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模板14
篇)

经典，是经过历史长河洗礼的精华之作。写作经典作品要注
重逻辑思维和条理清晰，能够合理安排和组织文章的结构和
内容。接下来是一些经典作品的片段，它们展示了作者对人
生和社会的独到见解。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一

假期中，我读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好书，明白了很
多道理，内心深受感触。

《乌鸦和狐狸》这则寓言告诉我不能轻易相信别人，不然会
让上当受骗。《狐狸和山羊》告诉我们不能轻易地听信他人
的话，如果听信他人的话，不去思考是否正确，下场只会和
那只故事中的羊一样，被狐狸欺骗利用。《守株待兔》这则
寓言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抱着侥幸
心理妄想不劳而获。还有《掩耳盗铃》《拔苗助长》等等，
其中的道理十分耐人寻味。这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中，富含着
丰富的生活哲理。

短小的故事让我产生浓厚的兴趣，读起来犹如洪水一发不可
收拾，让我废寝忘食，想要从中汲取的更多的深刻道理，不
自觉地频频点头起来。书中不仅仅引导我们小朋友要拥有良
好的品质，更让我感受到古人的聪明和才智，写出了一个个
流传至今的不朽的故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将阅读更多的书籍，学习更多的知识。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二

寒风呼啸的寒假里，我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再一次畅游在书的
海洋中，而现在我却被一本书深深地迷住了，那就是《中国



古今寓言》。

我拿起这本书时，心中不由燃起激动之情。我再也按耐不住
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就认真的阅读起来，我的眼睛简直就无
法从书中的世界转移！突然我的眼睛一亮，翻到了《买椟还
珠》这一个小故事，而这也让我受益匪浅，讲的是：春秋时
期，楚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一个颗珍珠和一个精美的盒子，
后来他就拿去卖，只是有一个人来看，可是他却不看那颗价
值连城的珍珠，而小心翼翼地捧起那精美的盒子，爱不释手。
之后，顾客就花了大价钱买了这个盒子。这个寓言告诫我们：
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要恰当，不能没有眼光。听到这里，我
的心不由的一颤。原来，这一则小小的寓言故事竟让我懂得
了如此的道理。我得出道理后，又像身负使命的使者一样，
继续往下看。我接着又看到了《掩耳盗铃》、《高山流水》、
《亡羊补牢》等等。这些寓言故事都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
怀。其中《高山流水》是我们学过的课文《伯牙绝弦》中的
词：形容乐曲高妙或知音难觅。而我们所要做的则需要用心
看这本书。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三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寓言》，这本书里藏着
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

其中，我最喜欢《八哥学舌》这个故事，故事主要讲了有一
种鸟叫八哥，有人把它捉来教它说人话，八哥就学会了几句
简单的话。一天，知了在树上鸣叫，八哥就问：“知了，你
会说人话吗？”知了回答：“不会。”八哥又说。“你难道
不感到惭愧吗？”知了再次回答：“你已失去你的声音，而
我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

读完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一个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
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八哥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遭到别
人的讽刺与嘲笑。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要善于发现



别人的优点，正视自己的缺点。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人应该怎样做。这本书中虽然
都是一些古代的寓言故事，但是后面的话却是句句有理。

这本书中的故事很多。例如：叶公好龙、刻舟求剑、狐假虎
威等等、井底之蛙。

这本书交给我们的道理很多：刻舟求剑的道理是：不要老是
停留在一个地方思考，要学会换位思考。

井底之蛙的道理是：井底的青蛙目光短浅，要学会把眼光放
得长远一些。

我看完书时就想：我以后一定不能想井底下的青蛙一想，目
光短浅，我要做一个目光长远的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中国古代寓言》，这本书里
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古代寓言故事，比如自相矛盾、刻舟求
剑、画蛇添足、杞人忧天、井底之蛙、杯弓蛇影等等。其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守株待兔和屠龙之技的故事。

守株待兔讲的是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枯树桩，有一
天，农夫在耕田的时候，有一只免子跑的时候撞到了那个树
桩，把脖子折断，死了。农夫看到了非常高兴，白白得到了
一只兔子，于是农夫从这以后放下了农具，一点都不想耕田，
整天去树桩旁等兔子，但之后没有一个兔子撞到树桩,于是这
个农夫就成了宋国人的笑柄。这个寓言故事让我明白了做事
时不可以太贪心，一定要脚踏实地。



屠龙之技说的是古代有个人他有一天突发奇想要去学屠龙的
技能，之后他跟着老师学了三年，终于学成出师。他告别了
老师开始到各地去寻找龙，没想到世界上已经没有龙了。读
完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奇妙，世界上竟然还有屠龙的技术，
但是又没有龙，这个人浪费了时间但学到的东西又没有用，
很可惜。

古代的寓言故事可真好玩！

作者：王亮之

这个寒假，我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中国古代
寓言故事》，它让我知道了很多道理。其中，让我最有感触
的一个寓言故事是《鱼目混珠》，它不仅有意思，而且还让
我懂得了为人处世的一些道理。

有一次，寿量在路上发现了一颗很大的鱼眼睛，就把它带回
家，却对别人说自己也有一颗珍珠，而且比满愿的更好，但
从不拿给别人看。后来满愿和寿量都得了一种怪病，要用珍
珠粉和药才能治，这下真珍珠救了满愿的命，而假珍珠却发
挥不了作用，骗人的寿量只能卧病不起。

这个寓言故事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做人要诚实，不能弄虚
作假，否则到头来只能害了自己。最近看新闻里还有报道，
在疫情期间有人卖假口罩骗钱，想用鱼目混珠的方式骗取别
人的钱财，估计他们有一天也会像骗人的寿量一样受到惩罚。

我立志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拿出真心实意以诚待人，长
大了我还要去提醒身边的人共同诚信，不让鱼目混珠的事情
再有机会发生。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六

《伊索寓言故事》这本书蕴藏着很多大道理，使我受益匪浅。



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故事，分别有哲学、励志、感
恩hellip;hellip;故事以简便、幽默的方式教会了我做人处事的
方法。

其中，《狐狸和葡萄》令我印象深刻：从前，有一只自以为
是的狐狸来到了一个山坡上，发现那竟是一大片诱人的葡萄
园。狐狸挺直了身体去摘葡萄，可怎样也够不着，于是它接
二连三地尝试，可每次都屡战屡败，最终，它自我解嘲道，
葡萄是青的，肯定是酸涩的。从那以后，狐狸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

生活中，我常常会犯和着狐狸一样的错误。在我学骑自行车
还没有熟练地掌握技巧时，常常会因为害怕而不敢骑自行车，
爸爸妈妈一再地鼓励我，而我仍不断找借口，要不说地面太
凹凸了，要不说人太多了，要不说座位太高了，这样的结果
一味地纵容自己，使我到此刻还不敢骑自行车。但我读了这
个故事后，找到了自身的原因：我不应当找借口，这样就没
有突破自己的可能，而放弃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以后
遇到生活上的困难，都会克服心里的恐惧。

有些人，常常为自己做不成的事情找借口，我们千万不要成
为这样掩耳盗铃的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七

爸爸给我买了三本必读书目。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中国
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这本书中有许多富有教训意义或深
刻道理的短小故事。比如：《邻人献玉》是告诉我们不能坐
享别人的劳动成果；《遗铃盗斧》告诉我们生活中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相处离不开信任。但我最喜欢的故事确是《塞翁失
马》。

《塞翁失马》主要讲的是：一个老人，住在和胡人相近的边
塞那边。一次他的马不知道跑哪去了，大家都来安慰他，他



却觉得这是好事。果然，过了不久，塞翁的那匹马带着胡人
驯成的马一起回来了。大家都来恭喜塞翁，他却觉得这是一
件坏事。当然，这次又被塞翁猜中了。他的儿子很喜欢这匹
马，经常骑马出去。有一次，因为马受了惊吓，塞翁的儿子
从马上跌落下来，摔断了一条腿。塞翁却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果然，那年发生了打仗，十有八九的青年都在战场上送了命。
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可以不用去参加战斗而得以幸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我们一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
此能得到好处，反之亦然。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寓言》，它让我明白了
很多深刻的道理。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守株待兔》。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一个农夫自从在田里捡到撞死的兔子后，
就一直守着树桩等兔子，田地都荒废了。

我觉得他太傻了，把偶然发生的事，当成是会经常发生的事。
这就像我的妹妹，她有一次考了个满分，得意忘形，之后就
一直在玩，还总是四处跟别人炫耀自己的成绩，却不再踏实
学习。结果，又一次考试，她只考了八十分。农夫的故事，
和妹妹身上的真实事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意外的收
获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不劳而获和
好运气，只有勤勤恳恳，才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大家可不
要像农夫和我的妹妹一样哦。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九

寓言，就是把一些难以理解的寓意写成一个个故事，让人么
去读懂。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收集了许多寓言，让大家只要读
一本书，就可以明白许多道理。



整本书中，讲的最多的就是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如《守
纪律的海鸟》这篇文章，里面讲了一种海鸟，这种海鸟很傻，
还很笨拙，但他们重视一群一群活动，很守纪律，一起飞，
一起睡，就连吃东西也一起吃，从不争先，所以，没人敢伤
害它们，可见，团结友爱多么重要啊。

这本书里还有许多故事，许多寓言，这都是古人智慧结晶，
让我们去好好读一读吧！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十

在课堂上，我学会了两则寓言，它给我的感悟很大，也成为
了我的指明灯。

其中一篇是《白兔和月亮》，我明白了不配拥有而拥有，就
会生出得失之患，拥有了不一定幸福，有时放弃也是智慧。
其实，做财富的主人有可能会成为财富的奴隶。人类慧心已
泯总以为拥有就是幸福，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放弃即得利益
的。

还有一则故事，也让我感受深刻-《落难王子》：因为最低限
度，生命本能会迫使你正视和迎战灾难，不让自己被灾难打
到。认识注定要忍受不可忍受的苦难的，世上也没有不可忍
受的苦难，人生在世，不幸和灾难可能不期而至，我们要做
好心理准备，与其担惊受怕，不如勇敢面对。

我想起了落难王子从前听到的悲惨的故事时，希望厄运不要
到他头上，但是，厄运总会到的。当他承受了厄运时，他有
了对人生的感悟！

每个人都要承受厄运，而且每个人都承受的了，就像王子所
说的：“只要他不死，至于死，就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
希望每个人都要珍爱自己的生命，勇敢面对厄运！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十一

寓言讲求比喻，是常常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说明某种道理
的文学样式，文体特征上结构简短、形象鲜明、艺术手法夸
张。在古今中外的寓言作品中，用比喻说话，用拟人化的手
法赋予生物或无生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动作和语言，借以
阐明某种道理，或讽刺某种社会现象，是共同的特点。

我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形象非常鲜明生动、主题的寓意非常
深刻，在文学性中寄寓着丰富的生活哲理，这是我读了《中
国古代寓言故事》之后的直接感受。如《庖丁解牛》、《南
辕北辙》等等脍炙人口的寓言，里面包含着很深的人生体验
和生活哲理。在《买椟还珠》这则寓言中，本来主要买的
是“椟”中的“珠”，却买“椟”还“珠”。舍弃了最重要
的东西，选择了无足轻重的东西，这种在生活中经常存在的
现象，通过这个寓言很生动很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再如在
《井底之蛙》中，通过青蛙与东海大鳖的对话和行为，说明
人生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人不要为周围的有限的环境所拘
囿，应该目光更远大一点。

在《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驴子是蠢笨的形象，老鼠是贪
婪的形象，猴子是机灵的形象，狐狸是狡猾的形象，老虎是
横暴的形象，蚂蚁是狂妄之徒，蝙蝠是骑墙派，如此寓意，
既符合动物的体貌行动特征，又包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道理，
真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

，盗版必究！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十二

今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老鼠报恩》，故事说的
是：有一只凶猛的狮子在森林里睡觉，一只小老鼠不小心吵
醒了它，狮子很生气，愤怒的想要吃了小老鼠，机灵的老鼠
连忙对它说：“狮子大王，我不是故意的，你饶了我吧，不



要吃了我，我会报答你的。”于是狮子就放过了小老鼠。过
了几天，狮子外出不小心掉进了猎人的陷阱了。正当绝望的
时候，小老鼠出现在狮子的面前，咬穿了猎人的网，救出了
狮子。狮子对小老鼠感激不尽。

狮子对小老鼠的不杀之恩，换得了小老鼠的报恩之情，在它
陷入险境时，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同时，也说明了，小老鼠
懂得知恩图报，不忘狮子的不杀之恩。在关键时刻，及时的
救出了狮子。

学会感恩，懂得报恩，让世界充满爱！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十三

今天，我读完了老师向我们介绍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
本书。书里有很多小故事，故事虽然短，但其中让人领悟到
的道理是非常有益的。其中，我对几个小故事的印象非常深
刻，他就是“盲人摸象”“亡羊补牢”“守株待兔”“画蛇
添足”。

盲人摸象讲的是一群盲人摸大象，最后都说错的故事。对这
个故事的总结是，如果不掌握事物的全部特征，只凭自己的
局部体验去描述这个事物，最终只能造成片面性的认识，会
闹出许多笑话！亡羊补牢讲的是一个人养了一群羊，一天晚
上羊被狼叼走了，邻居劝他把羊圈修一下，但是他不听，结
果丢了更多的羊。最后他还是把羊圈补上了。我对这个故事
的总结是有了错误，要及时改正，将来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了，同时我们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守株待兔讲的是一
个人累了，在一棵树下坐着，突然有一只兔子撞死了以后，
他每天在这儿坐着，可一只兔子也没有。我对这个故事的总
结是：把偶然发生的事当成了必然发生的事，期待偶然事件
再次发生是不会有结果的，也是愚蠢可笑的。

俗话说，读一本好书可以滋养人的一生，读一本好书，如同



交了一位高尚的朋友，作为三年级的我，以后要读更多(）的
好书。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十四

印度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说的是父子俩买了一头驴牵着回家。
一个跛子说：“有了毛驴不骑，要毛驴干什么？”于是老人
叫儿子骑上去，自己跟着走。一个老头看见了，便说：“年
少的骑着毛驴，让年老的跟着走，不像话！”老人就叫儿子
下来，自己骑了上去。一个抱孩子的妇女看见了，便
说：“做父亲的骑着毛驴，倒叫儿子跟着走，心里怎么过得
去！”老人就把儿子拉上了驴背，一同骑着走。一个老奶奶
看见了，便说：“小小的一头毛驴，哪儿能经得住两个人压
呢！”父子俩只好抬着毛驴走。

同是骑驴这件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细细想一想，每个人
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由他们各自的不同情况、不同经历
和不同处境所决定的。这则寓言虽不是针对阅读活动说的，
但对于我们理解阅读活动的个性化却是很有启发的。一篇收
入教材的课文，虽然作者的精神创造和情感体验已经凝定，
但由于课文毕竟是诉诸于文字符号的系列组合，而不是可以
直接构成审美对象的物质形态的形体、色彩、线条之类。这
些文字符号只有经由阅读主体的理解、想象、体验，才能还
原为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而这种“还原”过程必会因为各
自的生活经验、所处情境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阅读认知理论
认为，阅读主体对于文本中的言语，只有在他的信息贮存中
能够找到与文本言语具有相似性的信息组块以后，才能够进
行相似匹配、相似激活，从而识别文本中的信息。由于阅读
主体头脑里贮存的相似模块各不相同，因而即使是阅读同一
个文本，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相似选择与相似匹配，即所
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记得在学生读《草》这首诗时，
我要求学生把“春风吹又生”的诗意画出来。有的小朋友把
风画成黄色，因为在他看来风会挟带沙尘，所以是黄色的。
有的小朋友把风画成绿色，因为在他看来风会吹绿小草和庄



稼，所以是绿色的。有的小朋友则认为风是没有颜色的，所
以他把下面的小草都画得向一个方向倾斜……这说明一篇相
同的课文，经过了每个学生的介入与再创造，进入他们头脑
中的“第二文本”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异。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反应了阅读的心理规律。认识了
这一规律，对于我们改革阅读教学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