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神农尝百草读书感 神农尝百草读后感
(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神农尝百草读书感篇一

我在这个寒假里，看了许许多多的课外书，有童话故事、有
神话故事，其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神农尝百草》。神
农为了抢救黎民百姓，尝尽百草，为百姓们找到最好的药草，
找可以充饥的食物，解救了黎民百姓。最后，黎民百姓为了
纪念神农，搭了一个“神农庙”来纪念他。

我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勇敢面对困难的精神。在学习上，
如果碰到困难，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去解决。在生活上，
如果碰到别人需要帮助，我会想尽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
要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孩子!

神农尝百草读书感篇二

一个《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吸引了我：上古时候，五谷和杂
草长在一起，谁也分不清它们，当时人们只能靠打猎为生，
如果有人生病了，也不懂如何医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
死去。经历了许久年之后，有一个名叫神农的部落首领，带
着他的众多手下去寻找治病救人的草药，在一座山上，发现
了许多花草，但山又高又陡，没有人敢上去，虽然手下不断
地劝阻神农放弃，但他却信心百倍地想登上山顶去采摘。经
过了百般周折，神农终于爬到了山顶，而且亲自去品尝各种
百草的味道。传说中他成仙了，钢木门后人又称他为炎帝。



从故事中，我理解了万事开头难，而且要做好做成一件事情
更难的道理。要取得成功，不是十分简单的事，它会有许多
的困难险阻，如果退缩放弃了，那成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相反，如果面对困难我们能迎头赶上，并且不怕苦，不怕
累，持之以恒，那成功一定会是我们的，就象神农一样，努
力了，奋斗了，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对我来说，知识就象是
高山上的百草，我只有好好学习，不怕辛苦，多学、多问、
多练，高山上的百草也一定会属于我。

《神农尝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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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读书感篇三

读完《神农尝百草》这篇中国神话故事，我深深地被神农为
民除害，冒着中毒，甚至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为人民尝试百
草的精神所感动。

相传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神农为了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他
教人们分清五谷和杂草，教人们播种，深受人民的敬仰。等
到人民生活安定下来后，神农又开始跋山涉水，四处寻找药



草，为百姓治病。神农每天走啊走，他翻山越岭，采集草药，
他尝遍了各种药草、花草，用它们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可是
有一次，神农不幸尝到了“断肠草”，这种毒草实在太厉害
了，神农还没来得及把药草吞进去解毒，毒性就发作了，神
农临死前还抱着他那采来的药草。

人们隆重地安葬了神农，尊他为农耕和医药之祖。

读了这个神话，我想到自己平时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恩惠，
而从没有想过要给予别人什么，以后我也要像神农那样，做
一个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帮助的人。

神农尝百草读书感篇四

人物介绍

神农(shennong，公元前3245年—公元前3080年)，即炎帝，
踞今5500年至6000年前生于姜水之岸(今宝鸡市境内)，中国
远古传说中的太阳神。神农，又称神农氏，中国上古人物，
有文字记载的出现时代在战国以后。被世人尊称为“药王”、
“五谷王”、“五谷先帝”、“神农大帝”、”地皇"等。华
夏太古三皇之一，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遍尝百
草，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教人医疗与农耕，掌管医药
及农业的神祇，能保佑农业收成、人民健康，更被医馆、药
行视为守护神。

传说神农氏的样貌很奇特，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
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身材瘦削，身体除四肢和脑袋外，
都是透明的。传说神农氏尝尽百草，只要药草是有毒的，服
下后他的内脏就会呈现黑色，因此什么药草对于人体哪一个
部位有影响就可以轻易地知道了。后来，由于神农氏服太多
种毒药，积毒太深，又中断肠草之毒，不幸身亡。

神话故事



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药物和百花开在一起，哪
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草药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黎民百姓
靠打猎过日子，天上的飞禽越打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打越稀，
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生疮害病，无医无药，不死也要脱
层皮啊!

老百姓的疾苦，神农氏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百姓充
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
一个办法。

第四天，他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随州历山出发，向西北大
山走去。他们走哇，走哇，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
地走，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
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
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往前走，突然从峡谷窜出来一群狼
虫虎豹，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
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七天七夜，
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一
块块伤痕，后来变成了皮上的斑纹。

这时，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
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
能回去呢!”他说着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茫茫大山脚下。

这山半截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
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走的。臣民们
又劝他算了吧，还是趁早回去。神农摇摇头：“不能回!黎民
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站在
一个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
瞄，打主意，想办法。后来，人们就把他站的.这座小山峰
叫“望农亭”。然后，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
和横倒在崖腰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
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
一天搭上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刮



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整整搭了一年，搭了
三百六十层，才搭到山顶。传说，后来人们盖楼房用的脚手
架，就是学习神农的办法。

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了山顶了，嘿呀!山上真是花草
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
神农喜欢极了，他叫臣民们防着狼虫虎豹，他亲自采摘花草，
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为老百姓找吃的，找医药，
神农就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做城墙防野兽，在墙
内盖茅屋居住。后来，人们就把神农住的地方叫“木城”。

白天，他领着臣民到山上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生起篝火，
他就着火光把它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苦的，哪些热，哪
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都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天旋地转，一头栽
倒。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他明白自己中了毒，可是已经不
会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着面前一棵红亮亮的灵
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红灵芝放到嘴里
嚼嚼，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
会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
他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他还是下山回去。他又摇摇头
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
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

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
攀登上去。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
他尝出了麦、稻、谷子、高粱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
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尝出了三百六
十五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
姓治病。

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医病的草药，
来到回生寨，准备下山回去。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



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吐芽，年深
月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神农正在为难，突然天空
飞来一群白鹤，把他和护身的几位臣民，接上天廷去了。从
此，回生寨一年四季，香气弥漫。

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
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
“留香寨”。

神农尝百草读书感篇五

人物介绍

神农(shennong，公元前3245年—公元前3080年)，即炎帝，
踞今55至6000年前生于姜水之岸(今宝鸡市境内)，中国远古
传说中的太阳神。神农，又称神农氏，中国上古人物，有文
字记载的出现时代在战国以后。被世人尊称为“药
王”、“五谷王”、“五谷先帝”、“神农大帝”、”地皇"
等。华夏太古三皇之一，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
遍尝百草，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教人医疗与农耕，掌
管医药及农业的神祇，能保佑农业收成、人民健康，更被医
馆、药行视为守护神。

传说神农氏的样貌很奇特，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
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身材瘦削，身体除四肢和脑袋外，
都是透明的。传说神农氏尝尽百草，只要药草是有毒的，服
下后他的内脏就会呈现黑色，因此什么药草对于人体哪一个
部位有影响就可以轻易地知道了。后来，由于神农氏服太多
种毒药，积毒太深，又中断肠草之毒，不幸身亡。

神话故事

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药物和百花开在一起，哪
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草药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黎民百姓



靠打猎过日子，天上的飞禽越打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打越稀，
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生疮害病，无医无药，不死也要脱
层皮啊!

老百姓的疾苦，神农氏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百姓充
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
一个办法。

第四天，他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随州历山出发，向西北大
山走去。他们走哇，走哇，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
地走，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
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
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往前走，突然从峡谷窜出来一群狼
虫虎豹，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
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七天七夜，
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一
块块伤痕，后来变成了皮上的斑纹。

这时，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
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
能回去呢!”他说着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茫茫大山脚下。

这山半截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
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走的。臣民们
又劝他算了吧，还是趁早回去。神农摇摇头：“不能回!黎民
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站在
一个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
瞄，打主意，想办法。后来，人们就把他站的.这座小山峰
叫“望农亭”。然后，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
和横倒在崖腰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
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
一天搭上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刮
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整整搭了一年，搭了
三百六十层，才搭到山顶。传说，后来人们盖楼房用的脚手



架，就是学习神农的办法。

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了山顶了，嘿呀!山上真是花草
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
神农喜欢极了，他叫臣民们防着狼虫虎豹，他亲自采摘花草，
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为老百姓找吃的，找医药，
神农就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做城墙防野兽，在墙
内盖茅屋居住。后来，人们就把神农住的地方叫“木城”。

白天，他领着臣民到山上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生起篝火，
他就着火光把它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苦的，哪些热，哪
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都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天旋地转，一头栽
倒。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他明白自己中了毒，可是已经不
会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着面前一棵红亮亮的灵
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红灵芝放到嘴里
嚼嚼，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
会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
他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他还是下山回去。他又摇摇头
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
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

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
攀登上去。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
他尝出了麦、稻、谷子、高粱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
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尝出了三百六
十五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
姓治病。

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医病的草药，
来到回生寨，准备下山回去。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
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吐芽，年深
月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神农正在为难，突然天空



飞来一群白鹤，把他和护身的几位臣民，接上天廷去了。从
此，回生寨一年四季，香气弥漫。

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
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
“留香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