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第十四回读后感 二十四孝读后
感(大全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十四回读后感篇一

我看完了二十四孝之后很感动，现在我知道了孝是什么：孝
是在父母事业有困难能给予帮助，孝是在父母很累的时候端
上一杯热水，孝，大到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让父母终身
受益，小到只是在节假日给父母干一些家务。二十四孝也正
是如此，就让我和你们一起来探讨二十四小中的一孝——
《怀橘遗亲》。

这个故事讲得是：从前，绩儿和父亲一起到袁将军家做客，
袁将军用橘子招待绩儿，绩儿尝了一口，觉得很好吃，心想：
妈妈还在家里，她最爱吃橘子，我把剩下的橘子都带回家给
妈妈吃吧，于是就趁袁将军不注意，偷偷拿了几个。

现在我想对大家说一句话：“百善孝为先”。

所以请从现在开始，好好孝顺你的父母长辈吧！

第十四回读后感篇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记忆中的“戏彩娱亲”，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老莱子，



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
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
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
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
子哭，二老大笑。

董永的“卖身葬父”更是从小熟知。他家境贫寒，年少丧母，
与父亲相依为命，靠耕田及做佣工养家。父亲体弱多病，董
永多方求医，诊治无效身亡。父亲死后，因家中无钱，董永
愿卖身葬父。传说，董永前往主人家的路上，在一棵大槐树
下，遇见一位美貌女子，愿为董永妻，并帮董永赎身。这样，
两人就一起到了主人家中。主人要他们织三百匹绢，作为赎
身之资。董永的妻子十天把绢织完，而且绢色上佳，惊得主
人目瞪口呆。当两人再度回到那棵槐树前时，妻子一席话，
解开了董永的心中谜团。她说，自己是天上织女星下凡，是
董永孝行感天，她才嫁给董永，渡过难关。

他们都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
仪的总和。而这里面恰恰包括了孝。

那么孝是什么呢？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思想之一。孝
是一个会意字。意思是说小孩馋着张张胡须的老人。以前，
总以为孝就是对父母物质上的供应；后来，懵懵懂懂之间，
明白了还要精神上的供应，让父母开心；现在，懂得了要做
一个清正的人，让父母放心。

尊亲敬老，从一点一滴做起。

听众读后感

《南丁格尔》读后感



《尊严》读后感

先生读后感

《格局》读后感

今天读后感

《伤逝》读后感

《水浒》读后感

《传奇》读后感

魔镜读后感

第十四回读后感篇三

孔子说过一句话，“德之本也”，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上下五千年来，出现“孝子”的故事有诸多。

在二十四孝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卧冰求鲤》和《恣蚊饱血》，
这二则典故，深深记住在我的脑海中，时时提醒我的言行准
则。

《卧冰求鲤》讲的是曾经有个孝子，在一个隆冬的晚上，自
已的继母病倒，想吃上一口新鲜的鲤鱼肉，他就自已解开衣
服，卧倒在冰上，冰突然融化，跳出二条鲤鱼，他欣喜若狂
把鲤鱼抓回家煮给继母吃，继母吃后，大病全愈。

《恣蚊饱血》主要讲古代吴猛，他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
到了夏季，吴猛赤和身坐在父亲的床头任蚊子叮咬而不去驱
赶走，这样就是为了担心蚊子离开自已去咬父亲。

从以上二则典故中，我体绘到，百善孝为先，让我们心怀感



恩之心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有时我们要坐下来，跟渐渐已老
的父母聊聊天，聆听他们的教诲，他们的心声，也让父母知
道。我们已长大了。

第十四回读后感篇四

最近刚刚看完《二十四孝图》，心中颇有感触。虽说是简短
的24个小故事，24幅图画，但是，仍然让人产生不少感想，
既有感动，又有个人思考。其中的心得体会想与大家分享一
下。

“孝”在我们中华民族5000 年文明长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从古至今，不知流传着多少以孝为主题的传说。当
然，不用说，《二十四孝图》中就收录了24个孝子的故事。
简单的介绍下，时间上，从上古的尧舜时期，直到宋代，内
容上有《孝感动天》，《亲尝汤药》，《啮指痛心》，《百
里负米》，《芦衣顺母》，《鹿乳奉亲》，《戏彩娱亲》，
《卖身葬父》，《刻木事亲》，《行佣供母》，《怀橘遗
亲》，《埋儿奉母》，《扇枕温衾》，《拾葚异器》，《涌
泉跃鲤》，《闻雷泣墓》，《乳姑不怠》，《卧冰求鲤》，
《恣蚊饱血》，《扼虎救父》，《哭竹生笋》，《尝粪忧
心》，《弃官寻母》，《涤亲溺器》24个故事，时间跨
度4000年。可以说，这24张图，展示了中华民族从其产生到
繁荣的这段时期内，孝道发展的全景图。其中人物丰富，形
象丰满，个性十足，地位差异悬殊，上至天子帝王，下至黎
民百姓，可谓展示了古代社会各阶层的孝道姿态。语言上，
虽然文章是由文言文翻译而来，但是便于理解阅读，确实是
教育世人 的良好教材，更不用说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籍。

下面我来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首先，孝道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在中国流传了5000年，这
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它是有中国 特色的一种
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既然有着重要的作



用，自然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先谈谈正面的作用。

看看“孝”这个字，“子”背着“老”，典型的象形字。古
人真是伟大，简简单单，便道出了孝的真谛。何谓孝，就是
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与爱。晚辈为了长辈，背着他们，关心与
敬爱饱含其中。正是孝，拉近了家庭成员心与心的距离，于
是便有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场景。

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
虽无道不失其国。大

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
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天不可以不
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
又焉得为孝乎。”可见，孝对于社会有着极其的重要的作用。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二十四孝图》中，我们可
以明显的看出24个故事有不少明显的夸张之处，甚至有个别
故事为了宣扬孝，竟有残酷自虐之倾向。举个例子。

王祥卧冰求鲤。因家中老母生病，王祥为了给老母煲汤，不
惜在严寒冬日，赤裸身体，以自己的体热化开冰冷坚硬的河
面。这个故事，表面上儿子为了老母亲舍弃自己，让人感动，
实则夸张过度，不切实际。只为求一尾鲤鱼，何必自虐?只要
找来工具，挖开冰面，钓上一尾并不是什么难事。明明简单
的道理，偏偏要用这种荒唐的方法来解决，真是愚蠢至极。
更有甚者，埋儿奉母。荒年，在古代是时常是出现的，但是
竟然有人要埋掉自己的亲生骨肉节省下粮食来供养老母。如
此做法，着实让人不解。人真的能这么狠心?那位老母亲真的
能咽下用小孙儿的命换来的粮食?毕竟血浓与水啊。这些愚孝
不仅在与家庭内部肆虐，更是影响了整个社会。“天下无不
是父母”，“三纲五常”，也是此等愚孝衍生出来的糟粕，
搞的社会乌烟瘴气。于是乎，终生大事由父母做主是孝;谈到
父母的名讳，必要放声大哭，是孝;将地方官，大臣，天子视



作生身父母是孝;父母去世，要放下一切，守墓三载，这也是
孝。愚昧啊，何等的愚昧。

时代毕竟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终究也会随着外部世界的
改变而改变。当封建社会的大厦坍塌，愚孝也如东逝之水，
终究将化成历史的烟尘。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或许是国家没有大力宣扬新世纪孝的
重要性，人们似乎将孝淡忘了。为了个人生活的方便，他们
忍心父母安置在敬老院，他们忍心将老人呼来喝去，他们忍
心辱骂父母只为红颜一悦，等等的类似事件已是数不胜数。
这是社会的倒退吗?我不相信，我们更不希望是，我们渴望孝
的回归。

终于，我们看到了，还有他们，一个个感动中国，平凡而伟
大的人们。你们可以为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奉献一生，你
们可以坚持年年月月，你们可以忍住心酸，微笑着流泪。他
们不曾被我们熟知，也不曾被社会标榜，不过，他们仍然默
默的继续着，用行动感化世人。他们是平凡的英雄。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理解你的父母，当
他们在早晨叫你起床的时候，无意中打扰了你的好梦，可能
你真的是学习太晚十分瞌睡，请压住你的火气，乖乖起床;当
你因为成绩的下滑而被父母责备的时候，请不要在心里埋怨
他们，他们是真心关心你;当你事业有成的时候，请将成功与
你的父母分享，你的今天有他们的功劳。

请抓紧时间，现在做，还不晚……

第十四回读后感篇五

《二十四孝》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名字怎么那么奇怪
呀？这引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



我读了这本书后，深受感动，因为这里面有二十四位孝子，
他们都非常的孝敬父母，有几位孝子的后母经常打骂他们，
但是他们却毫无怨言，每当父母生病需要他们时，他们就会
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细心地照顾他们，使他们身体健康。可
是，当他们的父母病好以后，父母还是会动手打他们，打骂
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还有一位孝子，随父亲到别人家去做客，别人家的主人见到
这位孝子乖巧听话，很惹人喜爱，就叫家里的仆人，拿出上
好的橘子来招待这位孝子。

这位孝子便吃了起来，可是他吃着好像想到了什么。

该回家了，这位孝子和父亲告别那，家的主人橘子从这位孝
子的坏里摔到地上，那个主人问他什么，着位孝子说是带给
她母亲吃的，那位主人夸他孝敬父母，长大一定会有出息的。

书中描述孩童时期的故事到有8个，占了三分之一，如闵子谦、
蔡顺、杨香。细读之后，有几点很不可思议。“扇枕温衾”
中的'黄香，幼年时便酷夏时为父母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
为父亲温暖被褥；“行用供母”的江革，自己贫穷赤脚、而
母亲所需甚丰。

首先对他们的举动我只有佩服、感动、尊敬。

老莱子的“戏彩娱亲”。老莱子70多岁了仍还是装“萌”逗
父母高兴，这点后世有很多人包括鲁迅认为“骄作”，实不
可取，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道家的“道法自然”这一说
法。

不必在乎外界，自求内心。唐伯虎的“别人笑我太疯癫，我
笑他人看不穿”，可能是得此传承。

当下，中国正快步进入老年社会，“孝”将会越来越提到。



每当心中对孝都会有不同的认识，“二十四孝”是古人留给
我们不同的认识，“二十四孝”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典籍，是
学？还是驳？都无妨。

孝敬父母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让我们为我们的父母尽一
份孝心吧！

第十四回读后感篇六

今天从我爸爸的一本玉器书上看到二十四孝的故事，不过今
天只讲二个我最拿手的。因为以前有这二个故事的动画片，
所以不用看书，我就先给妈妈讲起来。

第一个是“哭竹生笋”。以前有个孩子，因为他母亲病了，
想吃竹笋，可是这大冷的天，到哪儿去找竹笋呀。于是，他
感到很对不起妈妈，就抱着一棵竹子大哭起来。他的眼泪居
然把雪都融化了，长出了许多竹笋，他就把这些竹笋统统摘
回家煮给妈妈吃，妈妈吃了以后，病果然好了。

第二个故事是“扼虎救父”。从前有对父子，他们家很贫穷。
有一天，他们在田里种地，突然一只非常凶猛的老虎跳了出
来，咬住父亲的腿。别人看到有老虎都吓得抱头鼠窜，只有
他儿子不仅不逃，反而勇敢地猛冲过去掐住老虎脖子不放，
最后老虎被掐死，老父亲得救了!

我很喜欢看二十四孝的故事，因为他们个个都孝敬父母，现
在我们小朋友虽然生活越来越好，但对家人和长辈还是要孝
顺的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