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听的故事读后感二年级 小学二年级
成语故事读后感(汇总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可以听的故事读后感二年级篇一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教育我：“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
人类精神上的财富》”，所以我从小养成爱看书的习惯。我
看过的书有很多，如《西游记》、《查理九世》……但我最
喜欢看的还是《200个成语故事》。

大家都知道冰心吧！没错，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写过很
多书。其中这本《200个成语故事》被评为“冰心儿童图书
奖”，这本书的成语故事太多了，我最喜欢《铁棒磨成针》
这个故事。李白小时候特别爱逃课，有一次逃课他碰到了一
个老奶奶，她正在用一个铁棒努力地想磨成针。她坚定的说：
“只要工夫深，不怕铁杵磨不成针！”李白听后，深有感悟，
再不也逃学了，努力学习，并成为了“诗神“。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一定要坚持，坚持就
是胜利，做事情能持之以恒，则必有成果。

读了这本书，我的知识也积累的越来越多了。

可以听的故事读后感二年级篇二

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忧国忧民，牵挂百姓疾苦，
即使遭到奸人陷害而被流放时，仍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在
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驰以馺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馻兮，又申之以揽芷。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大意是：“我经常深深地叹息，用袖子擦去满眶的眼泪，因
为我时刻思念着楚国百姓，他们是那样艰辛、劳累!我只不过
是追求美好的德行，却招来辱骂，竟然丢掉官位。

流放我、迫害我、侮辱我，因为我身上戴着蕙草，因为我采
集了芳草、佳卉!怕什么!只要是我真心喜爱的，即使为它死
亡九次，也决不后悔!”

可以听的故事读后感二年级篇三

从前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死去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
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
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

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靠近杀猪宰
羊的地方去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
做生意和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
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

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
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
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
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后来，大家就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



事、物，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

也说明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好和习惯。

可以听的故事读后感二年级篇四

暑假期间，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成语故事书，我在里面学到了
很多成语。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成语故事是《拔苗助
长》。

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是个急性子，老是担心自己的禾苗长的
不够快，于是他就把禾苗一棵一棵拔高了。第二天早上，他
的儿子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

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不
能急于求成，否则就不会得到成功。故事里的农夫就犯了这
样一个思维错误。我们在学习中也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从不会到会，从不懂到懂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种禾苗一样，
要一点一滴的积累，踏踏实实的学习，最后才能成为一个知
识渊博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还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个成语造句：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循序
渐进，不可拔苗助长。

可以听的故事读后感二年级篇五

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身材高大，容貌端庄。他为劝
说齐威王广开言路，鼓励群臣进谏，就给齐威王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

一天早晨，他穿好朝服，戴好帽子，对着镜子端详一番，然
后问妻子说：“我和城北徐公比较起来，谁长得英俊?“你邹
忌英俊极了，徐公怎么比得上你呢?”妻子说。



徐公是齐国赫赫有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的活，并不太
敢相信自己真的比徐公英俊，于是他又去问他的爱妾，爱妾
回答说：“徐公哪有你美呢!”第二天，邹忌家中来了一位客
人，邹忌又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徐公没有你俊
美!”

过了几天，正巧徐公到邹忌家来拜访，邹忌便乘机仔细地打
量徐公，拿他和自己比较。结果，邹忌发现自己确实没有徐
公美。

于是，他对齐威王说：“我本来不如徐公漂亮，但妻、妾、
客人都说我比他漂亮，这是因为妻偏护我，妾畏惧我，客人
有事求我，所以他们都恭维我，不说真话。而我们齐国地方
这么大，宫中上下，谁不偏护你齐王，满朝文武，谁不畏惧
你齐王，全国百姓谁不希望得到齐王的关怀，看来恭维齐王
的人一定更多，由此看来，大王您受到蒙蔽很深啦!”

邹忌看了看齐威王并没有动怒，接着说：“更何况，现在齐
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大王接触的人也比我多得多，所受
的蒙蔽也一定更多。大王如能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一定对
国家大有益处。”

齐威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立刻下令说：“无论是谁，能
当面指出我过失的，给上赏;上奏章规劝我的，给中赏;在朝
廷或街市中议论我的过失，并传到我耳中的，给下赏!”

齐威王的这道命令公布不久，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
大臣和官吏都到宫廷中向齐威王提出批评建议，致使齐国宫廷
“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简直热闹得像赶集一样。齐威王
根据人门提出的建议，及时修明政治，改正错误缺点。一年
后，由于齐威王的缺点都已经改正，提意见的人逐渐少了，
大家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可提的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说后，都到齐国来朝见。齐威王身处



朝廷，不用出兵，就战胜了一些诸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