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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一

自然界里有许多我们想不到的自然灾害，这些灾害给人类、
家园带来的是极大的伤害。有的人失去了一个美好的家;有的
人失去了亲人;还有的人失去了一个美丽的生命……今天我就
读了一个有关治水的传说，是谁治的水呢?他的名字叫：大禹。
读了这个故事，很是让我感动。这个传说的内容是这样的：

自从舜接受了皇位以后，果真不负所托。他内修政令，外抚
百姓，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这使当时的社会环境较尧在位有
过之而无不及。到舜年老的时候，他也到处求才访贤，也让
手下推举有才之人。当时人们一致说到了治水有功的大禹是
个治世之才。

传说在大禹治水的13年之间，他曾经3次经过家门，但是因为
水患未除，他就没有进家门。有一次，他的妻子涂山氏生下
了一个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大哭，禹站在门外，听见了哭
声，也下狠心没有进去探望儿子和妻子。这件事千百年一直
被当成佳话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正因为他有一颗这样爱国、
爱民之心，所以才“三过家门而不入”。后人都称颂禹治水
的成功绩，尊称他为“大禹”。而经他治理的黄河，也一改
暴躁的脾气，就像温和的母亲一样，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及其精神，数千年来被后世的人民传颂



不息。不仅被夏、商、周三代所缅怀赞颂，而且也得到春秋
战国时诸子百家的一致肯定。大禹治水不只是一种历史的现
象和历史的功绩，它还留给后人最最宝贵的精神与财富。

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所形成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的精神
深深地打动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很大启示——只有想不到
的，没有做不到的。面对如此强大的洪水，大禹下定了决心
要把洪水赶到海里去，最后终于成功了。只要我们的心中
有“坚持”二字，就一定会收获丰硕的果实!

我们要学习他的坚持不懈、大公无私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
成为一位有用之才。让我们运用头脑，去解决生活中、学习
中的各种“狡猾”的困难吧!

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二

由于疫情的原因，寒假里只能在家里，读了很多书，无意间
看到了一本经典神话传说，被里面的一篇故事深深吸引
了——大禹治水。

主要讲了禹是神的后代，他爱上了人间一个叫阿娇的.姑娘，
并和她结为了夫妻。住在山洞里，体会到了人间的艰辛。便
想完成父亲给他的任务——制伏洪水。天帝派共工管理洪水，
可是共工掀起洪水，让人们受尽苦难。禹便告别妻子，召集
人们和天神一起制伏洪水，一起讨打共工，他们把共工打得
落花流水。他们又找到应龙，应龙是天上的神龙。后他们终
于疏通了9条大河。人们非常感激禹，称他为“大禹王”。

通过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做事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
我以后要一心扑在学习上，才能把学习做好，让父母以我为
傲。



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三

大禹是一位很简朴的人，可他在我心中确实最神圣的人！

大禹在接受治水这项任务的时候，刚娶妻四天，却要去发洪
水的地方查看察看。第二年，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他却治
水时三次路过家门都没有进去看。最终，他治了的洪水，终
于治好了。

读完了这篇文章，我对大禹敬佩又感激，敬佩他的生活简朴，
敬佩他路过家门口三次都不进去的这种做事认真。我还感激
他处处为百姓着想，住的'、吃的比百姓还差，却什么事都为
百姓所想所做。他是一位值得被世世代代的人民敬佩和学习
的人物。

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四

前段时间，我们打卡了经典的神话故事书籍，读过它，能让
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探索更多的流传至
今的神话故事。这本书里面全部配有拼音，让我们阅读时没
有太多困难。更配有栩栩如生的图片，每次都让我们有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

这里面有太多的精彩故事，其中，让我最有感触的还是那篇
《大禹治水》的故事，传说在帝尧时期，黄河领域经常发生
洪水，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生态安全。尧帝召集了各路
首领们，一起来探讨治水策略，可接受任务的父辈们，他们
用的都是最古老原始的办法，修好的堤坝没过多少时间便会
被洪水冲没。直到禹的'出现，他总结了父辈们失败的原因，
采用了“疏通法”，利用了水自高向下流的规律，把河水引
入河道。湖泊，再通向四海，最后终于成功的平息了水患，
保护了家园。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胆大心细，善于总结动脑，



利用自然规律，不畏艰险，他的丰功伟绩将渊源流传，他的
这种精神值得每位世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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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名叫《大禹治水》，主要讲古代的时候
洪灾泛滥，庄稼被淹没，房屋被冲毁，无数的人被淹死在洪
水之中。天帝派鲧来到人间治理洪水。鲧来到人间以后不调
查研究就开始干活了。结果任务失败，后来天帝又派大禹下
界治水。大禹比他父亲聪明机智。他将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
作了分析，总结出一是没有分析，二是治水的方法不对。大
禹与鲧治水的方法不同，他不是防堵而是疏导，设法把洪水
引到大海里去。

大禹辞劳苦，不避艰险，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走遍了三山
五岳，九洲大地。在这十三年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制服
了大水，人们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通过大禹治水的过程我明白了遇事要冷静，认真思考。学习
也一样只有找到好的学习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取得好成绩。



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六

大禹是古时候的一个皇帝，他娶了一个阿娇的姑娘。但是那
时候洪水泛滥，他要完成父亲交给他的.任务，治水。大禹驾
着木排周游各地，鼓励大家一起制伏洪水。他们先把发洪水
的共工打败了，又想出来了很多办法去疏导洪水。为了治水，
大禹有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在外面苦干了十三年。后来，
他的妻子为了等他都变成了石头。洪水终于退去了，人们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

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讲的是舜在位的时候，淮
河流域经常发生水患，舜派禹去治水。禹采用疏的.方法，将
主河道的水疏通到支流里去。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在
泥泞中不停地磨擦，禹的汗毛都被磨光了，期间他三次经过
家门，都没能有时间回家去看看自已刚出生的儿子启，经过
整整十三年，大禹终于完成了治水任务。舜便把自已的王位
让给了禹。

禹陵是后人为纪念治水英雄大禹而建造的，禹陵也是百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中华上下五千年大禹治水读后感篇八

大禹，没有人不认识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治理黄河成
功的人。在负责治理水患的十三年，大禹尽心尽力，没有一
句怨言。

大家听过《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吧！禹在结婚后的第四
天就离开了妻子，带着他的助手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治水之路，
而在治水的十三年中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据说有一
次他在家门口，恰逢儿子出世啼哭不止，他也没进去看一眼。
和他一起劳动的百姓见了都十分感动。



人人都想为世间做贡献，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做贡献没有
行动只有一颗急切做好事的心也是不行的。但是“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肯去做，又没有出自己的功利心，
大家都可以做成好事。但是你要是出自功利心去做事，不但
做不成好事，还会把“好事”做成坏事。

历史上也有很多的'爱国故事，比如像：完璧归赵，屈原投江
殉国，昭君出寨和亲之类的故事都是著名的爱国故事。

我们应该学习大禹的坚持不懈，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