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精选8篇)
范文范本可以丰富我们的写作素材，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和
创造力。在写作范文范本时，我们要注意使用恰当的修辞手
法，增加文章的表现力和吸引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范文范本，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路。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一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成语故事》，是中
国作者宋海峰主编。

这本书中有许许多多的成语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望梅
止渴》《磨杵成针》。

《磨杵成针》的故事中讲啦立白少读书，因此不能集中心思
读书，一天，李白又读的心烦起来，便走出去，途中遇见了
一个老婆婆，正在磨一根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问道：您
这是在干什么啊？老婆婆回答说：我这是把它磨成针呀！李
白惊奇极啦，说：这么粗的铁棒，要把它磨成针能行吗？老
婆婆笑着说：我不停的磨下去，这根铁棒会越来越细，最后
一定会被磨成针，怎么不行？李白听了很受感动，于是下定
决心坚持读书，后来，他终于成为啦一位伟大的诗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

读完了这本《成语故事》，启迪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传统
经典文化的熏陶下自内而外发出儒雅的气息，变得知书达礼，
心胸宽广。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二

暑假来了，老师为了丰富我们的知识，向我们介绍了很多好



的'书籍。我就是利用暑假时间读了一本成语故事书，其中我
最喜欢的一则故事是《滥竽充数》。

故事中，齐宣王喜欢听几百人吹竽大合奏，有一个叫南郭先
生的听说工资高，于是就混进里乐队假装吹竽，一开始他心
里发虚，害怕，后来时间一长他发现国王和其他人都不注意
他，所以他就装模作样，为此国王还奖赏过他，就这样他不
在害怕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齐宣王去世了，他的儿子
继承了他的王位，齐宣王的儿子也喜欢听竽，但是他喜欢听
个人独奏，南郭先生再也混不下去了，于是就悄悄地溜走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做人要诚实，勤奋，不要耍小聪明，
只有真正的智慧才是你的财富，要脚踏实地，否则很容易被
人看穿。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三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任杭州知州时，身边
任职的很多官员，大多得到他的推荐或者提拔。只有一个叫
苏鳞的人，因为他在杭州所属的外县做巡察，所以没有被范
仲淹推荐。

一次，苏鳞因事到杭州见范仲淹，趁机写了一首诗，其中两
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暗示范仲淹只提拔身边的人。范仲淹看到诗后，立即写了封
推荐信，使苏鳞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个成语比喻由于环境或
职务上的便利而获得优先的机会。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四

1、沆瀣一气

唐僖宗时，有个叫崔沆的主考官，录取了一个叫崔瀣的考生。



由于两人都姓崔，而他们的单名“沆”和“瀣”连在一起，
又恰恰是表示夜间水气的“沆瀣”两字，于是有人就开玩笑
说他们是“沆瀣一气”。

沆瀣一气：比喻彼此气味相投。

2、不自量力

春秋时，弱小的息国与较大的郑国相邻。一次两国发生争执，
息国国君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出兵侵略郑国，被郑
国军队打得大败。当时有见识的人就认为息国不仅无理，而
且还“不量力”，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果然，没有多久，
息国就被楚国灭亡了。

不自量力：指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3、乐不思蜀

三国时，蜀主刘备死后，由昏庸无能的儿子刘禅继位。后来
蜀国灭亡，刘禅投降司马昭后被带到洛阳，一次，司马昭请
刘禅饮酒，席间让人表演了一些蜀国的娱乐节目。当时跟随
刘禅投降的蜀国人看后都产生了亡国的伤感，唯独刘禅嬉笑
自如。后来司马昭问他是否怀念故国刘禅却回答说：“此间
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比喻乐而忘本或乐而忘返。

4、从善如流

春秋时，楚国攻打郑国，晋军元帅栾书率军前去救援。楚军
一见晋军，就撤回去了。栾书于是转而攻打依附楚国的蔡国。
楚国急忙派出两个县的兵力，前来援救。这时，晋军上下斗
志高昂，准备迎战楚军。只有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
劝栾书退兵，避开楚军的锋芒。栾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后



来晋军趁楚军回国之际，出兵攻克了蔡国。

从善如流：比喻乐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5、多难兴邦

春秋时，楚灵王为了称霸，想与诸侯会盟，派椒举前去邀请
晋平公参加。晋平公想拒绝，司马侯劝他去。晋平公
说：“晋国地势险要，战马多，而楚国又多灾多难。我们完
全用不着怕它。”他劝晋平公把眼光放远点，同意楚灵王的
邀请。“多难以固其国”后多作“多难兴邦”。邦：国家。

多难兴邦：指多经困难，反而可以促使上下团结奋斗，使国
家强盛起来。

6、买椟还珠

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商人，专门卖珠宝的，有一次他到齐
国去兜售珠宝，为了生意好，珠宝畅销起见，特地用名贵的
木料，造成许多小盒子，把盒子雕刻装饰得非常精致美观，
使盒子会发出一种香味，然后把珠宝装在盒子里面。

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既精致又美观，问明了价
钱后，就买了一个，打开盒子，把里面的宝物拿出来，退还
给珠宝商。

7、守株待兔

从前有个农夫，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只兔
子撞到田边的树桩上死了，他什么都不用做，白拣了一只兔
子吃，很高兴。

从此，他就不再种田，干农活了，天天坐到树桩上等兔子，
结果就饿死了。



寓意：不要把偶然的幸运，当成长久的依靠。

8、揠苗助长

从前宋国一个农夫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
边去看。三天过去了，禾苗没见动静。他想出一个办法，就
急忙奔到田里，把禾苗一棵棵拔高一些。回去对儿子说禾苗
长高了一大截，儿子跑到田里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

寓意：做事做人不忍急于求成，最终适得其反！

9、天衣无缝

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前
蜀·牛峤《灵怪录·郭翰》。神话传说，仙女的衣服没有衣
缝。比喻事物周密完善，找不出什么毛病。

传说古代太原人郭翰在夏夜里乘凉，见一个仙女从天上下来，
她身穿白衣，美丽绝伦。她告诉他她名叫织女。郭翰仔细欣
赏织女的衣裳浑然一体，竟看不出一丝线缝，好奇问织女。
织女答道：“天衣本非针线为也。”

10、解衣衣人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西
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楚汉相争时期，项羽手下的韩信因得不到重用就投靠刘邦。
刘邦认为韩信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就把他的衣服送给韩信，
还给韩信送去精美的食物、兵马。韩信带兵灭掉齐国。项羽
派武涉去劝韩信自立为王，被韩信拒绝。

11、一衣带水

我为百姓父母，岂可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南史·陈后主



纪》。

释义：一条衣带那样狭窄的水。指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距
离不远，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阻碍。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立了隋朝，称隋文帝，统
一北方后，面对长江以南的陈朝就想统一全国，他经常对手
下人说：“我是老百姓的父母，难道因为像衣带似的长江就
能挡住我去拯救那里的老百姓吗？”于是出兵渡江灭掉陈朝。

12、不共戴天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

释义——戴：加在头上或用头顶着。不愿和仇敌在一个天底
下并存。形容仇恨极深。

公元1138年，金国派使者要挟南宋皇帝递降书顺表，宋高宗、
秦桧贪生怕死，准备降金。大臣胡铨写《戊午上高宗封事》
表示反对：“誓与秦桧等人不共戴天，希望斩下他的人头悬
挂城门示众，然后诛杀金国使者。否则自己将蹈东海而
死。”

13、疑邻盗斧

从前有个乡下人，丢了一把斧子。他以为是邻居家的儿子偷
去了，于是处处注意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越看越觉
得那人像是盗斧的贼。后来，丢斧子的人找到了斧子，原来
是前几天他上山砍柴时，一时疏忽失落在山谷里。找到斧子
后，他又碰见了邻居的儿子，再留心看看他，怎么也不像贼
了。

疑邻盗斧：不注重事实根据，对人、对事胡乱猜疑。



14、不可救药

周朝有位卿士叫凡伯。凡伯不但有诗才，而且善于治理国事。
后来，他在周厉王身边辅佐朝政。可是，周厉王飞横跋扈，
枉法断事。奸臣则百般诌媚讨好。凡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
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

周厉王对凡伯十分厌烦，从此，奸臣出入宫廷，不把凡伯放
在眼里。凡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
诗中抨击奸臣说：“作恶多端，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后比喻事物坏到无法
挽救的地步。

15、乘风破浪

古代南北朝的时候，宋国有位将军姓宗名悫，他从小就很勇
敢，也很有抱负。有一天，宗悫的叔父问他有什么志向，宗
悫回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意思是：我一定要突
破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干一番事业。宗悫经过勤学苦练，
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后来，人们就用“乘风破浪”来形容不怕困难，奋勇前进的
精神。

16、囫囵吞枣

有个人曾经对人们说：“吃一点梨，对人的牙齿有好处，但
是吃多，会伤脾的；枣呢，正好与之相反，虽然可以健脾，
但吃多会对牙齿有害。”

听的人中一个人听，想想，说：“吃梨时，只嚼不咽，还会
伤脾吗？吃枣时，我不嚼，一口吞下去，这不就可以保护牙
齿吗？”



另一个年轻人听他这么一说，就想开个玩笑：“你这不是囫
囵吞下枣吗？”周围在场的人都笑。

读后：我们学习知识时不能囫囵吞枣，首先把要学的知识理
解清楚，然后再认真去掌握它。如果学知识只是笼统地学，
就不会学到真正的知识。

17、狗猛酒酸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为招来生意，他总是将店堂打扫得干干
净净，将酒壶酒坛酒杯之类的盛酒器皿收拾得清清爽爽，而
且在门外还要高高挂起一面长长的酒幌子，上书“天下第一
酒”几个大字。远远看去，这里的确像个会做生意的酒家。
然而奇怪的是，他家的酒却很少有人问津，常常因卖不出去
而使整坛整坛的酒搁酸，变质，十分可惜。

这个卖酒的宋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于是向左邻右舍请教这
好的酒竟然卖不出去的原因。邻居们告诉他：“这是因为你
家养的狗太凶猛的缘故。我们都亲眼看到过，有的人高高兴
兴地提着酒壶准备到你家去买酒，可是还没等走到店门口，
你家的狗就跳将出来狂吠不止，甚至还要扑上去撕咬人家。
这样一来，又有谁还敢到你家去买酒呢？因此，你家的酒就
只好放在家里等着发酸变质啊。”您看，一匹恶狗看门，就
能把一个好端端的酒店弄得门庭冷落，客不敢入；如果一个
国家让坏人控制某些要害部门，其后果必然是忠奸颠倒，社
会腐败，百姓遭殃。

18、居安思危

洪水未到先筑堤，豺狼未来先磨刀。

一只野狼卧在草上勤奋地磨牙，狐狸看到，就对它说：“天
气这么好，大家在休息娱乐，你也加入我们队伍中吧！”野
狼没有说话，继续磨牙，把它的牙齿磨得又尖又利。狐狸奇



怪地问道：“森林这么静，猎人和猎狗已经回家，老虎也不
在近处徘徊，又没有任何危险，你何必那么用劲磨牙呢？”
野狼停下来回答说：“我磨牙并不是为娱乐，你想想，如果
有一天我被猎人或老虎追逐，到那时，我想磨牙也来不及。
而平时我就把牙磨好，到那时就可以保护自己。”

提示：做事应该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样在危险突然降临
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书到用时方恨少”，平常若不充
实学问，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也有人抱怨没有机会，然
而当升迁机会来临时，再叹自己平时没有积蓄足够的学识与
能力，以致不能胜任，也只好后悔莫及。

19、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
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
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
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
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20、卧冰求鲤

晋朝的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并不慈爱，常在其父面前
数说王祥的是非，因而失去父亲之疼爱。继母朱氏时常想吃
鲤鱼，但因天寒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
祷告，忽然间冰裂，从裂缝处跃出两尾鲤鱼，王祥喜极，持
归供奉继母。

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王祥是人间少
有的孝子。有诗颂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
上，留得卧冰模。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五

暑假来了，老师为了丰富我们的知识，向我们介绍了很多好
的书籍。我就是利用暑假时间读了一本成语故事书，其中我
最喜欢的`一则故事是《滥竽充数》。

故事中，齐宣王喜欢听几百人吹竽大合奏，有一个叫南郭先
生的听说工资高，于是就混进里乐队假装吹竽，一开始他心
里发虚，害怕，后来时间一长他发现国王和其他人都不注意
他，所以他就装模作样，为此国王还奖赏过他，就这样他不
在害怕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齐宣王去世了，他的儿子
继承了他的王位，齐宣王的儿子也喜欢听竽，但是他喜欢听
个人独奏，南郭先生再也混不下去了，于是就悄悄地溜走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做人要诚实，勤奋，不要耍小聪明，
只有真正的智慧才是你的财富，要脚踏实地，否则很容易被
人看穿。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六

据说，赵国的首都邯郸的人走路的姿态很好看，动作非常优
雅、轻快。

燕国有一个少年听到这个传说，非常羡慕邯郸人，就走了很
远的路去赵国，想学习邯郸人走路的方法。刚开始，他整天
站在街头，仔细研究每个人走路的姿态，再慢慢模仿他们，
可是都没有成功。

后来，他想可能是受到过去走路习惯的影响，所以，他决定
要忘掉以前走路的方法。

从那时候起，他更专心研究邯郸人走路的姿势，不过，再怎
么努力他还是学不会，最后他只好放弃。可是，因为他把以
前走路的方法忘得一干二净，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路，只好



一路爬着回去。当别人看到他的样子，都忍不住笑他。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七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本书最显眼，它是一本《成语故事》。
自从我读了这本《成语故事》，感触特别深。

这上面的故事十分的`多，常常使我仿佛置身于书本的故事之
中。这本书有这些故事：千钧一发、量体裁衣、画龙点睛
等……可是我最喜欢的却是“程门立雪”，下面就给大家说
说吧！

宋朝时，有一个叫程颐的老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鹅毛大
雪。程颐老师的弟子去拜访老师，而这时老师正在屋里睡午
觉，弟子为了不影响老师休息，便没有进去，而是站在门口
静静地等候着。程颐老师一觉醒来，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了，
弟子们便都成了几个白茫茫的雪人。古人是多么的尊师重道
啊！

读书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爱读书，我愿永远与书做伴
侣！

学生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八

春秋时代的晋平公要找一位有贤能的人担任南阳县的县令，
因此他找来大夫祁黄羊，想请他推荐适合的人选。没想到，
他竟不计前嫌推举了自己的仇人解狐。

又有一次晋平公找一位勇敢善战的人担任军中统帅的职位，
他知道之后，大力推荐自己的儿子祁午，一点都不担心别人
闲言闲语。

不论对方与自己的关系是好是坏，只要是适合的人选，他都
会大方推荐，而他推荐的人也都很称职，更是证明了祈黄羊



的好眼光。后来孔子听说了，称赞祁黄羊推荐人才完全以一
个人的才德为标准，而不管对方是与自己敌对交恶的人，或
是有血缘之亲的儿子，的确称得上是公而忘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