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间故事读后感 西湖民间故事读
后感(精选6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一

这天，王母娘娘走出宫门，一下见到这颗宝光闪耀的明珠，
心里爱慕极啦。到半夜辰光，她就派一个天兵，乘玉龙和金
凤睡熟的时侯，悄悄地把这颗明珠偷走了。王母娘娘得到明
珠，喜欢得不得了，连看也舍不得给人家看一看，就赶忙藏
到仙宫里头，一道又一道地关起九重门，锁上九道锁。

玉龙和金凤一觉醒来，发觉明珠不见啦，多么着急呀!东寻寻，
西找找，玉龙找遍了天河底下的每一个石窟，没有找到;金凤
寻遍了仙山上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寻着。它俩伤心极了，
可还是日日夜夜地到处寻找，一心想把心爱的明珠找回来。

王母娘娘生日的那一天，四面八方的神仙都赶到仙宫来祝寿。
王母娘娘摆下盛大的“蟠桃会”来宴请众神仙。神仙们喝着
美酒，吃着蟠桃，齐声祝贺王母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
山。”王母娘娘见了这样，一时高兴，就对众神仙说:“各位
仙长，我请大家看一颗珍贵的明珠，这真是天上难找，地下
难寻的宝珠啊!”说着，她就从衣带上解下九把钥匙，打开九
道锁，走进九重门，到仙宫里面取出了那颗明珠，放在金盘
里捧到厅堂中间。这颗明珠儿果真亮晶晶，光闪闪的，神仙
们看了，都满口啧啧叫好。

这时，玉龙和金凤正在到处寻找它们的明珠呢。金凤突然发



现了明珠放出的毫光，就忙着叫玉龙道：“玉龙玉龙，快来
看，快来看，那不是我们的明珠放出来的毫光吗?”玉龙从天
河里钻出头来，看了一看，说道：“是呀，这一定是我们的
那颗明珠了，快，快去把它找回来!”

玉龙和金凤立刻依着明珠的亮光找去，一直找到王母娘娘的
仙宫里，那些神仙们正在伸头探脑围着明珠叫好呢。玉龙走
上前去说道：“这颗明珠是我们的!”金凤跟着也说：“这颗
明珠是我们的!”王母娘娘一听火啦，冲着玉龙、金凤张口就
骂：“胡说我是玉皇大帝的亲娘，天上的宝贝都该是我的!”
玉龙、金风一听来了气，一齐向王母娘娘说：“这颗明珠不
是天上生的，也不是地下长的，是我俩辛辛苦苦，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琢磨出来的!”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二

我特别喜欢读书，尤其是那些可以让人明白道理的好书。今
天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中外民间故事》，我翻开书页，发现
正是我最喜欢的书，于是我走进了知识的海洋，尽情地遨游
起来。

这本书的所有故事我都喜欢，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红鞋的秘密》，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辛杜的孩子，不喜
欢那些走路很慢的人，一看见那些人他就忍不住要生气。有
一天，辛杜去买东西，看到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慢腾腾
地走在他前面，辛杜很生气，于是推了老人一把，老人摔倒
在地上，旁人叫他给老人道歉，辛杜却不以为然地走了。后
来老人趁辛杜睡觉的时候，给他穿上了有魔力的红色鞋子，
让辛杜吃尽了苦头。后来辛杜明白了要做一个尊老的人。

读了这个故事，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
中，也有一些不尊敬老人的事情，比如：有一天，我和妈妈
去买菜，看到一位推着凉拌菜车子的阿姨在骂一个老爷爷，
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我听见那位阿姨恶狠狠地



说：“这里是我的地盘，你休想在这儿卖菜！”接着，阿姨
把老爷爷的菜扔到马路中间，老爷爷慢慢地走过去，蹲下身
子，把那些菜一根一根地捡到篮子里，然后步履蹒跚地走出
了看热闹的人群。此时此刻，我真为那位老人感到愤愤不平，
我真想当场把那位阿姨推的东西全弄翻，想当场质问
她：“难道你不会变老吗？如果你的爸爸受到这样的待遇，
你的心情又会怎样呢？”可看着那位阿姨凶狠的样子，当时
我没敢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一直忘不了。今天读了《红鞋的
秘密》，我更加明白要尊重长辈，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都
做一个尊老的人，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中外民间故事读后感]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三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从广义上讲，民间
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
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民间散文作品的通称，有的地方
叫“瞎话”、“古话”、“古经”等等。民间故事是从远古
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
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
体故事。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
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往往包含着超
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
神财富。

下面是本站小编整理的几篇民间故事的读后感，供大家阅读
欣赏。

这一周，我继续读完了“人文第一课·最美的民间故事”的
《印度民间故事》。



《印度民间故事》中的故事是按照印度的各个邦来分别介绍
的，每个邦的故事都充满着精灵和神奇的冒险，而每个故事
都会告诉我一个道理，充满着智慧。有的故事还特别的好玩，
比如：发生在安得拉邦的《牛车上的五个男人》，大师和他
那四个门徒的故事逗得我不停的哈哈大笑，大师太可怜了，
他的四个门徒又实在是太笨了!妈妈说他们是做事不动脑子。

这本书的颜色非常鲜艳，就像印度的纱丽一样美丽。虽然我
还没有去过印度，不过，妈妈告诉我，今年寒假去泰国的时
候也可以骑大象，我很期待。

这一周，我读完了“人文第一课·最美的民间故事”的最后
一本《世界各地民间故事》。

《世界各地民间故事》中的故事是按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
别介绍的，也是先介绍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再讲故事，
还在每个故事后面加了一个“让我们一起行动”。这个“让
我们一起行动”是动手制作一些和这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手
工，比如：尼日利亚的故事配合的就是当他特色的家常煲汤，
有机会我都试一试。在这些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的
故事《安丽塔的树》，里面讲了印度妇女和儿童为了保护大
树而采取了抱树行动，真的很了不起。

这本书看完后，这套书就都读完了!我还会没事再翻看的，因
为故事都非常好听，插图特别美丽。

10月18日今天我读了一本名叫《小莲》的书。这是一个中国
民间故事，画得很有中国味儿。

从前，有一个穷苦的渔夫，有一天他帮助了一位老奶奶，老
奶奶给了他几粒种子，后来种子长成了莲花，莲花里跳出来
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小莲。小莲有一个神奇的莲蓬，能
变出各种各样的好东西。



从此，渔夫过上了好日子。可是这件事传到了太守的女儿那
里，太守就派人去抓小莲，但是渔夫拒绝告诉他们小莲在哪
儿，他们就抓走了渔夫。小莲为了救渔夫，给太守变出了金
银珠宝，可是太守的女儿还不满足，她去抢莲蓬，结果变成
了金的雕像。莲蓬失去了魔力，小莲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
女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不能太贪婪和霸道。

这一周，我读完了“人文第一课·最美的民间故事”的《非
洲民间故事》。

《非洲民间故事》中的故事按照不同的国家介绍，而且在介
绍每个国家的故事之前都会先介绍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人
文特点，这种方法让特别喜欢地理知识的我非常喜欢，一边
回顾地理知识，一边看故事。每个故事都会告诉我一个道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个故事“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会
过去”。这个故事告诉我的道理也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一
切都会过去”。

这本书的插图也很有非洲特色，最后我还又复习了一遍非洲
主要国家的国旗。

这周，我从妈妈买的书里挑了“人文第一课·最美的民间故
事”里的《犹太民间故事》来看，这套书是美国的光脚丫图
书公司出版的。

《犹太民间故事》中分为很多小故事，每个故事都非常的吸
引人，很多故事我听得时候一点都猜不到结果，而结果又让
我大吃一惊，同时，也教会我很多道理。特别是，这本书中
的故事都和宗教有关，虽然我不懂宗教，但是可以看懂，而
且也觉得很有意思。

这本书的插图特别漂亮，我和妈妈仔细的把每个故事的插图



都看了一遍，还说要用在小报上那。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四

这个周末，我读了一本名叫《非洲民间故事》的书，里面有
很多精彩的故事。其中一篇令我印象尤为深刻，那就是《贪
心的木匠》。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很久以前，在卡塔科生活着一个木匠，他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儿，经常问木匠问题。她看到有孩子取
笑矮人，就假装父亲找矮人有事将他请到家中做客。从此以
后，矮人每次经过就去木匠家做客。在矮人要回去家乡之前，
为了感谢木匠一家的善良，就告诉木匠一个取金币的地方，
但一次只能取一枚绝不能取多。从此，木匠一家过上了富裕
的生活，但后来贪欲熏心的木匠忘记了矮人的忠告，违反了
取金币的规则，最后又变得一无所有。

这个故事让我感触良多，并让我不禁想起了前几天发生的一
件傻事：表妹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发卡，我非常喜欢，很想得
到它。我趁表妹不注意，就拿走了发夹，表妹发现后，又哭
又闹地说是我拿了，我十分心虚但不承认，表妹就不理我了。
看了这个故事后，我一直在自我反省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向表妹道了歉，我们俩又和好如初了。故事和我的经历让
我懂得了：人不能贪心，得到什么就应该满足了。我不但从
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而且又改正了自己的缺点， 真是收获
颇多！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五

法海虽有点小法术，但他的心术却不正。看出了白娘子的身
份后，他就整日想拆散许仙白娘子夫妇、搞垮“保和堂”。
于是，他偷偷把许仙叫到寺中，对他说：“你娘子是蛇精变
的，你快点和她分手吧，不然，她会吃掉你的!”许仙一听，



非常气愤，他想：我娘子心地善良，对我的情意比海还深。
就算她是蛇精，也不会害我，何况她如今已有了身孕，我怎
能离弃她呢!法海见许仙不上他的当，恼羞成怒，便把许仙关
在了寺里。

“保和堂”里，白娘子正焦急地等待许仙回来。一天、两天，
左等、右等，白娘子心急如焚。终于打听到原来许仙被金山
寺的法海和尚给“留”住了，白娘子赶紧带着小青来到金山
寺，苦苦哀求，请法海放回许仙。法海见了白娘子，一阵冷
笑，说道：“大胆妖蛇，我劝你还是快点离开人间，否则别
怪我不客气了!”白娘子见法海拒不放人，无奈，只得拔下头
上的金钗，迎风一摇，掀起滔滔大浪，向金山寺直逼过去。
法海眼见水漫金山寺，连忙脱下袈裟，变成一道长堤，拦在
寺门外。大水涨一尺，长堤就高一尺，大水涨一丈，长堤就
高一丈，任凭波浪再大，也漫不过去。再加上白娘子有孕在
身，实在斗不过法海，后来，法海使出欺诈的手法，将白娘
子收进金钵，压在了雷峰塔下，把许仙和白娘子这对恩爱夫
妻活生生地拆散了。

小青逃离金山寺后，数十载深山练功，最终打败了法海，将
他逼进了螃蟹腹中，救出了白娘子，从此，她和许仙以及他
们的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再也不分离了。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六

生命的跪拜生命的跪拜一屠户从集市上买来一头牛，这头牛
体格健壮，肚大腰圆，屠户欢喜地把牛牵回家，提刀近前准
备开始宰杀。

这时，牛的眼睛里已是满含泪水，屠户知道，牛是通人性的，
它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了，但屠户还是举起刀子。

突然，牛两条前腿“扑通”跪下，泪如雨下。



屠户从事屠宰业已十多年，倒在他刀下的牛不计其数，在临
死前掉泪的牛他也见得多了，但牛下跪还是头一次见到。

屠户来不及多想就手起刀落，鲜红的血顿时从牛的脖子里汩
汩流出，然后，将牛剥皮开膛。

当打开牛的腹腔时，屠户一下子惊呆了，手中的刀子“咣
当”落地。

——在牛的子宫里，静静地躺着一只刚长成形的牛犊。

屠户这才知道，牛为什么双腿下跪，它是在为自己的孩子苦
苦哀求啊!屠户沉思良久，破例没有把牛拉到集市上去卖，而
是把母牛和那个还未出生的牛犊，掩埋在旷野之中。

这个故事深深地震撼人们，还有什么语言能够代替那神圣的
一跪呢?所有的母爱，其实表达起来都是这样简单，它没有做
作，没有张扬，有的只是极其普通却又撼人心魄的细节!

中外民间故事篇2：智抓生死条智抓生死条以前，西欧有个国
家的法庭：对犯人进行宣判时，不是仔细审问后引用法律给
予裁决，而是由法官写好两张字条，一张写“生”字，一张写
“死”字，然后把这两张字条塞入一只瓶中。

在大庭广众之下，由犯人从瓶中任意抽出一张字条，抽出写有
“生”字的被当众释放;抽出写有“死”字的就立即被处死。

法官居然还认为这种审判是“神意裁判”，是最最公正的。

有个叫阿里亚的人带头反对这条法律，认为用抓字条的办法
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根本是不公正的，总有一部分不该死的
人因此死去，一部分该死的却逃脱了应得的惩罚。

阿里亚平时一向反对宗教。



于是，宗教裁判所就勾结政府当局，逮捕了阿里亚，并要想
方设法处死他。

这一天，法庭公开审判阿里亚。

因为阿里亚很有名声，所以来看审判的人把法庭挤得水泄不
通。

审判结束后，法官宣布按既定的法律判决，然后把两张预先
写好的字条塞进瓶里，叫阿里亚去抓。

法官向阿里亚投去幸灾乐祸的目光。

他想：“今天你阿里亚是死定了!”原来宗教裁判所和政府当
局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想谋害阿里亚，就在两张字条上都
写上“死”字，无论阿里亚取出哪一张都会被处死。

不过，阿里亚有一个朋友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连夜告诉了阿
里亚，让阿里亚想办法对付。

此刻，在法庭上，死神已悄然来到阿里亚的面前，只待阿里
亚从瓶中取出一张纸条打开，就会被送上绞刑架。

阿里亚毫不畏惧地走近瓶子，从里面随便取出一张字条，还
没打开就吃进了肚里。

人们不知道阿里亚取出的字条写的是“生”还是“死”。

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把瓶中剩下的那张字条打开验看。

在人们的催促下，法官只得把瓶中那张字条打开——毫无疑
问写的是“死”字。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来推理，另一张必定是写的“生”字，
那么应该宣布阿里亚自由。



阿里亚用聪明和智慧战胜了法官，告别了死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