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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扁鹊治病的读后感篇一

扁鹊找了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医药店。名叫
“扁鹊医药店”。

才开业不到一天，医药店里每天都挤满了人，扁鹊在他的'药
店旁边还放了一张木牌，上面写着“扁鹊医药店”一律不收
费，只要您安康就好。过了一年多，一位皇帝生病了，皇帝
派人来找扁鹊给他治病，扁鹊知道后，马上赶来。

仔细看了一会儿后，问：“大王，您晚上是不是喜欢熬
夜？”

“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皇帝问。

“您的面貌精神看起来就不太好，很不在状态。而且，你已
经长时间熬夜，如果再这样下去，您的身体会发生头痛、黑
眼圈、皮肤干燥……”“扁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皇帝着急的问。

“这个简单，只要你每天晚上八点睡觉，早晨六点半起床，
如果你每天坚持这样做，你的病就会慢慢变好。”皇帝非常
感谢的说：“谢谢你！扁鹊。”“不客气，我就先退了。”

说完，扁鹊就离开了。



扁鹊治病的读后感篇二

“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
也。”这出自《周子通书·过》。它告诫人们要正视自己的
缺点和错误，不能一味坚持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在《扁鹊见蔡桓公》一文中，蔡桓公讳疾忌医，不听扁鹊多
次的劝告从而死亡。由此可见，蔡桓公——一个讳疾忌医的
人是多么的可鄙，可悲。

但是，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听取了别人的意见，
那么你就能从这次错误中吸取经验，逐渐获得成功。我们上
学期学的《孙权劝学》中，吕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吕蒙
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听取了孙权对自己的建议，发
奋读书，从而由一介武夫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等到鲁肃
到寻阳的时候刮目相看，与之深交。试想，如果吕蒙没有听
取孙权之劝告，那么将会怎么样呢?吕蒙只会仍然我行我素，
永远都只能作为一介武夫，鲁肃当然也不愿与他深交，因为
吕蒙没有学问，甚至会看不起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旦有了缺点与错误，就要及时听取大
家的批评，认认真真地改过。否则，一误再误，那么错误将
会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作为一名学生，错误就更在所难免了。如果你犯
了错，有人指出了，那么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
果你拒绝了别人的帮助，不肯面对错误，只越陷越深，错误
也会慢慢变大，以致于无法挽救，后果十分可怕。

有时，错误也许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有时，错误也许是一
句不经意间吐露的话语;有时，错误也许是解题时的粗心大意。
错误是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你身边的。也许，没有人会发现它，
但大多数，会有生活中的“孙权”来提出你的错误、缺点和
不足。他们不是想要来为难你，只是想让你及时发现并纠正，
不想让你继续坠入错误的深渊。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关键在于你怎样来看待它。是让它变得
无法挽救，还是转换为你成功的又一个“垫脚石”，完完全
全取决于你对它的态度。

犯过错的人不一定成功，但是成功的人肯定犯过错，然而，
他们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作为衡量自己的一个标杆，使
自己成功。

一个讳疾忌医的人是不会成功的，他们离成功总有一段距离，
倘若不及时纠正，只会使自己继续停留在失败中。想要成功，
听取别人的批评建议，认真弥补自己的不足是最重要的。

闻过则喜，知错就改。朋友，你做到了吗?

点评：文章以两个事例说明接纳他人建议的重要性：蔡桓公
因为不听扁鹊的劝告，拖延回避，最终病死;吕蒙听取并采纳
孙权建议，广泛涉猎，了解历史，由一介武夫成饱学之士。
可见听取意见并改正错误对人生的重要性。细节决定成败，
而这细节就在于是否会虚心接受批评。对待他人的批评，虚
心接受才是明智之举。否则讳疾忌医，后患无穷。

扁鹊治病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篇好文章，名字叫扁鹊治病，文中有个神医
叫扁鹊。

有一天，扁鹊去看望蔡恒候，他看到蔡恒候的皮肤上有点小
病，就说：“大王你的皮肤上有点小病。”蔡恒候说：“我
的身体好着呢。”扁鹊走了之后，他给别人说这些医生就治
没病的人。

过了十天，扁鹊又去看望蔡恒候，就说您的病已经陷入了皮
肉之间，但是，蔡恒候没有看他，扁鹊连忙退了回去。



又过了十天，扁鹊又去看望蔡恒候，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肠胃
了，蔡恒候非常不高兴，扁鹊就退了回去。

《扁鹊治病》给了我一个启示：要听他人的劝说，不要大错
特错。

扁鹊治病的读后感篇四

读了《扁鹊治病》这则寓言，我深受启发。

《扁鹊治病》这则寓言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个
名医叫扁鹊，有一天，他看见了蔡桓公，说蔡桓公病了，病
先后在皮肤里、皮肉里、肠胃里，可是蔡桓公不听劝告，最
后病情已经发展到骨髓，就再也不能治而死去了。

每个人都有错误，但是必须听劝告改正才好。文中的蔡桓公
就是因为不听劝告，而导致死亡。这是多么可悲啊!

读了这则寓言，我想起了老来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
小时候偷一个围巾给妈妈。妈妈想：“没事，只偷一个小东
西，不算什么。”过了几天，儿子又偷一台电视，妈妈高兴
地说：“太好了，终于有电视看了。”有人劝那个孩子别再
偷了，他不听。后来他长大了，还是没改掉偷的恶习，去盗
窃银行，触犯了法律，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小病，小缺点或者小错误，这时候
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改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以前也
有错误的时候，也不喜欢听批评和劝告，现在想起来 这是不
对的。

今后，我再犯错误的时候，坚决不像蔡桓公那样不听劝告，
而要及时改正错误，不固执己见，要防微杜渐，只要这样才
能做一个更加完美的人。



扁鹊治病的读后感篇五

《扁鹊治病》讲述的是扁鹊给蔡桓公治病的故事，围绕这个
中心，文章主要写了扁鹊连续四次为蔡桓公治病，但蔡桓公
却一直拒绝扁鹊，觉得医生都是给没有病的人治病，结果蔡
桓公因耽搁了治病的最佳时间最后病死了。

读了这篇文章，我不明白蔡桓公为什么不听扁鹊所说的话，
而总是一意孤行，不理睬扁鹊，扁鹊难道不是一位神医么?这
些对我来说都是很不了解，蔡桓公这样做就是自作自受，要
不是因为他拒绝扁鹊为他治病，他也不会一直到这样下场，
这篇文章教给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们不要学习蔡桓公，
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
想，假如我是蔡桓公，一定会让扁鹊为我治病，而绝不会拒
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