世态炎凉，不该与丁举人一样凶
狠残暴;不应该把别人的痛苦建设在自己的快乐之上;更不应
该与孔乙己一样丧失做人的尊严。

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

爱人者，人恒爱之。

所以为自己也为了别人，不要互相伤害。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美好得人间”只有这样，
社会充满祥和，人性才飘逸芬芳。

“大街上，一个人，用蒲包垫在身子底下。

用手挪着一点点地向前走。

他的背影是那么孤独。



那么悲哀，那么苍凉!”每当我读起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时，
这个场景便会在我的脑海里若隐若现。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心地善良，饱读诗书，却连秀才都没有考
上。

在当时科举制度的毒害下，变得一无所能，潦倒贫困，连仅
会的“之，乎，者，也”都成了人们的笑柄。

穷得一无所有的他，偶尔也会偷东西。

最后偷到丁举人家里。

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孔乙己慢慢的死去。

也许，在刚开始读时，会觉得《孔乙己》这篇文章的语言风
趣幽默。

可是当你细细品味时，就会觉得《孔乙己》是“喜剧”中
的“悲剧”它表达了鲁迅对当时封建制度的极度不满。

写出了腐朽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残害。

“窃书不能算偷”!这是孔乙己的经典话语，现在人们听了甚
至会感到好笑，偷书不算偷吗?当然是偷!可是，正是孔乙己
的这句“窃书不算偷”，恰到好处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腐败，
读书人的悲惨命运吗?孔乙己想看书，没钱买，偷书看，遭人
骂。

正相反，那些秀才，举人们却在深宅大院里读着一本又一本
书籍，可是他们最后又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如今，封建社会已不复存在，在现在的社会中，只要有才华，
敢于展示，哪里都是舞台。



金子无论在哪儿，都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草房子读后感初中篇二

我初读《孔乙己》这篇文章是在初中的语文课上，当时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孔乙己教“我”写茴香豆的茴字的情节，
从这一细节我对孔乙己有了与我同学都不一样的看法，我那
时就觉得他是善良且淳朴的。后来我不带有任何目的来细读
这篇文章，也有了更深的感悟。

来谈谈我认为的孔乙己的缺点吧。首先就是好吃懒做，这一
缺点也导致了他被打断腿甚至可能被打死。他本来是可以凭
借自己写得一手好字来谋生的，但是他却不好好干，反而去
偷窃，沦为了大家的饭后谈资。不会拖欠酒馆的钱，但是他
却去偷书，被吊起来打也不知悔改。其次就是同样有些瞧不
起和他同阶层的人，也非常的好面子。在其他客人问他是否
识字时他非常不屑于回答，即使并没有多少钱也要穿着又脏
又破的长衫，借此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在别人说他偷盗时他
一直狡辩，不希望别人不顾他的自尊心这样说他。最后就是
有些迂腐，和别人交流时满口的之乎者也，迷恋当时的科举，
非要教我“茴”字的多种写法，他的种种做法让“我们”不
想跟他交流。

但仔细一想，这些缺点又真的可以代表孔乙己这个人吗，或
者说他身上的这些缺点真的是他的错吗。我个人认为，这些
缺点正是那个时代对孔乙己的毒害的证明，我们不能站在当
今时代的立场上去评判孔乙己。孔乙己受封建社会科举制度
的影响，一直将“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只知
道读书却也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的弊端一直没有中举，但他
一直是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不应该为去做体力劳动，
也瞧不起做体力劳动的人，低不成高不就，才显得“好吃懒
做”。至于他有些瞧不起和他同阶层的人以及好面子只穿长
衫，也是因为他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觉得自己应该做官而不
是像他们一样大字不识一个只能做些体力劳动，孔乙己一直



认为自己不应该和穿短衫的人一样，挤破了脑袋也想进入穿
长衫一类人的圈子。孔乙己的迂腐也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脱
不了干系，当时所有的读书人基本都奔着科举考试去的，孔
乙己当然也不例外。

他的很多缺点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且人无完人，这
么一想其实我觉得孔乙己也并不像初中语文老师讲的那样不
堪了。更何况他还有许多的闪光点。孔乙己是十分善良与单
纯的，这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老爷爷。自己十分贫穷，
却也舍得跟小孩子分享一文钱一碟的茴香豆，这个真的有点
了不起，设想一下：你好不容易得到了对于你来说十分珍贵
很少可以吃到的食物，你会愿意把一部分分给素不相识甚至
还会嘲笑你的人吗？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蛮佩服孔乙己的。
在受到“我”的鄙夷与偏见后不生气，反而仍然站在“我”
的立场上（认为“我”当上掌柜后用得着）想要教“我”茴
香豆“茴”的`不同写法。你会受到不屑之后仍然为一个陌生
人考虑嘛？不管哪个时代，更多的人是选择旁观的，不会想
要为别人考虑。孔乙己却会为一个嘲笑他的人考虑他的未来，
真的令人很感动，用现在的话说，孔乙己是真正的英雄，自
己经历的都是生活的黑暗带给别人的却都是光明。

读一本书，最重要的是借书中的人物和观点来反思自身。首
先从那些嘲笑孔乙己的人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一些缺点，
人们总是会去瞧不起有点理想但却没有任何成就的人，也总
是会以自己固有的偏见去看别人，常常会“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甚至觉得别人的死和自己都没有关系。而我们既然
读了这本书，看到了这些人，就要避免成为这样的人。再从
孔乙己身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观点看，导致孔乙己的悲剧最
大的原因（除去时代的影响）是他的好吃懒做，自认为自己
有本事所以不想去做体力工作。而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想法，
一直努力提升自己的同时也要能做一些简单无趣的工作，不要
“低不就高不成”，一个能做大事的人一定是能做好小事的
人，要记得月亮与六便士同样重要！



草房子读后感初中篇三

当我读完《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时，深深地感到鲁迅先生
不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小说的每字每句看似简单，
可这都是鲁迅先生字斟句酌的成果，细读起来，可谓内含之
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首先从《孔乙己》这题目说起，孔乙己是小说主人公的绰号，
他做为“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物名称，这是
对这一个人物迂腐可笑的性格的嘲弄，以这一绰号为题，无
疑是给作品定下讽刺性的基调，还具有鲜明地反孔色彩。其
次就落实到xx的每个段落，甚至每个词，都是无可挑剔的。
小说开头介绍店的格局，是想通过它深一层的为下文穷人与
富人的区别埋下伏笔。至于孔乙己第一次到店里掏钱时“排
出九文大钱”中“排”这慢吞吞的动作，既掩饰了他内心的
不安，也表示他对几文钱的珍惜，认真清点数目，等等。词
句的.精湛无疑把xx中心内容更形象地表现出来。

《孔乙己》篇幅不到3000字的小说，极其深刻的反映了孔乙
己一生的悲剧和整个心态，让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个科举制度
的牺牲品在悲苦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一串长长的足迹，那么在
社会芸芸众生中，人们为什么对一个不幸者没有同情，没有
帮助，相反只有哄笑取乐呢？孔乙己是一个艺术形象，而他
的艺术形象体现在店里那麻木不仁的哄笑声中。由此揭示了
孔乙己的一生活着无人关心，死后无人过问的悲惨命运。他，
世界一个匆匆过客，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留下的只
是人们对他的嘲笑。由此不由想起了自己身边的生活，路见
不平，拔刀相助，已不再是什么亮丽的风景线，更象是人们
生活中义不容辞的责任；奉献爱心，盛意款款，已成为每个
人生活的一部分；尊敬老人与互相友爱，应是每个人的高尚
情操的表现，这样的社会环境与那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啊！
不管怎样，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让我们接受以前的教
训，面对明天的光阴，携手走进二十一世纪！



草房子读后感初中篇四

读了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当时社会冷酷，人情的冷暖和事态
的`炎凉。因为孔乙己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所以他注定被人瞧
不起。一个善良的人没有得到好报就死了，而丁举人一样的
人物却活得好好的，我真替孔乙己抱不平。同时，我也体会
到了在当时那个社会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差别，有钱人可以
一手遮天，欺压百姓；而没钱人却只能受苦受难，被人欺压。
现在我才真正知道，我的生活环境与孔乙己相比，真是天壤
之别啊！

草房子读后感初中篇五

小说的人物形象要求个性化、典型化。刻画典型的人物形象
的目的是为了反应社会生活。

小说的人物有一个复杂、立体性格，并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

散文写人也生动，栩栩如生，但散文写人的目的是为了抒情。
可以说人物是作者抒情的载体。一般写人就某一方面进行描
写，然后抒情议论，所以人物性格比较单一。

《社戏》、《孔乙己》同选自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很多
人把《社戏》当作散文来读是很有道理的。《社戏》不但写
了很多美的意境，有很多抒情成分，写的人物的特点也比较
单一，双喜、六一公公、阿发等，他们都善良、好客、淳朴，
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作者理想的社会所应具有的人际关系。

鲁迅先生成功塑造的孔乙己这一艺术形象，丝毫不亚于世界
上任何一短篇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国的文学主张要有含
蓄、深刻的内涵，这是有传统的。仅从文字的外表来理解孔
乙己的形象未免太肤浅了，不少人初看孔乙己，觉得发笑，
阿q也是如此。如果你再看变得凝重起来，说明你懂了鲁迅先
生的作品，也懂了鲁迅先生。



孔乙己是一个穷困的普通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典型的人
物形象。分析如下：

脱不下那身长衫。很多人都解读为他放不下“读书人”的架
子，内心可能暗笑他的愚昧、迂腐，那是站在短衣帮的角度
思考，或者立场不坚定，能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人的角度而
说的。如果是还有也如孔乙己一样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来看，
就会肃然起敬！孔乙己是再穷也不放弃追求高贵的灵魂。

孔乙己的善良，不拖赖账，还教我认字等说明他在骨子底里
还保留了知识分子该有品性，甚至是再穷也想着帮助他人的
济世情怀。

写得一手好字，最少说明他不是白读书，有一技之长！这就
是普通知识分子，普天之下普通的知识分子居多，他们的命
运如何呢？从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我们知道：
他们很穷。孔乙己不只是穷，而且是没有任何地位，是任何
人都可以嘲笑的对象。

一个社会的强盛与否、活力如何，要看知识分子的生活如何。
请社会善待知识分子，包括普通的知识分子，这是鲁迅的呐
喊！

偷书的描写，其实不仅在于“偷”与“窃”表述上的转换，
孔乙己的理屈词穷的表现，正好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直”，
有点坦荡荡的味道，但我们仔细一想，他说偷书不能算偷，
为什么？只有一种解释，穷困的他无法得到这些好书，只能
偷着来看。偷是为了肉体享受，偷书是精神享受，两者是有
区别的。

社会的有钱人怎么样呢？一个“踱”字够了，这不是真正知
识分子该有的修为！丁举人打折孔乙己的腿，他更不是读圣
贤书该有的品德。兼济天下为己任宗旨呢?读书人！



真正的君子在哪呢？孔乙己说：“君子固穷”。好一个“君
子固穷”！一个没落的社会就是一个君子固穷的社会，这也
是鲁迅所要表达的意思。

“排”字有在穷人面前炫耀、显摆的心理，我认为更多的是
孔乙己证实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存在感，甚至是有点优越感。
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追求，越是别人不在乎他的人就越有这
种追求，孔乙己就是如此心理，有点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
通过各种搞怪来吸引别人。

“摸”字写出了孔乙己的窘迫的境地，这时他彻底丧失了锐
气，甚至连生活的勇气也一并丧失，是穷途末路了。

“大约”强调社会上没人关心孔乙己，死当然也没人确切地
知道，所以是大约，也与文章开头部分众人的取笑，孔乙己
名字的由来相照应，都是因为孔乙己地位低下，没人重视。

“的确”表达了孔乙己的死是必然，而且一定是没人知道的
悲惨地死。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表述，讲的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所隐含的不同内容，一是社会冷漠，一是孔乙己悲惨地死是
必然。这种结尾发人深思。这就是《呐喊》的写作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