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尝胆的意思 卧薪尝胆读后感(汇总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尝胆的意思篇一

《勾践卧薪尝胆》这个故事讲的是：公元前491年，吴国进攻
越国取得胜利，越王勾践当了俘虏。勾践就在吴国当马夫，
勾践每天都给吴王拉马，他忍辱负重取得了吴王的信任，吴
王认为勾践已经真心归顺了他，便放勾践回国。但勾践回国
后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决心治理好国家。他经常坐卧的地方
悬挂着一个苦胆，每当吃饭饮水的时候舔一舔苦胆的苦味，
用以激励自己。经过十年的艰辛努力，越国终于强盛起来了。
公元前473年，越国出兵打败并灭掉吴国，越王勾践成了春秋
时代的霸王。

读了《勾践卧薪尝胆》这个故事，我想起了我五年级时的学
习态度，我感到很惭愧，我平时学习很不刻苦，自我觉得自
己很聪明，上课很不专心，有时不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经常挨老师的批评。结果期末考试结束后，平时在我后面的
同学就赶在了我的前面。现在我上六年级了，我要吸取教训，
学习越王勾践奋发图强把学习赶上去。勾践卧薪尝胆是为了
记住灭国的.耻辱，激励自己把祖国变得更加强大。我也要把
自己的不好写在纸上，把它贴在我的床头上，用以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努力学习。平时上课要认真听讲，下课要认真完成
作业，并把当天学习的内容巩固好，当天的学习任务当天完
成。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读了《勾践卧薪尝胆》这个故事，使我受益匪浅，明白了我
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毅力和决心，刻苦自励，奋发图强，



要像勾践那样，才会取得成功。

尝胆的意思篇二

《卧薪尝胆》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这段时间我不停的阅
读和观看了《卧薪尝胆》的故事及电视剧，这个故事使我受
益匪浅。

从前，越王——周敬王去世了，由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这时，
吴国以为有机可乘，就去攻打越国，结果阖闾死了，他的长
孙夫差继位。夫差每天都做着报仇的准备。他让侍从操练水
军，自己则练习射箭。后来，因为越王勾践没有采纳大臣文
仲和范蠡的计策，结果吴军胜利了。于是，越王勾践去求吴
王放过他，吴王答应了他后，在三年的为奴的生活中，越王
勾践吃尽了天下所有的苦，说说越王后雅鱼，真乃是一个深
明大义的女子，他为了越国和越王勾践付出了太多太多。终
究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进言，是越王归国得逞，越王回到越
国后就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以材薪为床，还每天吃饭前
先尝一下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
最后越国出军打破了吴国。

看了这个故事后，我深深明白了很多道理，一个人要想达到
一种目的，就一定要发奋图强，不屈不挠一定会达到最终目
的。

尝胆的意思篇三

吴国和越国作战，越国全军覆没，越王勾践被抓。在吴国，
越王身上穿着粗布做的衣裳，每天都为吴王养马驾车。在吴
国，越王受尽了折磨，终于在三年后被放了回去。回国后，
他决心要报一箭之仇，他仍穿着粗布衣衫，冬天抱着冰块睡
觉，夏天烤着火入眠。在自己卧榻之侧，勾践挂上苦胆，每
天吃饭前都去尝一口胆汁，他每天不停地练习剑法，终于在
公元前473年一举消灭了吴国。



《卧薪尝胆》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恶劣环境下，要刻
苦自励，发愤图强。如果以后我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我也要
向越王学习，懂得吃苦，不放弃。

尝胆的意思篇四

《卧薪尝胆》这个故事说的是：读了《卧薪尝胆》这篇课文
之后，我掩卷深思，思绪万千。会稽一战，吴国把越国打败，
当时勾践提出一个请求，就是以自己可以给吴王夫差当牛做
马的条件，换取不要伤害一个乡亲。而夫差没有听取任何人
的建议，痛快地答应了勾践的请求。从此他白天亲自到田地
里干农活，晚上就睡在普通的柴草房里，他还在屋子里挂了
一只苦胆，每顿饭前都要尝尝里面苦汁的苦味，提醒自己不
忘兵败会稽的耻辱。勾践的付出最终没有白费，趁吴国渐弱
时把它灭掉，终于获得成功。

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掩卷深思：越王勾践虽败不妥、忍辱
负重、矢志报仇雪恨，终于转败为胜;吴王夫差骄傲轻敌、一
意孤行、放虎归山，导致惨败。想想我们的祖国母亲也曾经
备受欺凌与侮辱，中华民族也几经沧桑、几经痛苦。我们忘
不了圆明园的`火光，忘不了扣在每个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
夫”帽子，忘不了南京三十万同胞的鲜血染红了扬子江。大
地在呻吟，黄河在哭泣。然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被击垮。
从南昌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人民硬是用小米加步枪建立一个灿烂的新中国。东方巨
人终于又站起来了!

作为成长在新世纪的少年儿童——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
的未来。我们要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好好学习，牢记历史教
训，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尝胆的意思篇五

《卧薪尝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坚强，要爱护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祖国。这个故事中的勾践就是一个爱自己祖国的人，
他是越国的国王。

春秋时期，越国被吴国打败后，勾践在吴国当了三年奴仆，
受尽了折磨与屈辱。回国后，他立志发奋图强，一定要把国
家治理好，报仇雪耻。

他为了雪耻，他不断锤炼自己的意志，他不敢过舒适的生活，
就这样他每天吃粗粮，穿布衣睡在柴薪上，而且还在自己住
的房子里悬着一个苦胆，他每天起来都要添一下苦胆。

他在冬天，他索性把脚伸进冰水中，“以冷克冷”。夏天，
烈日炎炎，他就去做烧制木炭治炼铜锡这样的高温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后，越国把吴国打败了，他的胜
利是来之不易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
征。我们要把这种发奋图强的精神用在学习上。

尝胆的意思篇六

我为夫差气愤，他虽然经过了十年奋斗，却前功尽弃，听信
了奸臣之言，不但杀父之仇未报，还糊涂的对勾践一步步放
宽，最后竟将勾践放回了国。这明显已是放虎归山了。自古
有一句名言：对敌人善良，就是对自己残忍。这样一来，忍
辱多年的勾践终于能血耻了，他秘密训练军队，不断增强国
力。最后，勾践强大了，消灭了吴国。

我为伍子胥感动无奈，伍子胥是一个令人佩服、满腹经纶、
名留千古的人。他才华横溢，本应为吴国打下整个天下，成
为霸主，但是，因为伯懿的出卖和夫差的固执，没有消灭越
国，真是让人感到不甘心。而且最后，还被夫差赐死，真是
让人感到哀伤。本应强大的吴国就这样毁灭了。



一个国家的领袖，不但要爱护忠心耿耿的忠臣，更重要的是
千万不能听信奸臣之言，否则这个国家就有可能会灭亡。

尝胆的意思篇七

我们学了一篇新课文是《卧薪尝胆》。这篇课文讲的是：在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交战，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了败仗。
为了求和，越王去吴国给吴王当奴仆。越王勾践在吴国干了
三年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三年当中，越王勾践受尽了屈辱，
吴王的大臣建议杀了勾践，以免后患。吴王得胜非常骄傲，
不听大臣们的建议。越王勾践回国以后，时刻不忘报仇雪恨。
他每天躺在柴草上尝着苦胆。经过多年的努力，越国终于转
弱为强灭掉了吴国。

学习课文后，电视台正好在播出“卧薪尝胆”，我再次深刻
学习了这个典故。学过课文又看电视，我更加深刻了解了越
王勾践是怎样在吴国受尽了屈辱，怎样的`忍辱负重、以屈求
伸。让我懂得了只有不怕苦、不怕难，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

尝胆的意思篇八

“心在越,身在吴。一卷书,半点残烛映茅庐。不远处,一边莺
歌燕舞;不远处,一边遍地哀哭.……”每当这首荡气回肠的歌
曲在我的耳畔响起,《越王勾践》这部电视剧中一个个人物就
跃入脑海:范蠡的远见卓识、有勇有谋;西施的聪慧善良、以
身许国;伍子胥的忠言逆耳、忠诚耿直;伯嚭的曲意迎逢、中
饱私囊……但我最欣赏的,还是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发愤图强
的'精神。

《越王勾践》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真实的故事:春秋战国时代,
吴国打败了越国。吴王夫差命令被打败了的越王勾践身着罪
衣,为其死去的父母守墓和养马。每当夫差乘车出游,令勾践
手执鞭仗徒步跟随车子的左右,任凭吴人恶语讥讽,这时的勾



践只得把羞恨埋藏在心中。为了实现自己复国霸业,勾践放弃
尊严,抓住一切机会讨好夫差。他竟亲尝大便以取悦吴王为自
己赢得机会,看着越王趴在吴王夫差的粪便旁,伸手蘸了一滴
并放在嘴里咂了咂帮大王判断病因时,我惊呆了,这是怎样的
一位英雄呀!

我被勾践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给深深地感动了。他从一个强
势的国王变成一个奴隶,着粗衣,食粗粮,住陋室,还得忍受马
夫们的嘲讽与谩骂,这种生活与原先的锦衣玉食一言九鼎有着
天壤之别。但他并没有因环境发生变化而消极、悲观,他忍受
着常人都无法忍受的耻辱,苟且偷生,默默等待着最后一搏。
他并不因身处逆境而消沉,而自暴自弃,变成真正“奴颜卑
膝”的人,从勾践身上,我看到了忍者的精神。他是一个真正
的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