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指鹿为马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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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鹿为马读后感篇一

高硬是说：“这是一匹千里马，不信你可以问问众位大
臣。”大臣中，一些有正义感但胆小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
话。只有那些实事求是，坚持认为是鹿不是马。唯有一些平
时就紧跟赵高奸佞（ning）之人拥护赵高的说法。

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
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的人是像故事中的奸佞之人那样，说话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真话日后怕别人会杀害他。但也有
一些正直、光明正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分清黑白，不
会伪背自己的良心说话，不像那些胆小鬼那样怕死，他们敢
干坚持真理。

指鹿为马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指鹿为马》很有感受，这篇文章非常有名，是
史记中的一篇历史文章。事情是这样的：秦二世上任时，臣
相赵高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但赵高不知道有
多少人会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这时他
想出一个办法，想看看自己的威信有多高，同时摸清那些是
敢于反对他的人。于是，有一天上朝的时，赵高让人牵来一
头鹿献给秦二世说是马，秦二世看得清清楚楚是一头鹿，于
是说不是马是鹿，赵高并问上朝的大臣是鹿还是马，一些胆



小又有正义感的人低头不语，而一些正直的人说是鹿不上马，
一些平日跟赵高的奸臣都说是鹿，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把
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人全部杀掉，篡夺了皇位。

读了这个故事我非常痛恨赵高，他为了夺到皇位，不是像正
直的`大臣公平的争夺，而是使奸造反，黑白颠倒，混淆是非，
反衬出秦二世的昏庸和腐败。我们不应该学习赵高的卑鄙行
为，而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报答祖国。

指鹿为马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篇成语故事名叫《指鹿为马》。这篇成语故
事主要讲丞相赵高想夺皇位，可朝中大臣有很多人反对他，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
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

一天，赵高牵来一只鹿就说献给殿下一匹好马，二世对赵高
说：“这明明是一只鹿，这哪是马。”赵高硬是说：“这是
一匹千里马，不信你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中，一些有
正义感但胆小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只有那些实事求是，
坚持认为是鹿不是马。唯有一些平时就紧跟赵高奸佞之人拥
护赵高的说法。

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
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的人是像故事中的奸佞之人那样，说话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真话日后怕别人会杀害他。

但也有一些正直、光明正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分清黑
白，不会伪背自己的良心说话，不像那些胆小鬼那样怕死，
他们敢干坚持真理。



指鹿为马读后感篇四

打开《中华上下五千年》，一篇篇历史故事映入眼帘，有大
禹治水、纸上谈兵、怒发冲冠、指鹿为马等。

《指鹿为马》中写在秦始皇南下时，一病不起，便叫人传旨
让他的儿子辅佐，结果没想到到京城就驾崩了，赵高让传旨
的下人改了皇帝的名字，那人被迫无奈才改了名字，让秦二
世当上了皇帝。秦二世知道是赵高让他当上了皇帝，就让赵
高当上了郎中，把朝中大事都交给他管。

赵高上任后，就把他当初反对他的人暗中杀了，丞相也难逃
魔掌。赵高当上了丞相后，有一次，他把鹿当成了马献给了
秦二世，有人在朝上说这不是马，事后，赵高又让人把那些
说不是马的人杀了。最后秦二世死了，下一代皇帝把赵高免
了官还杀了赵高。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恶人有恶报，赵高因杀人太多，最后
还是被人杀了。秦二世虽然说是靠赵高当上皇帝的，但也不
能偏信他，让他管大权，杀人无数，害人害己。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学习赵高，自己有权在手，就肆意
妄为，应该用行为去感动他人，让别人认可你。例如当你当
上班级干部时，有人不服你，不要使用武力解决，而是以德
服人。也不应该学习传旨的官员，因为别人的恐吓，就不敢
报告上级，亮出他的丑事。更不应该偏信一个人，像秦二世
一样，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在生活中，总是听进谗言的人，或许他正在想从你身上得到
什么。

指鹿为马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被一本厚厚的书给迷住了，而那本书就是《中华上



下五千年》。

《中华上下五千年》记录了从盘古开天地时期，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详细的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书中有数不清的
英雄豪杰、文人志士，都在历史的长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凡事要观全局再做出客观、全面的
认识和判断，而不是以偏概全，胡乱臆测。

这就是我所看的书：《中华上下五千年》中“指鹿为马”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