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动物故事读后感四年级(精选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动物故事读后感四年级篇一

想必大家都看过《成语故事》书，我也不会例外，因为，这
是一本经典的好书。

我看完此书后受益匪浅，这本书有为人处事篇，坚强意志篇
和求学求知篇。每一篇都给我们了一种教育，每一篇好像都
在对我们敦敦教诲。这本书里面有些故事里的人犯的错误看
起来很蠢，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然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有时也会犯这种错误。这本书警告我们不要犯那上面故
事里的经典错误事，也不能像故事里的人那样心胸狭窄做事
不顾后果，更不能像故事里的坏人一样明知故犯。这本书还
能教会我们好多好多做人的道理，从而塑造一个优秀的我们。

这本书有些经典的故事是我们从小就接受到的，可是，我们
仍然有可能照样“守株待兔”和“揠苗助长”等等。难道这
是家长提醒的不够吗?是老师教育的不够吗?不!那都是我们自
己一时的不慎而铸成的错误。我们读了这本书的故事后，会
更清楚的记得一些教训，本能的吸取一些教训，这是只有好
处没有坏处的。

我个人认为《成语故事》是一本很棒的书，也是我们成长中
必读的书，它会使我们更加优秀。



暑假里，妈妈陪我到书店买了《成语故事》这本书。书里面
讲了好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教给我一个深刻的道理，每个
故事还都带有插图，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对
它爱不释手。

书里面的《井底之蛙》、《守株待兔》、等故事让我感触很
深，也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天外有天，人
外有人，我们不能眼界狭小、见识短浅、盲目自大，不要骄
傲自满。做人不要只看见眼前的天空，要见多识广。

《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告诉我：不要死守着一个简单的道理，
妄想从此不用劳作、不用行动，就可以得到成功，那是绝对
不可能的。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了人不能贪得无厌，不能不劳
而获，否则会因小失大。

书里面的故事不但让我学会很多知识，还学会了很多的道理，
看来我更应该多看书，让自己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地充实自
己，让自己变得更棒!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名叫《成语故事》的书，他是围绕着一
个成语来说的一个故事，最后把成语的意思写在最后一段。
比如说：亡羊补牢，这个故事写了楚襄王当上了国君很开心，
整天吃喝玩乐，敌军打下了都城，在内的不少土地也被占领
了，他还沉迷在享乐之中，到快要攻入城池，他心里才后悔
万分，于是他去请回庄辛向他道歉，希望可以挽回局面。庄
辛告诉他只要把破掉的羊圈赶紧补上就不算迟，只要齐心协
力，还是有希望的。楚襄王最后用了庄辛的方法，终于收复
了大部分的地盘。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在收到损失之后，
要想办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杨时和游酢去请教老师，游酢要敲门时，杨时说：“让老师
在休息一会”，于是他们便在外面等候，不一会儿，下雪了，



越下越大，他们的身上挤满了雪，当老师推开门看见大雪中
屹立着杨时和游酢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个成语的意思
是：以颂扬尊师敬道的可贵精神。

这两个故事让我记忆很深，因为这两个故事让我知道了两个
道理，第一个是：我们在学习时，如果上课没有认真听讲，
要尽力去补习;第二个是：要尊敬老师。

这本书真好看，又能让我们知道许多道理，还可以让我们了
解历史故事，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去买这本书。

从昨天开始，妈妈全天陪着我。

今天妈妈和我一起阅读《成语故事》，我知道了狐假虎威的
含义是狐狸利用老虎来吓唬百兽。这个故事提醒我在面对强
大的敌人或困难时，要学会想办法应付和解决。我还知道守
株待兔中的农夫为什么没有等到第二只小兔子呢?是因为第一
次是巧合，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亡羊补牢的故事告诉
我们：发现自己的错误，就要及时改正，及时地总结教训。
这样才可以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成语故事真有意思啊!

我利用今年的寒假读完了《成语故事》，他是我有增长了一
些知识。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悬梁刺股》这个故事。它诉说了战国
时的苏秦。苏秦年轻时，目不识丁，无所作为，连家人都看
不起他，常受到别人的嘲笑、讥讽。他为了有所成就，便开
始发奋学习。俗话说“少年时学习，像刚出升的太阳;中年时
学习，像中午的太阳;老年时学习，像燃烧的蜡烛。”苏秦无
时不刻不在学习，就连家人熟睡时，他还在挑灯夜读。苏秦
还找来了一把锥子。每当困了的时候，就用锥子猛刺大腿，
让疼痛驱除疲倦，继续看书。

哈哈哈......刚才我也用了一个成语-------目不识丁呢!那



就来说说“目不识丁”的故事吧。

目不识丁讲的是唐宪时，张弘靖手下有两个胡作非为、仗势
欺人的官吏，分别是韦雍和张宗厚。一天，韦雍喝醉了。他
来到军营，见士兵们正在操练，便大发狂言：“现在国家太
平，又没有战争，你们就是能拉开二石重的弓，又有啥用?还
不如去认个“丁”字!

自从我读了《成语故事》后，我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学到了
许多道理:苏秦悬梁刺股、墨翟墨守成规......有勤奋、有聪
明，看来，我更应该去看一些好书，让自己变得更棒!

动物故事读后感四年级篇二

暑假里，妈妈陪我到书店买了《成语故事》这本书。书里面
讲了好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教给我一个深刻的道理，每个
故事还都带有插图，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对
它爱不释手。

书里面的《井底之蛙》、《守株待兔》、等故事让我感触很
深，也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天外有天，人
外有人，我们不能眼界狭小、见识短浅、盲目自大，不要骄
傲自满。做人不要只看见眼前的天空，要见多识广。

《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告诉我：不要死守着一个简单的道理，
妄想从此不用劳作、不用行动，就可以得到成功，那是绝对
不可能的。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了人不能贪得无厌，不能不劳
而获，否则会因小失大。

书里面的故事不但让我学会很多知识，还学会了很多的道理，
看来我更应该多看书，让自己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地充实自



己，让自己变得更棒!

动物故事读后感四年级篇三

成语一《天经地义》

出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札，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释义“经”指常规，原则“义”指正理，准则。天经地义比
喻正确的，不可改变的因而也不容置疑的道理。

故事公元前5周景王姬贵死后，按习俗由他正夫人所生的世子
姬敬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与大夫宾孟商讨过，打算立非
正夫人所生的长子姬朝为世子。这样，姬朝也有资格继位。
于是，周王室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在黑壤盟，商讨
如何使用王室安宁。参加商讨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淤吉、
宋国的乐大心等。

会上。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

游吉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在世时曾经说过，礼就是天
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理！
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

赵鞅对游吉的回答很满意，表示—定要牢记这个道理。其他
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大都表示有理。接着，赵鞅提出各诸
候国应全力支持敬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
王室迁回王城。后来，晋国的大夫率领各诸侯国的军队，帮
助敬王恢复王位，结束了周王室的王位之争。

成语二《奋不顾身》



“奋不顾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奋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

这个成语来源于《汉书。司马迁传》，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
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
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李陵，字少卿，是汉武帝时的著名大将，很受汉武帝信用，
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军抵御匈奴的入侵。李陵擅长骑射，又
懂得兵法，当时很得朝廷信任。

不料，李陵在和匈奴的战斗中，由于寡不敌从，无奈投降了
匈奴。听说李陵投降，汉武帝很是生气，认为李陵辱没了自
己对他的信任，朝中大臣也都纷纷指责李陵没有骨气。

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和李陵一向没什
么交情，但我见他为人很讲义气，孝顺父母，友爱兵士。他
常常想奋不顾身地解救国家的灾难，所以，我认为李陵这次
在领兵不到五千的情况下，与数万名敌兵对阵，最后由于伤
亡惨重，弹尽粮绝，归路被切断，才被迫投降，是情有可原
的。而且我还认为，他这次投降，并非贪生，而是想等待以
后有利的时机再来报答国家。”

司马迁说得在情在理，但汉武帝却认为他是替李陵辩护，是
非不分，将他关进了监狱，施行“腐刑”。

以后，汉武帝还杀了李陵全家。李陵知道后很是痛心，于是
在匈奴娶妻成家，至死不回故土，未能实现他奋不顾身、为
国捐躯的愿望。

司徒王允见董卓如此嚣张，很为汉玉室担心，但又无法除掉
董卓，心中十分烦恼。一天夜里，他到后花园散心，忽然听
见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走近一看，原来是家中的歌妓
貂蝉。王允问道：“深更半夜，你为什么来这里唉声叹
气？”



貂蝉回答说：“承蒙大人恩惠抚养，为我训习歌舞，并以礼
相待。我虽然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近来见大人双眉
紧锁，知道必定是为国事操心，所以心中忧伤，但不敢询问。
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安，因此也长吁短叹起来，想不到被大
人发现。如果大人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力，虽万死也决
不推辞。”

王允听了貂蝉的话，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马上朝貂蝉
跪下，纳头便拜。貂蝉慌忙扶起。王允流着眼泪说：“眼下
朝廷危如累卵，贼臣董卓将要篡位，朝中文武元计可施。董
卓有一个义子吕布，骁勇异常，天下无有敌手。方才听了你
的话，我想出一条‘连环计’来，先把你许配给吕布，然后
再暗中献给董卓。你去离间他们父子两人，让他们因为想得
到你而互相仇恨，最后挑拨吕布去杀死董卓。如此方能除掉
大害，为国效忠。不知你意下如何？”

貂蝉缓缓站起，态度坚决他说：“我已许下大人虽万死也决
不推辞，如果不能遵计杀死董卓，以报国恩，愿意死在万刃
之下！”玉允和貂蝉共同谋划，实现了“连环计”，结果除
掉了奸臣董卓。

成语三《闻鸡起舞》

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
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
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奋读起书
来。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于是就发奋读起书来。
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
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
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祖逖24岁的'时候，曾
有人推荐他去做官司，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志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
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



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
琨踢醒，对他说：“别人都认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
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
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
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
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
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都督，兼管并、冀、
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成语四《假道伐虢》

美妙的乐曲声从王宫深处传来，婉转悠长，然而这绝妙的音
乐却让大夫宫之奇打了个冷颤。

疾步向内宫走去，宫之奇的步伐早已丢失了礼仪，却浑然不
觉，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

“先生来了，”虞公把玩着美玉笑着说，“晋公真够意思，
不只送来了美玉宝马，还送来了美人，先生可随意带几件回
府。”

宫之奇冷冷一笑，对虞公说：“晋公哪有那么好的心，虢国，
使我们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了，我们虞国也不会存在了，
双方的关系就像是谚语中说的：车厢与车身相互依靠，嘴唇
缺了牙齿便会感到寒冷。

宫之奇反问道：”难道虢国国君与晋国国君不是同宗么？“

虞公彻底不耐烦了，责令宫之奇退下，并派遣内臣告之晋公
使者荀息，同意借道。



晋国的王宫之中甲士充盈，刀剑的寒光给了这中原大国特有
的尊严，晋献公在内室中听取大夫荀息安的汇报。

”事济已“荀息向晋公祝贺即将到手两个国家。

当作为胜利者的晋国军队得胜回师，便顺手俘获了虞公，灭
亡了虞国，此时的宫之奇，早已不见了踪迹。

动物故事读后感四年级篇四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你有什么领悟呢？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
记录，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下
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儿童寓言故事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
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知识的源泉。"书伴随着我成
长，是我每天必补的营养品。书的格言像一首歌，时时在我
的耳畔回响，在我的心海荡漾。

《龟兔赛跑》的故事一个耳熟能详的伊索寓言，但又有谁能
认真去体会其中的含义呢？这个星期，我又细细回味了这个
经典的寓言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出来玩。一
只小白兔看见乌龟在慢慢吞吞的缓慢的行走，不禁骄傲起来，
想要与乌龟来一次赛跑。骄傲的.小白兔并不把与乌龟的这场
比赛放在眼里，而把这场比赛当作是一种消遣，只想好好奚
落乌龟一番。小白兔在比赛时睡着了，乌龟坚持不懈，始终
如一的勤奋努力，终于超过小白兔，抵达终点，戴上了为比
赛准备的美丽花环。

从这个故事我想到了一滴水是很软弱的。但只要朝着一个方
向不段地滴落下去，最终能把坚硬的石头击穿。这正如一位
伟大的人物说过的那样："在科学道路上是没有平坦道路可走



的，只有在坎坷山路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
的顶点。"在学习求知的漫长岁月中，人的智力有高有低；但
只要持之以恒，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优
异的成绩，成为有用之才。相反，那些具有天赋的智力较高
的人，假如仅凭一时热情，不做长远的努力，最终只能落在
别人的后头，成为一知半解的人。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只有坚
持不懈，始终如一的勤奋努力，才能抵达胜利的终点。

天才在于积累，成功在于勤奋，这点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要懂得坚持不懈，勤奋努力，始终有一天成为国家的栋
梁！

《伊索寓言》一书里面有许多故事每一个寓言都让我明白许
多启迪我一生的道理。我相信我能做，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不是为社会蒙羞，而是凭我的实力和执着为社会奉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如果每个人都如此，那末来祖国的明天将一片光
明。

动物故事读后感四年级篇五

解释：糟糠：穷人用来充饥的酒渣、米糠等粗劣食物。借指
共过患难的妻子。

成语故事：东汉时，有一个叫宋弘的人。他学识渊博，为人
正直，很得汉光武帝刘秀的赏识，被封为太中大夫。

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刘秀和她谈论了满朝的大臣，
想看看她爱慕哪一位，以便给她改嫁。湖阳公主说：“满朝
大臣，只有宋弘才貌双全。”为此，刘秀召见了宋弘，对他
说：“俗话说，一个人地位高了，就要改交一批富朋友；发
了财就要停妻另娶，这可是人之常情啊！”

宋弘回答说：“我听说，一个人在贫贱时交的朋友是不能忘
记的；和自己共患难的结发之妻是不能抛弃的。”刘秀见此



情形，对湖阳公主说：“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使宋弘停妻另娶
了。”

动物故事读后感四年级篇六

古时候，有一个既愚蠢又固执的富翁。有一天，他去拜访另
外一个富翁。到了这个富翁的家里之后，他看见那楼房造得
十分华丽美观，明亮宽敞，心中非常羡慕。他呆呆地望着楼
房，暗暗地想：我的钱财一点儿也不比他少，为什么不可以
建造一座这样高大美观的楼房呢？他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就
把当地的工匠找来，问道：“那座气派非凡的高楼是你建的
吗？”工匠回答说：“是我建的。”富翁很高兴，跟工匠说：
“你也照样给我建一座那样的高楼吧。”木匠答应了这个富
翁的要求。

没多久，工匠就动手建造高楼了。富翁看到工匠从地上建造
房屋，感到奇怪，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木匠答道：
“建三层楼房啊。”富翁听了，直摇脑袋，着急地说：“我
不要下面两层，赶快给我建造最上面的第三层。”木匠听了
这傻话，真是哭笑不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这是办不到
的。如果不造第一层和第二层，第三层是建不起来的。”富
翁坚持他的意见：“我不要下面两层，你们一定要给我建最
上面的那层。”当地的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觉得这个富翁
太愚蠢可笑了。

“空中楼阁”就是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概括出来的，原意是指
悬在半空中的楼房亭阁。后来，人们就用它来比喻虚幻的事
物或脱离实际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