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古代寓言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
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古代寓言读后感篇一

另一则寓言我也喜欢，那就是“叶公好龙”。写的是从前有
一个人，叫叶公。他呀，非常喜欢龙：梁柱上雕着龙，衣服
上绣着龙，帽上镶着龙，墙壁上画着龙。叶公这样喜欢龙，
真龙就亲自去拜访他了。真龙一到叶公家，叶公吓得脸色发
白，浑身发抖，抱着脑袋逃跑。这个寓言说明，有的人口头
上某种东西，但实际上又不真，这是很可笑的`。当我读完这
个寓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记得有个星期六的下午，我
要求肖老师不去看电影，留下来辅导我写作文。肖老师
说：“我要带班上的许多同学去看电影，你明天来吧。”但
是，星期天我又贪玩，并没有到学校去。现在想来，我多么
像那个假龙不真龙的叶公啊！

中古代寓言读后感篇二

这个假期，我看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其中的“河豚之
怒”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这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一只河豚，有一天它边唱歌边游泳，
一不小心撞到了桥柱子上。它埋怨桥柱子不让开，就气鼓鼓
地浮出水面，要找桥柱子算账。就在这时，一只老鹰飞了过
来，把河豚一口给吃掉了。

看了“河豚之怒”，我明白了不要这么容易生气，不然会惹
来不幸的`事。



中古代寓言读后感篇三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有很多寓言故事构成的，书中的每
一个寓言故事看似很通俗，但却都躲藏着一个深刻的事理，
这个事理就是我们要进修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一本
惹人深思的好书。

书中，我最喜好的一个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故事的原文是：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也，解柱折颈而死。因耜其
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成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这则
寓言幸辣的嘲讽了那一些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抱着
侥幸心理妄想不劳而获。像如许的寓言还有掩耳盗铃，拔苗
滋长等。掩耳盗铃比方掩耳盗铃，拔苗滋长比方欲速则不达，
这些寓言虽然都只是人们编造出来的，但却又让人感觉非常
实在，从中的事理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核心思惟其实就是儒家教思惟，忠义仁
孝小弟为核心，教育我们有个好的质量，读完了这一本书后，
更今我感应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湛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魅
力地点。

寓言，就是把一些难以理解的寄意写成一个个故事，让人么
去读懂。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收集了很多寓言，让大师只需读
一本书，就能够大白很多事理。

整本书中，讲的最多的就是要连合友好，互帮合作。如《守
规律的海鸟》这篇文章，里面讲了一种海鸟，这种海鸟很傻，
还很笨拙，但他们注重一群一群勾当，很守规律，一路飞，
一路睡，就连吃工具也一路吃，从不抢先，所以，没人敢危
险它们，可见，连合友好何等主要啊。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故事，很多寓言，这都是前人聪慧结晶，
让我们去好好读一读吧！



中古代寓言读后感篇四

这星期我把寒假买回来的'《猴子捞月亮》这本书读完了。

一只小猴子在井边玩耍的时候，玩累了准备找点水喝，结果
往井里一看，就大喊起来“不好啦!月亮掉到井里了!”于是
猴子们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接一个地倒挂下来捞月亮。它们
捞了半天，怎么也捞不起来，这时老猴子抬头一看天空，月
亮还是挂在天上，这时猴子们这才知道井里的是月亮的影子。

我看完这本书，觉得猴子们做事前没有分析好情况就做，结
果白忙一常但是猴子们这种团结合作这种精神觉得表扬。

中古代寓言读后感篇五

我看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发现里面有好多精彩
万分的寓言故事，例如《拔苗助长》、《愚公移山》《塞翁
失马》、《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等，其中我最喜欢
的是“曾子杀猪”。

曾子杀猪是讲古代有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叫做曾子，一天，曾
子的妻子去买菜，她的孩子一定要跟他去，但她家离集市远，
带上她的孩子不方便，于是便说回来之后就杀猪给他吃，但
是回来后妻子并没有杀猪给孩子吃。曾子从外面回来后知道
了这件事，立即拿起刀准备杀猪，他的妻子拦住他说，只是
开玩笑哄孩子的，曾子却说开玩笑也就是教育孩子们欺骗别
人，因为他们还小，不懂得什么是道理，小孩子的品德要从
小培养，你这样只会毁了他们一生！说话算话，是做人的基
本准则，若失言不杀猪，那么家中的猪虽然保住了，却会在
孩子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曾子的诚实守信，
说到做到的品质，是值得学习的。

寓言故事往往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讲述一个做人的'道理，在学
习知识的同时也能学会一些道理，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看，



是一本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