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贤者故事读后感(模板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贤者故事读后感篇一

前不久，我们单位举办了一场《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很多
选手用真实的故事讲述着自己的家风。我不禁在想，我家的
家风是什么？回想过往，平凡岁月，柴米油盐，没有惊世的
波澜，没有起伏的篇章，或许迸出的一个个词语：温暖、和
谐、正直、光明…以及那一件件关于爱的故事，正在诉说着
平凡家庭的质朴家风。

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在我的记
忆中，母亲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但是每天回到家又要照顾
奶奶，又要辅导我的功课，好不容易停下来，她又拿起了专
业书籍开始阅读。深夜里母亲经常会被电话吵醒，那是医院
打来叫她去为危重病人做手术。那时我总不解：“这么晚了，
为什么要去做手术呢？”母亲总是笑着说：“这是我的工作
啊！”冬天的夜晚寒冷刺骨，可是母亲从来没有怨言，她总
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完成她那救死扶伤的使命。天气恶劣时，
父亲也会陪同母亲。父母之间的理解和支持也在潜移默化的
教育着我。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读了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
于讲述省劳模的文章《一株雪莲花》，我当时就感动的哭了，
那株雪莲花写的就是我母亲的事迹！在那一个个不眠的夜晚
她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他的右手上留下了手术刀摸出的老
茧，她那绿色的手术衣汗湿了多少次，才能获得全国万例手
术无事故的称号啊…我的母亲今年64岁了，可她还在工作，
还在牵挂着他的病人啊！母亲对待专业技术精益求精，她做
人正直、善良、清廉…从那以后我开始学着料理家务，照顾



奶奶，每天帮奶奶洗脚，尽量不让父母为我的学业操心！我
想孝顺、善良、正直、敬业这质朴的家风就是这样传承的。

参加工作之后，“始于凡所为非凡”的台训和“勤奋、积极、
严谨、敬业”的家训共同指引着我。我在一次次采访中倾听
着别人的故事，感知着社会的冷暖。我们采访过家住蜀山区
的中国好婆婆范淑英，我们采访过时代楷模高思杰，我们采
访过乐于奉献的志愿者周海莲,我们采访过克己奉公、一生清
廉的长丰县最美纳税人陈道玉…一个个鲜活的事例讲述着他
们清廉的家风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20xx年，我和爱人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教育我们要恪
尽职守，廉洁自律，忠诚担当。我们传承家风，牢记家训，
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现在的我们也在无声地教育感染着
我们的孩子，塑造着孩子的人格和性情。因为我们坚信只有
健康、清廉的家风世代相传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找到人生的方
向。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优则作风优，家风正则党风
正，家风纯则政风纯，家风清则社风清!朋友们，让我们携起
手来，传承清廉家风，共建美好家庭！

贤者故事读后感篇二

大家好，我演讲的主题是：爱国英雄钱学森。

钱学森爷爷1911年出生在上海，36岁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
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但他始终想念着自
己的祖国。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钱学森内心激
动得难以平静，他对周围的人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早日
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是，他
的回国计划受到了美国政府严重的阻挠。美国政府无理地监
视和软禁了他5年。终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冲破了重重
阻挠，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钱学森他跟所有科技人员一样，吃粗粮、睡帐篷，
摸爬翻滚在风沙弥漫的戈壁滩，火箭、导弹成了他为祖国工
作的重心。在他的努力下，东风1号、东风2号导弹发射成功，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东方红”卫星腾空而起，
《东方红》的声音响彻了宇宙，震惊了世界!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钱学森爷爷一样，从小树立爱国精神，
勤奋学习、掌握本领，将来也用全部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热血
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让祖国为我们而自豪!

谢谢大家!

贤者故事读后感篇三

我演讲的题目《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每个公民都应该学习社会主义宪法知识。有人认为学法是一
件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事。其实，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
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离不开法。我们身边的学多问题都要依法解决。所以，一
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是一个知法，懂法，且要守法的公民。要
有法制观念，要懂宪法知识，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知法，守法是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我们青少年是祖
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祖国和人民盼望我们健康成长，成
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青少年学生不
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现代科学文
化知识，而且要有宪法知识和守法观念，懂得合法与非法，
违法与犯罪等道理，自觉依法办事。这样才能抵制各种不良
影响，促进自己健康成长。

为了我们更好的成长，国家制定了像《未成年人保护法》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宪法来规范人们对青少年儿童的



教育和保护。有了这些宪法还不够，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它
们。让这些宪法法规不沦落为空话套话，而是，实实在在地
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真正的作用。 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身
边的小故事吧。

15岁的小张家境优越,父母都是做服装生意的。当他因为诈骗
罪被公安机关逮捕时,他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儿子有吃有喝,
从不缺钱,可是他为什么要到同学家去诈骗呢?儿子在监狱给
妈妈写了一封信,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每天晚上,你跟爸爸两
个人都在家讨论赚钱的事,吹嘘自己把衣服卖出了高价,把冒
牌服装当名牌卖出去了,我听你们讲了这么多,觉得这事特别
有吸引力,特别刺激。我想如果他的家人都是知法守法的公民，
小张也知道一些宪法知识的话，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离我们生活最近的宪法我想就是交通法了。交通事故时时刻
刻都会发生，它就像一颗威力十足的炸弹，一时大意，这颗
埋伏的炸弹就会爆炸，炸得家庭破碎，炸得人心苦悲。所以
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不能酒后驾车，不能
超速行驶，不能随意横穿马路，没有满12周岁的小学生是不
能骑自行车上马路的。就是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保护了我们
的安全，但是总有些人不懂，不顾，肆意破坏它们，最后给
自己带来的确实非常惨痛的后果。

爸爸妈妈和我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他的爷爷来接
她放学回家，在马路边等红灯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妈妈就在
马路对面。于是挣脱了爷爷的手像马路对面冲去。被左边驶
来的一辆大货车撞压致死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
人世。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守宪法法规，这样由鲜血酿就的惨
剧就不会发生了。

为了祖国的明天，也为了我们自己，去学法、了解法，让我
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贤者故事读后感篇四

孝道是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道德，意思就是孝道。

旧三字经里有句话说得好：相酒令能暖桌。有一个9岁的孩子，
家里又穷又冷。孩子在垫子上暖和的睡，然后和父母一起睡。

那我们再来听一个关于一个年轻的外国男人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孩，他的家庭非常贫穷，住在美国的最西部。

当这个小男孩16岁的时候，他去了美国的最东部工作。这个
小男孩一有时间就回家。

突然，16岁的男孩34岁了。

但是结果被压死了，从此再无消息。

从幼儿园开始，大家就在教一句古话：“一切美德，以孝为
先。”

但是有多少人做到了呢？作为一个中国人，连外国人都不如。
你还有脸吗？

所以从现在开始，弥补自己的错误，孝顺还活着的长辈，珍
惜现在的时光，多和长辈聊聊天，对你有好处。弥补你的错
误至少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请珍惜和长辈
一起读过的每一分钟，用心陪伴他们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赡养他们的晚年，分享他们的家庭幸福。需要的不是天天嘘
寒问暖，而是天天形影不离。有时候，真诚的劝诫和一丝不
苟的行动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心。

普遍弘扬孝道精神，从我们做起。



贤者故事读后感篇五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因为爱，所以爱》。

人人都说教书苦，在古代有“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的
说法。确实，做一个老师挺苦挺累的，做一个好教师就更苦
更累了，但如果心中充满了爱，我想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
的。在我的教育旅途中，有太多值得让我回味的东西，在这
里我就采撷一朵小花，来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吧。

张同学是从郑梁梅小学转过来的，听熟悉他的人讲，他在那
边可以说是“罪行累累”，学习成绩自不必说，光纪律方面
就很让人头疼：上课睡觉、与老师顶嘴、考试作弊、打架斗
殴、上课端着一杯茶随意进出校长办公室等等。就是这样的
一个学生转到我们班，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才能有
很好的形容，不过我坚信，既然他分到我班，那就是缘分，
我有责任挽救他，帮助他。

听他爸爸讲，他的语文最好，那我就从这里入手吧，只要他
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我就大力表扬他，第一堂课，我让学生默
写古诗，因他五年级重读过一学期，我想这首诗对他来说应
该不是问题，谁知他上黑板后除写了个题目和作者之外，就
什么也写不出来，另外更让人吃惊的是杜甫的“杜”字写成
社会的“社”字，看来表扬他的理由就泡汤了，但我不罢休，
我灵机一动，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到没有，这位新来的同
学，能这么镇定的上黑板默写古诗，他之所以没有写对我想
是新环境还没有适应吧，另外他很诚实，虽然不会写，但绝
没有偷看旁边同学的意思。下次让他上来的时候，我相信他
一定能完全写对，我用鼓励的目光看着他回到座位，虽然他
当时没说什么，但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一丝丝的感动。我想，
有戏了，后来他果真上来默写时全写对了。我想我已经悄悄
在他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诚实。



后来的一次平时的测验中，他的语文考了59分，我也觉得很
正常，毕竟他以前都不怎么学习，也只有这个分数，谁知他
找到我说：“老师，您就再给我加上1分吧，加上一分我就
是60分了，就1分。求您了！”我问“为什么呢”他说：“我
还没有考过60分，这次是第一次与60分最接近的。”我想他
已经慢慢向学习靠拢了，我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但也不能
滋长这种不好的习气。于是我说：“分不能随便加，但是，
我可以给你把总分改成60分——我借给你1分。不过，你可要
想好啊，这1分不能白借，要还利息的，借1还10，下次考试
我要扣掉你10分，怎么样？要是觉得不划算就不要借了。”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借。”结果，在下一次测试中，他得
了66分，扣掉10分，还剩56分。通过这件事我感觉到，或许
我又在他的心灵深处种下了另一颗种子——进取。

时间一天天过去，随着我播种的种子越多，他也开始变得安
分了许多，我很欣慰。从那以后，我开始试着和他交朋友，
下课多和他说几句。上课时也不会忘了他，总会记得多提问
他，多用目光关注他。我知道是我和班上的同学真诚的鼓励
和赞扬使他发生了改变，渐渐的他也开始融入到我们的中间
来。

对于问题学生而言，我想他们就像一片未被开垦的一块荒地，
杂草太多，而我们老师就像是一个农夫，要不停的向里面撒
播种子，天天浇水、天天施肥、天天除草，才能让曾经荒芜
的一块地长得郁郁葱葱。虽然他们有的可能学习成绩不如人
意，有的可能会反复违反纪律，但他可能是运动会上的冠军，
可能是劳动中的能手，谁能说他不是个好学生，世界上又有
谁是完美的呢？连佛桌上都能开出花朵，何况人呢？因为，
因为爱，所以爱！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贤者故事读后感篇六

大家好！我演讲的哲理故事是《钢玻璃杯的故事》。

一个农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
他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种三亩薄田。在他19岁时，父亲去世
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
母亲，还有一位瘫痪在床的祖母。

八十年代，农田承包到户。他把一块水洼挖成池塘，想养鱼。
但乡里的干部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他只好
有把水塘填平。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话，在别人的眼里，他是
一个想发财但有非常愚蠢的人。

听说养鸡能赚钱，他向亲戚借了500元钱，养起了鸡。但是一
场洪水后，鸡得了鸡瘟，几天内全部死光。500元对别人来说
可能不算什么，对一个只靠三亩薄田生活的家庭而言，不啻
天文数字。他的母亲手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郁而死。

他后来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炮
眼……可都没有赚到钱。

3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到媳妇。即使是离异的有孩子的女
人也看不上他。因为他只有一间土屋，随时有可能在一场大
雨后倒塌。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但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一辆受扶拖拉机。不料，上
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冲入一条河里。他断了
一条腿，成了瘸子。而那拖拉机，被人捞起来，已经支离破
碎，他只能拆开它，当作废铁卖。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

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



"

记者说："摔在地上，碎了。"

"那我们试试看。"他说。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贤者故事读后感篇七

敬爱的老师、评委们，大家好!

我是丛台区实验中学初三二班的徐舒扬。站在这里，我感到
非常荣幸。今天，我给大家讲讲《邯郸学步》这个成语故事，
希望大家能喜欢!

《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典故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下面，
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个成语的由来。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寿陵有一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
就叫他寿陵少年吧!这位寿陵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
得上中等人材，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
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
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
样，虽然花样翻新，但始终没有一件事能做好。家里的人劝
他改一改这个毛病，他以为是家里人管得太多。日久天长，
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像现在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
的姿势太笨，太丑了。有一天，他在路上听到有人说邯郸人
走路姿势那叫一个美。 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
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
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
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
学;看见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
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



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了。

勤于向别人学习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
出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绝对不能像燕国寿陵人那样，
盲目贬低自己，一味崇拜别人，生搬硬套，亦步亦趋，结果
必然是人家的优点没学来，自己的长处却丢光了。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