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庖丁解牛读后感(通用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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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一

庖丁解牛，从最初的所见无非牛，到目无全牛，再到以神遇
而不以目视，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实践，无数次的摸索才形成
一套自己独有的方法。如果庖丁解牛时，只是依靠别人的经
验，那他也一定和大多数厨师一样月更刀，以目视，没有那
么出神入化的技术了。

实践是通向成功最可靠的道路，它不只停留在听说的层面上，
他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出来的。就像旅行，别人的感觉是最
不可靠的，只有自己体验过、经历过、亲自踏上过那片土地
才会有真实的感觉。实践是脚踏实地，而非海市蜃楼，它是
真实存在的，它藏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它在等
你发现它呢。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二

这天我读了庖丁解牛这篇文章。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来到庖丁面前说:“啊!太妙了，你
的技术真高啊!”庖丁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只是因
为我跟相处的时间长，我很熟悉牛的骨头，此刻我不需要看，
只需要摸，而且还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庖丁之后又
说:“大王，您的江山也是这样的，也需要您全心全意地投入
到朝政里啊!”文惠君很欣赏庖丁，心里很高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对待，全心地投入，熟
能生巧!我们小朋友学习也一样，要全心投入进去，才会取得
好成绩!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三

看了《庖丁解牛》这篇文章，我领悟到了许多道理。

《庖丁解牛》讲的是;庖丁替文惠君宰牛，手触之处，肩靠之
处，脚踩之处，膝顶之处，皮骨分离之声响成一片，刀刀合
乎节拍。文惠君说;“好，你的宰牛技术竟达到如此地步，为
什么呢?”庖丁回答：“刚开始宰牛，我看见的是整头的牛，
再过三年，再看的就是牛的部件，我用刀顺着牛体结构去走，
绕开牛体经脉纠结的地方，不要和那牛髀骨硬碰硬。好的厨
师每年都要换一次刀，那是用力横行的结果，多数厨师一个
月就换一次刀，那是蛮力切砍得结果，庖丁手上的那把刀
了20xx年。宰牛数千头，但刀刃却无多大损坏，很薄的刀可
以插进去牛的骨节，但还要注意不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
”文惠君听了庖丁的一席话，领悟到了养身的道理。

学习了庖丁解牛使我明白了学习也要讲方法。比如说：复习
课文不能死记硬背，要用方法，理解课文要用想像力，想想
故事里发生什么事，事情是怎样发展的，说明什么道理才可
以完完全全地记住课文。不仅学习要用方法，生活中、游戏
里也要讲求方法。记得较早前，有一回妈妈陪我到xxx公园玩，
要我大胆尝试玩一个爬高游戏，我看了那个游戏设施，是一
个大胶模型充气做成的，上面有手和脚踩的小环，只要爬到
顶上就可以成功，如果跌下来会有一个大气圈接住。

我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因为我当时很害怕登高，但妈妈
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决定试一下。我的心在怦怦地跳，
我一边爬，手心一边出汗，任凭我怎样使劲，很难向上爬。
我伏在那，直到没了力气，掉到大气圈里。我疲惫不堪索性
躺在气圈上看着那些机灵的孩子是怎样爬上去的。一个虎头



虎脑的小男孩伸上肥嘟嘟的双手用力地拉住上面的两个环，
便用小脚上一个环，右脚蹬环左手拉，左脚蹬环右手拉，我
发现他上一个级双手放松，储蓄力气拉上更高的环，用这样
的方法三下两下就上了去。我试着用他的方法很快就上去了，
我既成功了，又懂得了爬高的方法。

《庖丁解牛》虽是一个平凡的故事，却让我明白了做事要反
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方才得心应手的道理。

读《庖丁解牛》这篇文章使我受益匪浅。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四

你是怎样学会的？”庖丁说：“我一开始也不明白，过了三
年，我坚持下去才了解牛的身体结构。”梁惠王说：“我能
够拜你为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熟能生巧的.道理，
干什么事都要坚持下去。我以前见困难就躲避，看完这个故
事，我不能见困难就躲避了，应当多动脑筋。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五

看了《庖丁解牛》这篇文章，我领悟到了许多道理。

《庖丁解牛》讲的是;庖丁替文惠君宰牛，手触之处，肩靠之
处，脚踩之处，膝顶之处，皮骨分离之声响成一片，刀刀合
乎节拍。文惠君说;“好，你的宰牛技术竟到达如此地步，为
什么呢”庖丁回答：“刚开始宰牛，我看见的是整头的牛，
再过三年，再看的就是牛的部件，我用刀顺着牛体结构去走，
绕开牛体经脉纠结的地方，不要和那牛髀骨硬碰硬。好的厨
师每年都要换一次刀，那是用力横行的结果，多数厨师一个
月就换一次刀，那是蛮力切砍得结果，庖丁手上的那把刀
了19年。宰牛数千头，但刀刃却无多大损坏，很薄的刀能够
插进去牛的骨节，但还要注意不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
方。”文惠君听了庖丁的一席话，领悟到了养身的道理。



学习了庖丁解牛使我明白了学习也要讲方法。比如说：复习
课文不能死记硬背，要用方法，理解课文要用想像力，想想
故事里发生什么事，事情是怎样发展的，说明什么道理才能
够完完全全地记住课文。不仅仅学习要用方法，生活中、游
戏里也要讲求方法。记得较早前，有一回妈妈陪我到白莲洞
公园玩，要我大胆尝试玩一个爬高游戏，我看了那个游戏设
施，是一个大胶模型充气做成的，上头有手和脚踩的小环，
只要爬到顶上就能够成功，如果跌下来会有一个大气圈接住。
我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因为我当时很害怕登高，但妈妈
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决定试一下。我的心在怦怦地跳，
我一边爬，手心一边出汗，任凭我怎样使劲，很难向上爬。
我伏在那，直到没了力气，掉到大气圈里。我疲惫不堪索性
躺在气圈上看着那些机灵的孩子是怎样爬上去的。一个虎头
虎脑的小男孩伸上肥嘟嘟的双手用力地拉住上头的`两个环，
便用小脚上一个环，右脚蹬环左手拉，左脚蹬环右手拉，我
发现他上一个级双手放松，储蓄力气拉上更高的环，用这样
的方法三下两下就上了去。我试着用他的方法很快就上去了，
我既成功了，又懂得了爬高的方法。

《庖丁解牛》虽是一个平凡的故事，却让我明白了做事要反
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方才得心应手的道理。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六

《庖丁解牛》告诉我们：世界万物都有其内在规律，只有掌
握了它的客观规律，才能得心应手。

做工作要善于发现事物的规律，了解其内在联系。庖丁作为
一个杀牛的厨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善于总结、发现规律。
解牛技术看似简单，要想做好实则不易。就像中国邮政寄递
业务的发展，“函包汇发”是传统业务，看似已经从事上百
年时间，应该有优势；但实际上，我们从事的更多是普遍服
务类业务，民众更关心的是否安全抵达，对时效性要求不是
特别高。快递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电商包裹类业务的发展，



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方式发展起来的，迥异于传统
普遍服务类业务，“用户至上”，对价格、时限、用户体验
有更高的要求，要深刻认识其发展规律，就像董事长所
说“作业标准化、激励定额化、分拣自动化、网络智能化，
以规模效率效益实现良性发展”是当今快递行业发展规律，
这几方面相互协同相互关联，共同发力，缺一不可。

做工作要抓本质、抓关键。对于寄递业务发展来说，其本质
就是“时限更快、价格更优、丢损更少、稳定可控”，从大
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和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在时限、价格、
服务投诉率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稳定性方面也不够，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做工作要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在寄递业务发展中，正确的
发展方法就是“以‘三个视角’、‘三大规律’为遵循，对
邮路要一条一条地捋、环节要一环一节地掰、要素要一个一
个地剖、效率要一项一项地算、效益要一点一滴地抠”，这
是解决寄递业务发展难题的方法论。同时，在工作中，我们
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就
是要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集中力量和资源，全力化解寄递
业务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坚持目标导向，就是要围绕
打造寄递行业“国家队”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关任务目标，持
之以恒、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目标奋斗前行。坚持结果导向，
就是要以工作成效为落脚点，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
实实在在业绩接受检验、评判工作。

做事情要认真抓落实。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有了好的
工作方法，如果不落实，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抓工作
落实，讲求“实”和“细”，抓好落实，就是要目标到人、
责任到人、考核到人，一定要落到实处，以成果和业务评价
落实的效果；还要抓细，“细节决定成败”，细节之处见真
章，我们落实任何一项任务，都要有目标、任务、时间进度、
具体的'责任人。



同时，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复杂的，特别是我们面对寄递业务it
能力提升，面对的困难复杂而艰巨。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把压力转化为促进工作、提高质量的力量源泉。

我们今年的工作是在新一代寄递业务信息平台逐步优化的基
础上，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应
用，形成寄递业务发展的新动能。计划2~3年时间，通过科技
赋能助力业务模式、运营模式、管控模式创新，实现寄递业
务的跨越式发展。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七

宫廷里有个厨师叫庖丁，他杀牛的时候从来都不发出声音，
这让梁惠王很有疑问。因为厨师很喜欢琢磨事物的来龙去脉。
牛的骨节是有细缝的，而刀刃是没有厚度的，当然是能够得
心应手。技术高明的厨师每年换一把刀，笨拙的厨师每个月
换一把刀，而庖丅的刀已经用了十九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杀牛和学习一样，只要能多练，多学，
把这道题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就能像庖丁一样把把刀
用19年。只要善于研究，善于提问，善于思考，学习也会好
的。

厨师对一头牛的筋骨已经了如指掌，摆脱了实际结构的束缚，
所以做起事来就通畅无助。

庖丁解牛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阅读了《成语故事》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庖
丁解牛》。故事主要说：古时候有一个叫庖丁的人，他宰牛
的技术十分高超。有一天，有一个人叫庖丁去帮忙宰牛，只
见庖丁拿起刀在牛的身上划来划去，划出了许多优美的线条，
不一会的功夫就宰好了。大家都对庖丁高超的宰牛技艺佩服的
“五体投地”。



其实，庖丁一开始宰牛的时候一点都不熟练，可以说得上是
动作笨拙，缓慢。但是通过许许多多次的练习，他渐渐地掌
握了宰牛的技巧，慢慢地就熟练起来了。这是庖丁宰牛成功
的一大原因!所谓熟能生巧，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

平时大家在报纸和电视上总会看到“在某某地方有一个神童，
他(她)是谁谁谁”这样的内容，大家一定都非常羡慕。但是，
在羡慕之余，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所谓的神童只不过是
他(她)们的接受能力比一般人要好，再加上后天的训练才会
取得成功的，而并不是天生就那么神奇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对学习也要有一种不怕吃苦的精神，不断
的勤学苦练，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