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庖丁解牛寓意 庖丁解牛读后感(模板9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庖丁解牛寓意篇一

人就是在不断地实践中成长的'，只有在反复的实践中积累经
验，探求规律，并很好的运用规律，才可以解决困难。生活
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门学问，学问的关键就在于实践中不断的
总结和反思。人走得路多了，才会明白什么地方平坦什么地
方岐岖。

一切事物都遵循一定的规律，虽然我们无力改变它，但是可
以很好得利用它。你不会找到路除非你敢于迷路。在无数次
迷路的经历中，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掌握走出迷途的方法。人
活着，不光是机械性的活动，精神上的富有才可以称得上真
正的生活。庄子教给人们要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要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从此，让
我们像庖丁一样，紧握宝刀，规律行事。

庖丁解牛寓意篇二

这天我读了一则寓言故事《庖丁解牛》，它讲的是一个叫庖
丁的人一天为文惠君杀一头牛。庖丁杀牛的技术很好，因为
他很熟练，他杀牛的声音不刺耳，反而好像唱歌、跳舞，连
文惠君也连连称赞。这篇故事的意思是庖丁经过很多年的苦
练，才练成这样。他的刀也很新，这是因为勤奋、有心。当
然想把一件事做好光靠勤奋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心。在学习



一样东西的时候也要动脑筋，想想怎样才能把一件事做好，
这样进步就快了。

庖丁解牛寓意篇三

这天我读了庖丁解牛这篇文章.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来到庖丁面前说:“啊!太妙了，你
的技术真高啊!”庖丁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只是因
为我跟相处的时间长，我很熟悉牛的'骨头，此刻我不需要看，
只需要摸，而且还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庖丁之后又
说:“大王，您的江山也是这样的，也需要您全心全意地投入
到朝政里啊!”文惠君很欣赏庖丁，心里很高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对待，全心地投入，熟
能生巧!我们小朋友学习也一样，要全心投入进去，才会取得
好成绩!

庖丁解牛寓意篇四

大概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跟从老师学过这篇课文。那时候，
读完文章后总感觉：一个写宰牛人的故事，还收取到课本里，
又被老师说的好了又好。不过有什么可好的啊？还不如那些
写古时候刺客的文章过瘾。

现在，能有空闲时间偶尔翻阅了这篇文章。每每读过，却总
能由衷的感到，文章传千古啊。有时竟然在临睡之时，这篇
文章里的句子又一下一下的窜了出来。故意让我再三品味，
而后才能昏昏睡去。在昏昏之际又仿佛时而能听到那种牛皮
被刀子割开时的霍霍的声响，或是体会到手持牛刀，视为止，
行为迟，的超出感官的解剖境界。或许每个人读后的感受不
同。但这个小文章却能如此轻易的就向读者传达了庖丁解牛
时的感受，而且感同身受。堪称生动。



自己总结了一下，这个文章比较有力的一点就是整个文章中
拟声词的使用。开篇就使整个文章充满了音乐的动感。不仅
在暗地用拟声词，更在文章明面上写出了合于桑林之舞。试
想，如果真的有听过桑林这个曲子，那这篇文章阅读起来能
听到的声音不是更丰富么。

而且，文章中每次语义的过渡时候，又采用拟近的联想手法，
使整个文章浑然一体。也就是说，每次语意转移的时候，都
承接上一个描写的现象，转移到人们最容易联想的另一个现
象。比如，开篇描写动作，从手，肩到足，膝，都是从相近
的位置间逐渐转化，而后再用触，倚，履，踦这些动词，把
各个部位衔接在一起。好像一个人的具体动作从最开始的一
部分一部分的被观察到，到最后再将这些动作连贯起来给你
一个动画般的印象。而后的说理部分更是这样，从牛的身体
结构写到刀，再从刀又写回到牛的身体结构。这些都是最容
易联想到的想象过程。也就是说，通过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
事物之间的交叉转换，完成了文章各个部分的过渡。更进一
步，如果这些想像中的事物如果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那么，
就会出现动画般的连贯想像效果。让人难以忘记。

而更为高的一招，就是把整个文章的说理过程都隐藏起来了。
在文章的最后一句，突然来了个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
丁之言，得养生焉。”。使人从沉醉在具体的感官感受中猛
然醒悟，原来这是个说理的文章。于是，又重新从另一个高
度，再次的进行阅读，而后挖掘到其中深刻的道理。

这样的文章，或者是笔法，或者是道理，都会深深的留在读
者的脑海里。所以，《庖丁解牛》无论从描写手法，到说理
形式，都很值得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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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寓意篇五

成语“目无全牛”、“游刃有余”都出于《庄子?养生主》中
《庖丁解牛》一篇，且都用来形容技术到达极熟练的程度，
而作者用那两个本意指解牛技术熟练的成语来泛指任何技术
的精湛。

想起这两个成语，不免要牵涉到《庖丁解牛》一文本身文章
借庖丁自述其解牛技术由“所见无非牛者”到“十九年而刀
刃若新发于硎”给人们一个启示；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
律，反复实践，才能积累经验，认识和掌握事物的规律譬如
解牛，经过勤学苦练，就能做到“游刃有余”。

庖丁最初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也和常人一样，并没
有什么个性突出的地方；但是三年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未尝见全牛”，“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一把刀用
了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足见庖丁解牛技术之
高明。

倘若庖丁不勤学苦练，或者一味练习而不讲究方法，不“依
乎天理”、“因其固然”，那么，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厨
师，也必“月更刀，折也”。

故庖丁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有多层原因；其一固然是庖丁刻
苦练习解牛技术；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他在实践的过程中摸
索出解牛的规律，“批大，导大”。如果单有苦练，而不寻
出其一般的规律，就不可能成功。



解牛需要找出其中的规律，做其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任
何事物都有一般的和特殊的规律。不管一般的还是特殊的，
只要找出这种规律，并且掌握规律，再要办这类事或认识类
似的就容易多了。然而寻找规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庖丁
从“所见无非牛者”到目无全牛，历时三年，解牛数千。才
到达游刃有余的.地步。这说明，要掌握事物的规律务必透过
超多练习，反复实践，从，而积累经验，找出规律。

我于是想到，某些报刊上说学习数学要少做习题，多总结。
对此，我有些异议。所谓总结，就是总结经验；但没有实践
哪来的经验呢？当然所谓的多做习题不是搞“题海战术”，
就应适当挑选不同类型的题目都做做。做好后再想一想，找
出解这类题型的一般方法，这就是寻找规律――以后如再遇
到同一类型的题目就不至于束手无策，但中假如不适当多做
一些习题，总结的经验，毕竟印象不深，谈不上学好数学。

总之，要苦练，更应巧学。

庖丁解牛寓意篇六

读罢《庖丁解牛》这篇文章，我对庄子的.养生之道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应学会“善刀而藏之”，
即在处理问题时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保护自己的身心健
康。

在当今社会中，很多人急功近利，不认清自己的工作中的规
律，累垮了身体，并成效甚微。这些人正像是“乌鸦喝水”
这则寓言故事中的那只乌鸦。这只乌鸦想要喝杯子里的水，
但当它把嘴伸进杯子里时却发现够不到。它费了半天的劲，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这就好比是《庖丁解牛》中
的“良庖”与“族庖”。他们未能看透事物的本质及道理，
只知道蛮干，“岁更刀”、“月更刀”，技艺没有得到提升，
而且自己也累得筋疲力尽，可谓是事倍功半。



但是，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些规律与方法，并付诸实践，就能
事半功倍。例如那只乌鸦，它后来想到了一个主意：把一些
小石块衔进杯子里，这样水面就会上升，自然就可以轻而易
举的喝到水了。于是它成功了。不妨比较一下同一只乌鸦处
理同一问题的不同方法，不难发现，前一次乌鸦费的力气要
比后一次多很多，而且没有成功；后一次它发现了处理这个
问题的本质，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获得成功。这跟庖丁用
刀的道理一样：遇到“节者有间”，则“以无厚入有间”，
游刃有余；“每至于族”，则“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
动刀甚微”。解牛有时会遇到筋骨交錯的地方，好比行事遇
到障碍，便要巧妙地避过，且加倍小心谨慎，集中精神去应
付。于是事情便可得到解決。庖丁用这种方法，“十九年而
刀刃若新发于硎”。这就好比人生处世，面对种种困难，仍
能保持完好的生命而不受损。庖丁之所以用刀美妙绝伦，是
因为他掌握了解牛的规律及方法，“得养生焉”。

我们要学会使用“养生之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全自
己的身心，游刃有余地养生——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需要理解各门学科的学习要领，不采
取“题海战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高效率的学习。

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要学会挖掘工作中的技巧，不盲
目硬做，而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
践活动。

在社会上，我们要顺应自然，遵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发
挥主观能动性时要以客观规律为前提。这样才能建设起一个
和谐的社会环境。

庄子称赞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
会”。诚然，人生中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也应当是一种艺术，
应当有其自身的节奏与韵律。社会中的人既要投入地生活，
又要“善刀而藏之”——诗意地享受着人生。



庖丁解牛寓意篇七

这个暑假，我和妈妈一齐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庄子的故
事》，里面的故事有“大鹏高飞”、“庖丁解牛”等等。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属“庖丁解牛”这个故事了。

故事大约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人叫庖丁，他杀牛的技术很
好。梁惠王明白了这件事，就亲自去看他杀牛。只见庖丁举
起刀，在牛的身上轻轻地碰了碰，牛就应声而倒了。

妈妈告诉我，庄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他的哲学理念和
老子一脉相承，我们此刻的'很多寓言故事和成语，很多都是
出自(庄子)。他的处世哲学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看了这本书，我再想想自已，真的
很羞愧，我做事情总是得过且过，学习也是完成任务，更谈
不上寻找规律了。可那里庖丁做事是那么的认真，那么肯动
脑筋，最终依照规律，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杀牛者。想到那
里，我回头对妈妈说：“妈妈，我也要像庖丁一样，从基础
的事情中，不断练习，从而找到规律，让自已在学习中更上
一层楼。”说完，我朝妈妈眨了眨眼，妈妈看了看我，笑了!

庖丁解牛寓意篇八

今天我给妈妈讲庖丁解牛的故事，意思是：庖丁很熟悉牛的
部位，一天，他蒙着眼睛哗哗啦啦的.把牛的肉割下来了，割
完牛的骨头架子还站着那！别的人都惊呆了，爸爸表演庖丁
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自豪的样子，很好笑，
还有一个成语是《熟能生巧》也是我的成语故事里的成语那！
妈妈也懂了！

我还知道了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
躇满志这些成语，收获很大啊！



庖丁解牛寓意篇九

《庖丁解牛》是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一册
中的一篇课文。把它安排在读本中，其目的是扩大知识视野，
配合教材的学习，力补教材课时之限、数量之不足的缺点。
其学习方法也应不用于教材，对教材一般要求精读，训练比
较系统，力度也比较大；对读本，一般要求略读，运用从精
读方面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去独立阅读，灵活性比较大，更有
利于个性和特长的发展。

关于文言文阅读，《大纲》的要求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
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
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
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
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
含义，读懂xx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
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

高中阶段要能达到初步鉴赏文艺作品，能感受想像、品味语
言，领悟作品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
体验，受到感染和启迪。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在教法上必须
采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新的学习方式。为此
我的教学目标为如下。

1、知识与技能

a、感受庄子散文的特点

b、理解其寓意，用现代眼光开掘其新义2、过程与方法

a、整体感知，训练古文阅读能力

b、自主、合作、探究，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理
解感悟知识的能力。



3、重点与难点

a、教师引导交流，利用学生的成功激发兴趣b、“技精湛——道
精深”的关系

c、学以致用，教是为了不教，用这一篇的交流引导学生读其
它课文

1、教学时数：一课时（课外，早读学生先自读）2、导入：
现代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说过：“以思想家而兼xx家的人，
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这绝无仅有的一个便
是庄子。”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他的《秋水》一文，他的
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它大量采用并虚构
寓言故事，大胆夸张，想像奇特，最是有浪漫主义色彩，今
天我们再来交流学习他的另一篇xx《庖丁解牛》，以期进一步
领悟这种特点。

二组（庖丁释刀曰——而况大軱乎）三组（良庖——新发于
硎）

四组最后一段

先讨论本节内容，解决字词疑难。后分别推荐一个同学口述
译文（读——译）

1、解牛场面：动作、声音

劳动者：艺术表演观看者：艺术享受2、解牛经验：找句子概
括

技精湛——道精深

b、实践出真知



c、小事可以悟出大道理

d、一切劳动都是美的，劳动可以得到享受e、要避开矛盾

f、学无止境

g、要遵循规律

h、自信不可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