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语故事读后感 小学二年级成语故事读
后感(汇总10篇)

通过阅读范文范本，我们可以拓宽思路，丰富语言表达，提
高文章的质量和效果。选择合适的范文范本是提高写作水平
的关键，下面是一些建议和方法，供大家参考和借鉴。希望
以下范文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写总结的思路和参考。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积累“笑逐颜开、荣华富贵、恩将仇报、下
流无耻、无恶不作、披头散发”等词语，读准两个多音
字“撒”“塞”。2.初步感知民间故事的特点。

3.通过文本中语言、动作、外貌、心理等描写，体会渔夫与
魔鬼不同的人物特点，明白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

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阅读《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
《九色鹿》《狼和小羊》教学过程：

一、游戏导入，激发兴趣

主人，有什么事?请吩咐吧!《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黄铜胆
瓶

所罗门

《渔夫的故事》

二、揭示课题，了解特点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故事长廊的第一站——《渔夫的故事》。
请同学们认真看老师写课题。

1.简介《一千零一夜》：这是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集，
也叫《天方夜谭》。它是由264个小故事组成的，被大文豪高
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创作中的“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2.简介故事特点;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神
奇的想象，通俗易懂的语言

三、初步感知，了解大意

1.了解故事的情节：谁能借助老师提供的关键词用一两句话
说说这个故事的内容?(渔夫撒网捕鱼时，捞到了一个黄铜胆
瓶，揭开锡封后放出了一个魔鬼，魔鬼恩将仇报要杀死渔夫，
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魔鬼。)

真了不起，把那么长的一个故事读成了一两句话，你有超强
的概括能力。

2.体会人物的特点：故事中的渔夫和魔鬼都给你留下了怎样
深刻的印象，请分别用一个恰当的词来说说。(学生板书)

魔鬼：无恶不作下流无耻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凶恶狡猾恩将仇
报的魔鬼让你想起了谁?

四、深入文本，体会形象

1.下面就请大家默读课文，找一找文中哪些地方可以表现出
魔鬼的凶恶狡猾，用“——”划出来。

老师看了一下，刚刚同学们读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划了这
几句。(屏幕出示)2.反馈交流(预设)

“你决心要杀我吗?”



“凭着神的名字起誓，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必须说实
话。”“你不是住在这个胆瓶里吗?照道理说，这个胆瓶既容
不下你一只手，更容不下你一条腿，怎么容得下你这样庞大
的整个身体呀?”

“我没有亲眼看见，绝对不能相信。”表面上一副可怜巴巴、
束手待毙、认命的样子

你觉得渔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会是怎样的?神态又会是
怎样的?谁来试试?个别读——小组读——男女生对读让我们
一起夸夸渔夫。

师：孩子们，其实在勇敢与智慧的渔夫的心里，一直有一个
坚定的信念。你们知道吗/出示“他是个魔鬼，我是个堂堂的
人。我的智慧一定能压制他的妖气。”

(学生单读)

师：是呀，同学们，在这一信念的坚守中，弱小的渔夫最终
战胜了强大无比的魔鬼。(学生齐读)

实际上这些对话、外貌、动作、心理都是一种细节描写，有
了这些描写，魔鬼的形象才在我们的眼前鲜活起来，才让我
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才把魔鬼的本性和渔夫的智慧刻画
得栩栩如生。

四、感受故事的神奇

隔了一会儿，瓶里冒出一股青烟，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继
而弥漫在大地上，逐渐凝成一团，最后变成个巨大的魔鬼，
披头散发，高高地耸立在渔夫面前。魔鬼头像堡垒，手像铁
叉，腿像桅杆，口像山洞，牙齿像白石块，鼻孔像喇叭，眼
睛像灯笼，样子非常凶恶。



这些神奇的描述，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阿拉丁的神灯，阿里巴
巴的“芝麻开门”。

五、课堂小结，拓展延升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长廊，感受了故事魅力。但我们知
道，民间故事的魅力只有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才能在文学殿
堂中熠熠生辉。老师建议同学们课后以渔夫的口吻向爸爸妈
妈讲述《渔夫的故事》，也可以打开《一千零一夜》，看看
聪明的渔夫最终有没有把黄铜胆瓶投向大海。

走进故事长廊，感受故事魅力，下节更精彩!

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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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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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冷静

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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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勇敢

恩将仇报

凶恶狡猾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二

成语故事博大精深，二年级学生读了之后有何感受呢?来看看
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二年级成语故事读后感，希望你有所
收获。

最近我读了《成语故事365》这本书。我觉得拔苗助长这个故
事讲得很有意思，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拔苗助长这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人他的性子很急。有一天，他种了一些秧苗，
种下秧苗后，就希望秧苗立刻长大成熟。他几次去田里看秧
苗，都没看出秧苗长高，心里很着急。有一天，他突然想:如
果把秧苗往上拔一拔，秧苗不就长高了吗?想到这里，他快步
跑到田里，把秧苗一株一株地都往上拔了一大截。就这样整
整干了一天，他才把田里的秧苗都拔高了。晚上，他回到家
里高兴地对家人说:“我今天辛苦了一整天，总算是帮田里的
秧苗长高了!”

第二天，他的儿子跑到田里一看，原来绿油油的秧苗，现在
全都枯黄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做事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
样才能把事做好。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农民一样那么着急，
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做好。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成语故事》，里面讲了许
多成语故事，并带有插图，非常吸引人，其中我最喜欢的一
个故事是“滥竽充数”。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南郭先生，他没有真本事，却在宫里混吃
混喝，后来朝中换了大王，改变了吹竽的规矩，由原来大家
一起吹改成一个一个的吹，南郭先生实在混不下去，于是就
逃跑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不要像“南郭先生”那样弄虚作假，
要有真才实学才能站稳脚跟。

孟母三迁讲的是孟子小时候由贪玩到爱学习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孟子。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墓地
附近。他和邻居家的小孩子，把学办丧事当做游戏玩。因为
孟子不好好学习，孟母接连搬了两次家，最后搬到学堂附近。

由于在好的环境下受到好的影响，孟子开始注重学习，发奋
读书，最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在小的时候就要养成好的习惯，只有
好的习惯才能成就大事。

成语是我国最经定典一种文化，我最喜欢成语故事了。

老师布置我们暑假里好好读书，写好读书笔记，我就找了一本
《成语故事》细细品读起来。

在成语世界里，我认识了心口不一的叶公;明白了“刻舟求
剑”的愚蠢;领略了“守株待兔”的迂腐;见证了“掩耳盗
铃”的可笑······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闻鸡
起舞”的祖逖。

祖逖是我国晋朝时候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想为国家效力，夜
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听到鸡叫声，受到启发，决心练就过
硬的本领，报效国家。于是他和好友刘琨一起练习武艺。这
样，无论是凌烈的寒冬，还是炎热的酷暑，他们都坚持练习。

由于本领高强，祖逖当上了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
他带领的队伍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打了不少胜仗，得到了
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这就是祖逖，一个“闻鸡起舞”的青年，一个勤学苦练的模
范，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或
许还不需要“闻鸡起舞”，但是我们需要“闻鸡起舞”的这
种精神。

这就是成语的魅力，简简单单一个小故事，却蕴含了深刻的
道理，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个暑假我读了《中华成语故事》，有很深的感受，中华成
语故事是文明智慧的源泉，思想文化的结晶。汉语成语，浓
缩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
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枝独秀的奇葩。在文字表达中恰当
地使用成语，能起到画龙点睛、生动形象、意境深奥的效果，
这也是其他语言文字难以比拟的地方所在。

我从“不自量力”的成语中学到了:要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不能过高估计自己。

我从“大公无私”中学到了:要完全为集体利益着想，没有一
点私心。也可以指处理事情公正，不偏向任何一方，才能受
人爱戴。

我从“悬梁刺股”中学到了“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成为大器之
材。感受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一个成语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一个传奇，一个哲理。我
要以史为鉴，学习古人的智慧，时时反省自己，严格地要求
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三

秦王朝灭亡后，项羽见宫室残破没落，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
楚汉战争中，自己又占着优势，于是就自傲自大，想回家乡



炫耀此时的身世。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升官或发财以后，
如果不回故乡夸耀一番，就好比‘锦衣夜行’(穿着锦绣衣服
在黑夜里行走)一样，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人此时的大富大贵。
楚汉之争正处在最为关键的时候，项羽这种务虚的思想观念
反映了他性情的浮躁和短见的政治眼光，对他自己和楚国的
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有人对他鄙视，气愤地说：“人们
都说楚人沐猴而冠，真是说对了。”结果，被项羽投入鼎镬
煮死。

楚人管猕猴为“沐猴”。“沐猴而冠”，是说猕猴而戴上人
的帽子，也就是说假充人样的野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
《汉书·伍被传》也有此语：伍被曾在淮南王刘安手下
做“淮南中郎”的官，刘安谋反，伍被多次谏劝，刘安不听，
以轻蔑的口吻对伍被说：“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个成语故事《一叶障目》，这个故事说的是，
从前，楚国有个书呆子。一天，他看到一只螳螂躲在一片树
叶下，捕捉到了一只知了。书呆子兴奋极了，因为他听说螳
螂捕蝉时爬过的叶子有隐身功能。于是，他摘下了那片树叶。
可一不小心，那片叶子掉在了地上。书呆子只好把地上的落
叶全带回家，一片一片试验。他用树叶遮住眼睛，一遍遍地
问他的妻子是否看的见自己，他妻子开始说看的见，最后厌
烦了，说；“我看不见你了。”书呆子乐坏了，拿起这片树
叶来到一家店铺前，然后当着店主的面拿走了店里的东西。
店主毫不客气地把他抓住，送到官府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被局部现象迷或，认不清根本的，
全局的问提。当我们取的好成绩时，不能一叶障目，同时还
要发现自己的不足。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五

李林甫，唐玄宗时官居“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是宰
相的职位。此人若论才艺倒也不错，能书善画。但若论品德，
那是坏透了。他忌才害人，凡才能比他强、声望比他高的人，
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他都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给以排斥
打击。

对唐玄宗，他有一套谄媚逢承的本领。

他竭力迁就玄宗，并且采用种种手法，讨好玄宗宠信的妃嫔
以及心腹太监，取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以便保住自己的地
位。李林甫和人接触时，外貌上总是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
子，嘴里尽说些动听的“善意”话。但实际上，他的性格非
常阴险狡猾，常常暗中害人。

例如：有一次，他装做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适之说：“华山
出产大量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就可大大增加国家的财
富。可惜皇上还不知道。”

李适之以为这是真话，连忙跑去建议玄宗快点开采。玄宗一
听很高兴，立刻把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
我早知道了。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怎么可以随
便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

我几次想把这件事告诉您，只是不敢开口。”玄宗被他这番
话所打动，认为他真是一位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适之大
不满意，逐渐对他疏远了。

就这样，李林甫凭借这套特殊“本领”，他一直做了十几年
宰相。

后来，宋朝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指出他
是个口蜜腹剑的人，这是很符合实际的。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六

看完了撒哈拉的故事，令我感受真的很多，书字里行间反映
着大沙漠独有的地形地貌与风土人情，犹如走进一幅充溢着
一种浪漫、浓情的异域情调风情的画卷。她让我了解了沙漠
的新奇、生活的乐趣，千疮百孔的大帐篷、铁皮做的小屋、
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浓情穿梭在三毛清新、细腻而风
致的文字里，一种情愫在萦绕，一种爱意在流淌，一种震撼
心灵的人性美开始浸润…… 不知道三毛是如何在交通不便，
物质贫乏的沙漠如何度过艰难的生活的。她始终在努力地生
活，给沙漠里的人治病，教他们读书写字，也结交了很多朋
友。她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积极地生活状态。她教会了我热爱
生活，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美好的，只要你认真地去体验
生活，生活也会赠予 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礼物。 三毛笔下的
《撒哈拉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只要善于发现，善于创新，
生活处处有精彩。在撒哈拉沙漠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三毛依
旧活的这样精彩，还有什么困难我们面对不了呢? 在她的故
事里，看到的是她恒久不变的爱，她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
的一草一木一沙。尽管撒哈拉威人是那么不可理喻，连吃饭
的餐具都要借她的，小孩都跟她要钱……爱总是可以让人体
味到温暖的，爱总是可以消融一切，爱一切，都会是圆满的。
回首一路走来，我们在不停的喜泣忧伤，酸甜苦辣让生活充
满味道，其中的过程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像三毛说的：“我
想，一个人的过去就想圣经上雅格的天梯一样，踏上一步绝
不能上升到天国去。而人的过程，也是要一格一格耙梯子，
才能到了某种高度。在那个高度上，满江风月，尽入眼前。
这种境界与踏上第一步梯子而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情形的迷惘
惶惑是很不同的。”人的成长是个很艰难地过程，而在这个
过程中想要让生活精彩，体验幸福，就要一步一步爬越天梯，
笑对生活，超越自我。 人活着，就应该有理想与抱负。我们
要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让平淡的生活注入爱的情愫，
让爱滋润生命的心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面对一切挫折与
失败，才能象三毛那样活出精彩人生，虽然短暂却是永恒的。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七

午后，我们一行人穿行在阴凉的林间小道上，阳光透过竹林
的缝隙洒进来，给竹的海洋添了一道金色的光辉。一阵清风
吹过，竹影婆娑，竹枝有节奏地摇曳起来，林间响起了沙沙
的乐曲声，清脆而动听。大自然这位优秀的演奏家一展身手
便令我们欣赏到了不一般的竹林，不一般的美丽。竹林中十
分凉爽，茂密的竹枝好像一道厚厚的屏风，挡住了阳光，阵
阵凉风拂过脸颊，使人格外舒服。这里的空气也无比清新，
夹杂着泥土的清香和花儿的芬芳，让人精神抖擞，回味无穷。

竹林越来越茂密，显得非常幽静。耳畔偶尔传来几声鸟儿的
啼叫，使林子显得更加清幽。在这样的林间小道上漫步，让
人心如止水，得到久违的平静与轻松。人与人之间的那面墙
被大自然打破了，每个人仿佛都接受了大自然的洗礼，在竹
林间变得淳朴、善良。忽然，眼前的小道开阔起来，一片林
间空地映入眼帘。在竹叶密密麻麻的掩映下，一条小溪蜿蜒
而去，清澈的泉水打着“咚咚”的鼓点给它伴奏。才是早春，
一朵朵鲜花已开得灿烂;鱼儿在小溪中自由自在地嬉戏着，溅
起小小的水花……谁能说这不是一片世外桃源?这里的竹子一
株株都苍劲挺拔，根须深深地扎入泥土中。但细细观察，还
是能发现它们细微的不同：有的竹竿粗大挺拔，就像一位饱
经沧桑的老人;有的坚韧顽强，站得笔直，仿佛是一位年轻的
战士……不论长得如何，它们都顶天立地，有着顽强的生命
力。

我们走到了竹林的尽头，一道道金光照射进来，回望那片翠
绿的竹海，一阵风吹过，海面上泛起了金色的波纹。海浪轻
轻地起伏着，每一株竹子都在晃动，好似在向我们道别。竹
林漫步真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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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八

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安徒生童话选》。书中主要讲了
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在让我开心的同时学到了一些
道理和做人的基本要求。有令人捧腹大笑的《皇帝的新装》，
有优美感伤的《海的女儿》等等故事。

其中，我被《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文章给吸引住了，新年
的前夕，正在下雪的夜晚里，一个穿着单薄的旧围裙的小女
孩，又冻又饿地缩在一个墙角里，她没有卖掉一根火柴，回
不了家，最后她抽出一根火柴来取暖的时候在她面前出现了
许多空虚的幻境，但最后却冻死街头。想想小女孩的生活，
再想想我平时吃东西时挑三拣四，我不禁感到惭愧起来。

读了《丑小鸭》后，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
不要怕自己笨，只要用心去做，就一定能成功的。

我还特别喜欢这本书的描写方式，比喻、丰富的想象、夸
张—种种方式结合起来，好象把我带到了现场，也让我不知
不觉得走进了主人公的内心深处，体会到了他们的善良，让
我受益非浅，知道了要做一个勇敢、善良、宽容、坚持不懈
的人。

我建议大家也来读一下这本书，它一定也会让你受益非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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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九

在伯乐垂暮之年，有一天，秦穆公召见伯乐说：“你已年长，
在你的后人中有能继承你的相马术的吗?”伯乐答道：“对于
一般的良马，其特征很明显，从外表、筋骨就能观察得出来。
而天下难得的千里马，其特征就很难捉摸，若有若无，若隐
若现。千里马奔跑起来，又轻又快，从你眼前一闪而过，看



不到飞扬的尘土，寻不著它奔跑的足蹄印。我的儿子都才能
不高，只能鉴别好马，而不能相千里马。不过，同我一起挑
菜、担柴的人当中，有一位叫九方皋的，他的相马技术不在
我之下，请大王召见他吧。”秦穆公便召见了九方皋，叫他
到各地去寻找千里马。

于是九方皋起身到各处去寻找千里马，三个月后，他回京城
报告说：“我在沙丘那个地方为大王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秦穆公问他是怎样的马，九方皋回答：“那是一匹“牝而
黄”(母的黄马)。”于是派人去买。买回来一看，却是一
匹“牡而骊”(公的黑马)。这时候秦穆公很不高兴，召见伯
乐，对他说：“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与公母都不能分辨，
又怎能识别千里马呢?”

伯乐问明原委，不禁大大赞叹：“想不到他果真有如此高超
的相马技术，实在罕见。九方皋看到的，是天机，他得其精
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
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九方皋所相之马远远超过了千里
马。”可见，九方皋所注意的是马的风骨品性、内在精神，
那些外表他已不去留心，这正是他善于相马的证明。等到有
人将那匹马从沙丘牵到秦穆公和伯乐面前时，果然名不虚传，
是天下稀有的千里马。

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十

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先生，他的名字叫作愚公。愚公家的门
口有两座好高好高的山，一座山叫太行，另一座山叫王屋。
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让愚公每天进出家里都要绕
好远好远的路!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愚公突然对家人说：”我们全家一起合
作，把挡在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让门口的路可以直通到外
面的大路上，你们看好不好呢?”儿子和孙子一听，都点头赞
成说：”好呀!好呀!”。可是愚公的妻子却摇摇头说：”不



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还想搬移大山!就算
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你要扔到什么地方去
呢?”愚公和孩子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那有什么困难
的!我们可以丢到海里面去呀!”

第二天开始，愚公和他的儿子、孙子，三个人一起扛着锄头，
挑着扁担，到山边开始挖。愚公的邻居京城氏和她的小儿子，
也兴致勃勃地帮愚公一起做着移山的工作。这时候，有一个
叫作智叟的老先生，忍不住嘲笑他们说：”愚公呀!你实在太
糊涂了。你这么老了，还要去移什么山?就算让你搬到你死掉
的那一天，也不可能把大山移开来的!”

愚公听了他的话，笑笑说：”智叟，你才糊涂呢!我虽然很老，
我还有儿子可以继续去做呀;儿子还会生孙子，孙子还会再生
儿子，我们的子子孙孙可以一直搬下去，只要我们搬掉山的
一层，就少一层，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两座山搬走，天底下
哪儿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呢?”智叟没有话好说，只好走开了。

后来，山神和海神知道愚公要移山的事情，害怕愚公一家人
永不停止的搬下去，会把山搬光，把海填满，就跑去告诉天
神，天神一听：”嗯!这个愚公真是有恒心呀!我来帮帮他
吧!”天神就派了两个神仙去把王屋山与太行山背走，放到别
的地方去，不再挡在愚公家门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