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身工读后感到(模板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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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身工读后感到篇一

《包身工》是夏衍早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它
报导了日本资本家在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所采取的一种特殊
的剥削方式，反映了“一二八”后到抗日爆发前国民党统治
的黑暗。读到此文，感触颇深。

生活在今日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生长在幸福年代的青年学
生们，的确很难想像到二十多年前竟会有生活得那样凄苦、像
“没有固定车脚的活动机器”般的劳苦者——包身工。

包身工，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产物。在农村遭受灾荒的年
月，“第二”老板们出现了，他们凭着“将一根稻草说成金
条的嘴巴”，花言巧语，用少数钱财哄骗做父母的订下合同
把吃不饱的儿女交给他们带到城里，在日本殖民主义者和封
建把头的重重压榨下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你看，他们住的是
“充满了汗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
动起来”的工房楼下;吃的是“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
很少的碎米、锅巴煮成的”，在这样的食物里加上几片烂菜
叶，用盐一浸，便是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
器们”难得的佳肴。人，怎样能和猪相提并论人的住所，怎
样能和蜂窝相比猪吃了还能够高枕无忧地睡上一觉，而这些
包身工呢她们得每一天坚持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蜂窝，
是再拥挤可是的，而包身工居住的地方，竟像蜂窝般拥挤，
在此环境中，还要遭受非人的虐待。



包身工，她们的劳动属于老板们所有，在合同期内，她们的
人身自由也全操在老板手中。在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劳动
条件下，她们以羸弱的身躯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受到音响、
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
理的上级女工)”们把他们当作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稍不
留意，便会受到“礼貌的惩罚”——头顶皮带盘心子。每一天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
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被践踏”，结果怎样
呢——“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
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日本殖民主义者之所以很多地雇用包身工，一方面因为这种
劳动力的价格贱，另一方面因为她们是“罐装的劳动力”，
很少有自由流动和团结起来反抗的可能。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们却反过来诬蔑我们是“劣等民族”、“东亚病夫”，帝
国主义“礼貌”的苦头我们算是尝够了!夏衍在深入观察生活
和掌握很多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这篇优秀报告文学，报导
了“二十世纪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下”苦役着的“十六
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的悲苦命运，为他们的不幸提出了
沉痛而愤怒的控诉，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
期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残酷压迫
与剥削的罪行，作者饱含着鲜明的爱憎感情预示：虽然在表
面上，这儿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可是这
些都必然产生、爆发，“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

《包身工》在二十多年前发表时曾激起人们对罪恶制度的强
烈憎恨，激发了人们同仇敌忾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决心。今
日，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在“背后没有敌人的
鞭子，肩上没有沉重担子”的新社会长大，看到祖国当前一
片大好形势，怎能不由衷地感到自豪读了夏衍的《包身工》，
我们应引发对今昔不一样社会的强烈思考，加倍地热爱今日
的新生活。



包身工读后感到篇二

在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书中，我读到了《包身工》一文，
这个名字让我很感兴趣。这篇报告文学是夏衍先生创作中的
一个高峰，也是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杰作。夏衍作为一
名著名的作家对文学写作所投入的热情和精力是让人十分钦
佩的。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起早贪黑，深入纱厂亲自体验
生活收集资料，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用真情实感写出
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报告文学中细致真切的描述了旧中国包
身工的苦难生活， 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酷压
榨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行，抒发对包身工深深的同情，和对帝
国主义、反动派的愤慨并严正警告的激情，和对新社会的无
比热爱。

那时候的中国十分槽糕，人民少吃没穿，很多老百姓养不起
儿女，为了不让儿女受饿，听信“带工”老板的花言巧语，
把儿女送入剥削者的手里，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
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这些包身
工都是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
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刚开始厂
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无论怎样的称呼他
们都是旧社会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受人欺辱的最底层的可怜
人。包身工是“人人得而欺之”的，这话很能体现出她们悲
惨的处境。文中对“芦柴棒”这一角色生病的描写是那样真
实，泼冷水后的“跳”，使这个场面描写达到了高潮，外面
刮着寒冷刺骨的风，“芦柴棒”反射的跳，完全衬托出了打
杂的“凶”，突出了“芦柴棒”受虐待的惨，最后老板娘的
笑和她的话，又表现了她的残酷无人性，更显出了“芦柴
棒”遭遇的悲惨，短短的一段文字使人对那个时期的残酷了
解的更加透彻。文章对小福子受罚的叙述与描写特突出了剥
削阶级的冷酷，她只因为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这一点小事就
遭打，“拿摩温”打她，东洋婆罚她头顶皮带盘心子，向着
墙壁站立，罚了两个小时，赶不出一天的活，带工老板又打



她。此外还会被饿饭、吊起、关黑房子等惩罚。文中的细致
描写充分表现了包身工受罚受压迫的惨重，具有随意性、残
酷性、多样性和时间长等特点。夏衍的这篇文章内容充分、
深刻鲜明、相得益彰，使文章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让我心
中充满对包身工的同情和对封建势力的痛恨。包身工的处境
和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受着同样惨无人道的待遇。最
后，夏衍先生利用黑夜、黎明坚定的表现了作者对包身工制
度必然灭亡，新社会必然出现的信心。黑夜象征的是旧社会，
黎明象征着充满光明，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表现了作者对新
社会出现的坚强信念。封建势力残酷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社
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夏衍的文章震撼着我，要赶走帝国
主义，要推翻残酷的社会制度，多少人曾流过无数的眼泪、
血汗甚至献出的是生命。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无代价可以得
来的，懂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地来之不易的。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人要有居安思危的紧迫感，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精神，为了子孙更幸福的将来，担负起责任，为新中国的发
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包身工读后感到篇三

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之后，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压
抑。包身工的悲惨遭遇、苦难生活催人泪下，应对于资本家
的剥削、压榨，感到无比的痛恨，我信感今日生活的幸福。

我自豪，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有光、有热、有温情、
有期望!让我们体会完美的新生活、新社会，珍惜今日，热爱
我们的新中国。

六十二年前的今日，包身工们正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拖着
沉重的双腿在来回地工作着，一不细心，就会遭到一连串的
打骂;而此刻和他们年龄相仿的我们呢?却正坐在宽敞明亮的
教室中，认真地聆听着教师那循循善诱的教导，一双双明明
亮的眼睛扑闪扑闪地时时迸发出智慧的光芒，这些也许是包



身工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他们本是还会撒娇的孩子，但黑暗的旧社会吞噬了他们的童
趣、他们的幸福、他们的一切。伴随他们的是残酷的制度，
恶劣的环境，非人的生活，有多少包身工冤屈地惨死在魔鬼
般的工头手下。

每一天早晨四点，“芦柴棒”在“猪猡”的叫唤声中，踩着
紧张慌乱的步子，咳着喘着，去烧开一大锅稀饭。我呢?起码
到五点半起床，吃了母亲做的早饭，迎着朝阳上学去。“芦
柴棒”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做工，遭受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
折磨，我却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如坐春风，理解着教师的
谆谆教诲。当“芦柴棒”得了重病时，一盆一盆冷水便是给
他们的灵丹妙药。而我一次小小的感冒，父母便要千叮咛万
嘱咐：千万别忘了吃药、打针，到学校更会得到教师的悉心
照料。

在那知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
没有期望……没有人道。他们只拥有皮鞭的抽打，只是十六
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里，象花朵一样在阳光、雨露下尽情开放，我们有的是温暖，
有的是幸福，我们生在福中要知福啊!

在这比包身工的生活条件优越很多倍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做
些什么呢?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现
代化建设作出伟大的贡献，便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期望我们都做主宰生活的强者，不要做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弱
者。[整理]

包身工读后感到篇四

“哎，又输了”妈妈又抱怨起来了。“您没有牌大过对方”



可气的电脑又叫了起来，这是电脑常发出的声音。“哎，哎，
我怎么又输了，你让我赢一盘好吗?”这是我妈“斗地主”的
口头禅!你瞧，妈妈那不服输的脾气又上来了，摆开了不甩
掉“包身工”的帽子决不罢休的阵势。可事与愿违，屡战屡
败，屡败屡战啊!真是可悲又可气!

书房里传来了一席坚定而又愤怒的'话：“本大人已经一星期没
‘斗地主了，今天，我要重出江湖!”。我妈“斗地主”的历
史已经有一年半了，可还是“包身工”。我看着妈妈愁眉苦
脸的样子并安慰着说：“就让你女儿帮你斗几盘吧，包你升为
‘短工’。”经过几轮的撕杀，好不容易才提拨为“短工”。
妈妈迫不急待地夺回鼠标继续战斗，可好景不长，又沦
为“包身工”了。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和爸爸要出去，叮嘱妈妈：“锅里正熬
着大骨头汤呢，别玩得太过火!”妈妈一边心不在焉地答应着，
放心吧，一边在发誓：“今天我一定要成为短工否则我就不
吃饭”。妈妈聚精会神地玩她的“斗地主”，将熬汤的事抛
到九霄云外。等我和爸爸办完事回来，推开门，一股难闻的
焦味扑鼻而来，爸爸赶紧看了看汤，汤都快烧干了，我们气
冲冲地喊：“包身工”，“包身工”，汤都干了，妈妈不耐
烦地说：“别急，马上就成为短工了”。爸爸无奈地摇着摇
头。

妈妈，虽然一直在努力地拼搏可还是“包身工”，总是
在“包身工”与“短工”之间交替。妈妈，你何时才能翻身
做主啊!我真希望你有一天能成为“总督”!

包身工读后感到篇五

看到“包身工”三个字，我畏惧得很，又有点似曾相识。

哦!原先此刻这21世纪也有夏衍笔下的“包身工”。



传销来钱快吧!但你可知这传销毁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这传
销的老板就是“带工”的老板，花言巧语骗同乡人，同学及
亲戚加这榨取人血液的团伙。

诱惑的力量是不可估测的，有些人被黑心的“带工”老板一
说心便涌动了，心动了，还有什么能阻挡他前进的步伐了。
所以，一个个纯洁的心灵被“带工”老板侵蚀了。一个个健
壮的身体被“带工”老板摧毁了，倾注了一些白日做梦的妄
想。

这些“包身工”呀，她们有安于现状，不想跳出也难又跳出
这个“吸血鬼”的魔洞，继续为那“带工”老板卖命坑害我
们这些单纯的人儿们。可是幸亏还有一些人想逃出来，不想
去与那“带工老板”同流合污，也不甘受那打骂挨饿挨冻之
苦，他们为了解救自我，宁愿从高层楼的传销点跳下来，等
待社会上的人的救助。

啊，我们这世纪还算很好的，好人总是比坏人多，一大群一
大群的人前来帮忙她，社会也在打击这种事。唉!可惜呀!夏
衍所写的包身工们不是生在我们这个年代，要不然我们就能
够伸手解救她们了，可可惜呀，我们伸手过去，包身工们抓
不到啊，但庆幸的是，我们的手拉过来了一大群受传销毒害
的人!

我们的手是温暖的，我们要伸向每个群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