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馆读后感(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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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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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馆读后感篇一

这部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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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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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
改成了一个“取得大量情报，捉拿共产党”的地方。

现如今，像这样见利忘义的人还在少数吗?有些奸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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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局本让我受益匪浅，让我从中读出了一位语言
大师的爱国爱民，善解人意。

茶馆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这本书，《月亮茶
馆的童年》读后感500字。主要讲的是:主人公天米和麦穗是
一对很要好的朋友。在与同学和邻居的相处中,经历了风风雨
雨、坎坎坷坷之后,她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了真正的友谊,真正
的友情。虽然,她们两人有点小矛盾,但是她们仍然是一对好
朋友。

人生是漫长的,童年却是短暂的,可那是美好的,欢乐地,天真
的!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友情亲情的含义，读后感《《月亮茶馆
的童年》读后感500字》。该上五年级的我,再有一年就要和
好朋友分别,心里便惆怅的很,恋恋不舍!想想我的同学,经常
在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共同学习、共同读书、共同进步中度
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虽然我们也时常闹闹矛盾,但
是我们的同学情,我们的友谊却在一天天增加,暑去寒来中变
的更加深厚了!在我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同学们的帮助、安
慰和鼓励,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和信心!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成
为要好的朋友。想到我们一年之后小学的五年学习生涯即将
结束,我们会奔向不同的学校,有了不同的人生,但是我们的友
谊仍不会改变!

童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要长大了留
下遗憾,那就让我们珍惜现在的所有吧!好朋友应该是一生一
世的,友谊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茶馆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是殷健灵女士写的，她是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代表之
一，我对这本书的第一影响就是非常棒。

文中主人公是天米，在偶然的一天，天米遇到了她童年时最
要好的朋友麦穗，两人坐在灯下回忆起往事，“金钩钩，银
钩钩，你的东西给我吃，我的东西给你吃，要好好到老，不
好就拉到…”

天米和麦穗是两个可爱的小女孩，都住在宝野，成绩也都是
名列前茅，两人曾经是同桌但由于种种原因，麦穗不得不一
次又一次的离开天米。从小到大天米和麦穗发生过很多有趣
而有悲伤的事情，但是使我记的最清楚的却只有一件。那就
是天米，麦穗和南南发生的一件悲惨的事情。厉寒冰是天米
和麦穗的老师，她有个女儿叫南南，因为南南一生下来就得
了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是不可以剧烈运动的。但是噩运才刚刚
开始。

宝野的学校前面就是一家工厂，每天都会把“宝物（水晶碎
片）”堆积在门口，而小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的跑去捡，天
米和麦穗也不例外，一放学就去。有一次，天米和麦穗路过
公寓，两人举起手中的“宝物”，被南南正好看见，南南用
羡慕的眼光看着天米和麦穗手中的“宝物”。天米和麦穗看
着南南就与南南聊了起来，了解南南的情况后，两人很同情，
便决定带南南去工厂那里捡“宝物”。

《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这本书，它使我坠入一种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感受。直觉告诉我，这本书是好书，绝对是。它以哪
种直击心灵，连通记忆的力量牵引我进行阅读。

茶馆读后感篇四

通过实践，我认为在美术课堂中运用后“茶馆式”教学突出



了一个重要的点：学生自己能学会的，教师不讲。

课堂教学中强调“书中学”“做中学”，强调学生的学习过
程，以“书中学”为主。没有经过研究和做的过程，学生很
难掌握一些概念和方法，经历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在学生通
过对课本的自发认识，经历了亲身制作和绘画以后，便会对
所要学习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不增加学生的实践经
历，仅仅告诉他们制作过程与最后的结果，那么他们学到的
只是表皮，在制作过程出现的问题发现不了解决不了，最后
出现的结果是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在美术课堂中不仅限制了
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对孩子的个性成长不利，对
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可弥补的影响。

记得有一次，在一节区里的同课异构的美术课里，我准备的
《变一变》一课的教学重点与难点，在上课的时候竟被学生
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我觉得孩子们真是太聪明了！可是
后来在课堂中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难题：孩子们在实际制作
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好一下子就解决的。
比如，有的孩子没有大胆的制作信心，总是小心翼翼的；大
部分孩子只去制作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没有打开创作的思路；
只有一个学生做出了令人满意的有自己想法的作品。短短的
十几分钟制作时间，大部分孩子的创作思维还没打开就下课
了。听了几节课的结果也大都如此。我觉得，上课时间不是
很充足是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应该让学生在没有任何干
扰下大胆的放开思维去创作这一点很重要。这一节课，教师
们按照老模式预备的教学重点看来是不符合学生实际的。

因此，在课堂上，给学生一个点，大胆放给学生大量的时间，
让孩子们围绕着教学中心，通过自己的亲自实践遇到这样那
样的问题，他们才会有激情有目的地去思考并解决问题，才
会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教学效果才会受益匪浅。

作为一名教师，干的是良心活，抓好课堂教学质量不仅是对
得起自己，也是对学生负责。孩子的思维是活的，随时都在



变，只有抓住孩子的想法，才会让课堂教学的思路跑不了题，
让孩子在学习中始终围绕着课堂的教学中心发现问题，思考
问题和解决问题。

今天有幸聆听了张人利老师的关于后“茶馆式”教学的讲座，
他的讲座没有过多的理论，全是与我们对实践过程与成果的
分享。后“茶馆式”教学更注重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更关注
学生对知识习得的过程。但是听到入神时，网络发生了问题，
不能对张校长的后“茶馆式”教学完整地学习完，不免有些
遗憾。回到家后，尝试着在网上查找张校长的后“茶馆式”
教学视频，真是太好了，网上果然有，我兴奋地听完了张校
长的讲座，听完后，体会颇深。

张人利校长总结了目前存在的教育教学现状：1）教师总体讲
得太多。但是,大部分教师没有认识自己讲得太多.学生自己
能学懂的，或大部分学生能学懂的，教师还在讲；而学生搞
不明白的，教师没讲，或者讲了，讲不透，没时间讲透。2）
学生的“潜意识”暴露不够，特别是“相异构想”没有显现
出来，更没有得到解决。课堂教学追求学生回答正确。教师
乐意重复，或是多次重复教师自己的思维和正确的结论。3）
教师对在第一次教学中的学生差异问题常常束手无策。4）许
多教师不明白自己每一个教学行为的价值取向究竟何在？听
着张校长给我们总结的教育教学中突出的四大问题，思考着
自己的教学，这些问题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存在着，
那么该怎么进行改观，怎样让学生真正会学并学会？张校长
的后“茶馆式”教学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后“茶
馆式”教学可归纳为：一个核心，“议”为核心。两个特征，
学生自己学得懂的，或部分学生学得懂的内容教师不讲；尽
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
决。综合以上的一个核心与两个特征，给了我们在课堂教学
中很大的选择性与可操作性，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回顾自己的教育教学历程，回味着张校长的后“茶馆式”教



学，思考着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应走下讲台，真正了
解学生哪些是自己能学会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
哪些是需要我们指引方向的。我们要真正关注学生的潜意识，
关注学生的相异构想，关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关注正确的
教育方式与方法的改进。

以学定教，让我们一起为了孩子今天的发展，将来的发展不
懈努力。——————

暑假期间，在听了多天讲座后对上海市静教院附校校长张人
利的后“茶馆式”教学讲座记忆尤为深刻，受益匪浅。

张校长在讲到学校管理时，其中的一句话，让我铭刻在心。
他说：“我极力反对牺牲今天的生活质量来换取明天的生活
质量。”他主张“两多”、“两少”管理，“两多”就是学
生的睡眠多、体育活动多，“两少”就是作业量少、补课少。
我以为在他的这种管理模式下成长的教师是幸福的，学生是
快乐的。

他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来真正减轻
学生的负担，减负在他的身上不是空话。

在一种愉悦的学习氛围里，如何提高教学效果？

我们的教师该如何教？我们的学生该如何学？

他结合教学工作实际，谈教学中存在问题：1．很多时候，我
们的教师总体讲得太多，但是绝大多数教师自己却没有认识
到。学生听不懂，教师讲第二遍都是无效的。2．许多教师只
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却没有关注学生的想法。

张校长举了身边的教学事例。有一年，他带高三物理，一次
高考时，临考前，一个女生来问他物理题，他让女孩调整心
态，保持平静，迎接考试，但女孩反问他：“老师，如果考



试考到这道题了呢？”他哑口无言，就给那个女生讲了那道
题，结果在考试中，真有那道物理题，他庆幸给那个学生讲
了。考试结束，在校门口，他碰到了那个女孩，结果一问，
那个女生说还是没做出来。这就是学生的潜意识，学生脑里
有错误的认识，虽然教师把正确的给她了，但那是强加给她
的，正确的在上面，错误的在下面，所以，上面的很容易遗
忘，忘记了正确的，记住的还是错误的。

张校长的后“茶馆式”教学就是：

1．学生能自己学会的，教师不讲。教师讲学生不会的。

2．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关注学生的“相异构想”的发
现和解决。

后“茶馆式”教学的的一个核心是“议”。

在“读”“练”“做”“讲”中，去引导学生，把灌输式教
育变为启发式教育，使教育走向对话，使教育走向合作，不
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打造高效课堂。

我以为后“茶馆式”教学已不是一种教学模式，而是一种理
念，根植在每一个从教者的心中，更为关注学生的成长。

茶馆读后感篇五

老舍先生的《茶馆》，我读了有几遍，每读一遍都有不一样
的感觉，语言并不是那么的华丽，但是很通俗易懂，基本上
都是小人物该说的话，老舍先生说“没有生活，既没有活的
语言”，《茶馆》的语言都是来自生活，都是那些人物自己
说过的话，都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最真实的写照。

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
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



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老舍先生把
一些小人物集合到了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
社会的变迁，以此用这种侧面的方式透露出当时的政治消息。
老舍先生以一个小小的茶馆反映每一个纷乱时代的社会环境，
借助小人物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人物的生活状况。

《茶馆》里描写的人物各个方面的都有，从有权有势的庞太
监到身份卑微、可怜的康六，还有那些市井的小人物，唐铁
嘴、王麻子，还有那些当时势力的走狗，宋恩子、吴祥子，
也有一些爱国人士，秦仲义、常四爷，还有那些老实的小人
物的代表松二爷等等。从这些各色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读
到“乱世里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下面就从作品里的一些人物出发，分析一下几个典型的人物，
以此表述出我对《茶馆》这部作品的理解和收获。作品里写
了很多的人物，可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么几个，王
利发、常四爷、松二爷、还有那几个依附权势的市井恶棍等
等。

人物分析：

王利发：“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
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
人缘最要紧”。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
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
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
视无睹。他是个本分的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己的生意
也顺心点，可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
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
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
得想出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走背字的潮流，晚年，眼瞅
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
会的魔掌越来越紧的卡住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
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



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丛勇下要
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才
明白，几十年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费了，面对死得
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
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
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
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心理危机很有代表
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
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
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
那个世道下面的贫困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
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
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秦仲义是一位立志搞实
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他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
办工厂，开银号，惨淡经营几十年，最后还是彻底破产了。在
《茶馆》第一幕中,资本家秦仲义一出场时二十多岁，穿得很
讲究，满面春风，上来第一句话就说：来看看，看看你这年
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一张嘴离不开生意经，把比他年长的
王掌柜称为“年轻小伙子”这完全是一副东家的派头，自负
又萧洒的性格特点。

秦仲义是一个财大气粗的维新资本家，在这场“舌战”中，
他不卑不亢，表面上对庞太监奉承、谦和，内心中流露出对
其不敬和鄙视，显露出继续较量的勇气。最后，他的工厂被
国民党政府抢去，被当作“逆产”没收了。这个形象典型地
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必然的悲剧命
运。

秦仲义是个爱国的实业家，一心想搞实业救国，只可惜当时
的环境不允许他成功，当时中国社会的三座大山把他实业救
国的梦想彻底的打碎，让他无力挣扎。读着本人很欣赏秦仲
义这个人，思想很前卫，最难得可贵的是有一颗爱国的心，
有一颗报国的心。纵然环境艰难，依然不退缩，迎难而上。
就当时他的条件来说完全可以过无忧无虑的日子的。



或许是因为他生在了错误的时代，若是生在这个时代，他有
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民族企业家。

康顺子：满清末年，戊戌变法失败的背景下，康顺子被没有
活路的父亲康六以十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人贩子王麻子,被转
卖给老太监庞总管作老婆。

在那个时代女人没有社会地位可言，当时的情况铸就了她悲
剧的人生，去给太监做老婆，这事真的很荒.唐啊!康顺子是
个有精神的女人，虽然一生过的很苦，但是她的精神一直都
没有因苦难而磨灭。我想她在心里不会恨他父亲吧!她恨得是
那个时代，是那个社会，一切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都是为
了活着。她不肯任命，所以她一直都在挣扎着，最后他跟买
来的儿子康大力一起走了，谁都不知道她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样，她是一个好人，她不肯连累王家一家。

她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女性的生活，悲苦，没有自己选
择的权利，无奈可有无可奈何。很有能力可是只能被埋没，
想独立可是只能束缚。这也体现了旧社会对女人的不公与不
平。唐铁嘴等：王麻子、唐铁嘴等在《茶馆》里属于反面角
色，既非大奸大恶，但也对社会没有作用，同是底层人物，
却在损害着其他底层人物，是特定时期塑造成的社会渣滓。

“介绍”给庞太监，还有之后的“小三口”，这是多么缺德
的事啊!不过王麻子最后的命运不太好啊!当了替死鬼，这也
是时代的悲哀。

由于《茶馆》里的人物很多，所以就不一一的解析了，这几
个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人物。

老舍先生的《茶馆》，并不像曹禺先生代表作《雷雨》一样，
在舞台上演了半个多世纪，《茶馆》低调的很，仅有一个电
影演员剧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也只演过
一两场。因为《雷雨》写的是贵族家庭，而《茶馆》则是市



井社会，三教九流，恰巧《茶馆》在上演时，更是由于作者
老舍的原因被舞台“排挤”。可真的艺术，无论何时，都会
散发光辉。现在的《茶馆》已经成为人艺的经典保留节目，
同时也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也不会
忘记那一句“我们吃下午茶去!”。

《茶馆》真的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通俗易懂的语言，各色
各式的人物，描写的是那么的丰满。读《茶馆》，让我更加
的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悲情，知道了在乱世里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活都不会好过，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让我知道
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不同的时代去读《茶馆》，我
想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这是一个艺术品，在每一个不同的时
代总能发出不同的光芒。

茶馆读后感篇六

《茶馆》是老舍先生的剧作之一，我读了之后有很多的感想。

《茶馆》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末期的北京，那个时期十分混乱，
军阀混战、敌寇入侵，裕泰茶馆里却是热热闹闹，那里聚集
了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掌柜王利发为了适应当时革命
的浪潮，不断改良茶馆的经营，把茶馆开了下去，但最终还
是被军阀霸占，成了他的歌舞厅，王利发便上吊自尽了。

茶馆本是给人歇脚、喝茶的地方，在《茶馆》中，它被描述
成一个缩小的社会，提鸟笼的有钱人、卖蝈蝈的穷人、算命
的先生、专横无理的士兵、奸诈狡猾的商人都聚集在那里，
人物描述得十分生动，有正直善良的王利发、常四爷，也有
奸诈狡猾的刘麻子、吴祥子等，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都体
现了旧社会的封建与腐朽，就像常四爷的经典对白：“我爱
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

当时的社会局势动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茶馆里每一天都
有悲惨的事情发生，这让我体会到，我们能拥有此刻完美的



生活，十分不容易，裕泰茶馆里的那些人，不正是为这样的
生活而奋斗的吗？既然如此，我们更应当珍惜这幸福时光、
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同时也要不停磨练自我，就像
裕泰茶馆的改良一样，理解失败、知难而上，这样才会更上
一层楼。

这篇剧作也让我体会到了那时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是多么困难，
谈国事谈多了就会掉脑袋，他们能坚持下来十分不容易，使
我更佩服劳动人民的坚忍不拔，我要向他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