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故事读后感 观看故事里的中国第六
期有感(汇总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国故事读后感篇一

焦裕禄同志在工作上实事求是、身先士卒，顶风冒雨，明察
暗访，不顾病痛，用科学发展观描绘出了兰考的新篇章。为
锁住肆虐兰考的风沙，他带领通讯员，推着自行车，亲自调
查风沙的起因，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上，剧烈的病痛让他滑下
了沙丘，但他没有退缩，忍痛坚持工作;当得知泡桐树可以在
当地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对改善气候环境有巨大作用时，他
亲自到苗圃了解情况，部署植树防沙工程，并亲手在沙丘上
种下一株泡桐;()当得知在苗圃工作的唯一的大学生要离开兰
考返城时，他抓起一把兰考的泥土，忍着肝癌的折磨，跌跌
撞撞跑到火车站为他送行，没有责怪，没有批评，只是交待
大学生回城后不要忘记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把兰考的泥
土做一下化验分析，为改变兰考的自然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为
解决夏季水患，又是他在洪水季节，带领干部群众，顶风冒
雨，查看水情，在看到村干部面对灾情一筹莫展，垂头丧气
时，又是他一句“吃别人嚼过的馒头不香”的朴实思想，振
聋发聩，激起了大家战天斗地的豪情。

中国故事读后感篇二

焦裕禄同志虽然离我们50年了，但他的精神却依然散发着光
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做到了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



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
懈做好事。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感自豪，作为嘉和苑小学的一名党员，
我深知肩负的使命和重任。学习焦裕禄就是要把贯彻执行党
的群众路线落实到思想与行动上。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自觉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
本。一是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思
想上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站稳群众立场;在行动上眼
睛向下看、身子向下弯、工作向下沉，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
映群众心声统一起来。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根本工作方法，把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作为源头活水。三是
视群众为亲人、把群众当主人，积极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拉
近同群众的距离，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

学习焦裕禄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落
实到决策举措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
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充分了解群众呼声，畅通群众利益诉求
表达渠道，让群众意见能够通过正当渠道表达并获得及时回
应。二是着力改善民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就人社部门而言，就是
要以富民为先为理念，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以更加公
平可持续为目标，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人才保障为支
撑，建设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以积极稳妥为基调，着力深化
人事制度改革;以规范有序为原则，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以和谐稳定为标准，创建新型劳动关系。三是为群众排忧
解难，解决群众最急、最难、最忧、最盼的具体问题，让群
众从细微处体会党和政府的温暖。

学习焦裕禄就是要把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落实到学习实践上。
一是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努力从书本中学习做好工作所必
需的一切知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增长才干，



总结群众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二是改进服务群众的
作风，增强下基层的意识，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增强规范服
务意识，创造条件方便群众，简化办事程序，减轻群众负担，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三是增强服务群众的动力，建立健全主
动服务机制，以机制创新增强服务群众的动力，提高服务群
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故事读后感篇三

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完成。但要做好每一件事，
光靠我们自己的雄心壮志是不够的。《中国神话故事》中有
一个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个故事使我深受启发。

传说在帝尧时期，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洪水。为了制止洪水泛
滥，保护农业生产，尧帝曾召集部落首领开会，征求治水并
平息水害的方案。鲧被推荐来负责这项工作。鲧接受任务后，
用简单的堤埂把居住区围护起来以障洪水，九年而不得成功，
最后被尧帝放逐羽山而死。舜帝继位以后，任用鲧的儿子禹
治水。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鲧“围堵障”为“疏顺导
滞”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规律，顺地形把
堵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
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
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后来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王，
并被人们称为“神禹”而传颂于后世。

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相传他借助
自己发明的原始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走遍大河上下，
用神斧劈开龙门，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使河水畅通无阻。
他治水居外2017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
都没工夫去爱抚，不畏艰苦，身先士卒，腿上的汗毛都在劳
动中被磨光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黄河水患
的治水英雄。

我很喜欢游泳。以前，我还没有学就下水自己练习，可是怎



么练也练不会。于是，我去报了一个游泳班。老师教了我们
正确的动作后，我便认真的思考老师教的每一个动作细节。
仔细琢磨并努力练习，训练时从不休息，认真总结以前失败
的教训，最终在第4天学会了蛙泳，成为本次训练班上第一个
成功的学员。

我们要学习大禹治水的精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充分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善于观察、发现、总结规律，坚持不懈、
大公无私、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忘我的工作。只有这样
才能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让我们运用智慧与汗水，去解
决生活中、学习中的各种“狡猾”的困难吧！

中国故事读后感篇四

《中国神话故事》是一本很精彩，很好看的故事书。其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54页《百鸟朝凤》的故事。

这本书写了凤凰的经历。凤凰以前是一只很不起眼的小鸟，
羽毛很平常，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它把别的鸟扔掉的果实
都捡起来，存储在树洞里。有一年，森林大旱，鸟儿都找不
到食物，被饿的头昏眼花，凤凰连忙把自己多年存储的食物
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灾害过去了，为了感谢凤凰的救
命之恩，鸟儿们都选出自己身上最漂亮的一根羽毛，献给凤
凰，所以凤凰才有这身美丽的羽毛。

我通过这个告诉知道了，怀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别人会快
乐，还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和景仰。

中国故事读后感篇五

前几天，我把《中国神话故事》读完了。这本书不仅讲述了



一个个生动离奇的神话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些耐人寻味的道
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比如说“夸父追日”中夸父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还有
十二生肖里的小老鼠，它很机灵，竟然跳上了牛背，得了第
一名。

这些故事都非常有趣，我很喜欢这本书。

中国故事读后感篇六

那年，卓文君17岁，窈窕妩媚，才气过人，精诗文，善弹琴。
可惜命运不济，上天和她开了个很大的玩笑，她年纪轻轻，
未聘夫死，成了名门新寡。她绮年玉貌，被幽禁在寂寞深闺
中，但一颗芳心如三月含苞的桃花，在春日里熠熠生辉。司
马相如的出现，则如润物无声的春雨，一下子催开了她爱情
的花蕾。

一次卓文君父亲卓王孙宴请宾客，风度翩翩的司马相如来了，
带来了他的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
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
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司马相如大胆直率的表白，一下子点燃了卓文君爱的激情。
她朱颜玉貌，他诗情过人，才子佳人两相遇，瞬间碰撞出电
光石火般的爱情。

她和他一见钟情。他爱上了她，她也委身于他。两人相吸相
悦，却遭到了卓父的强烈反对。卓父岂肯把如花似玉的千金
嫁给一个穷书生?无奈，卓文君只得随司马相如夜奔。

相爱时，爱情就是止渴的鸩酒，哪怕中毒，也要以最美的姿
态，一饮而尽。相爱时，哪管山高路远坑深，就是走尽天涯



道路，也要把他紧紧追随。卓文君就这样，放弃了富裕的家
庭，跟随穷书生走了。

司马相如家徒四壁，卓文君只得放下千金小姐之身，当垆卖
酒为生，司马相如亲做打杂。想那时，她卖酒来他陪伴，相
携相守，只要在一起，不羡神来不慕仙，夫妻恩爱苦也甜。
想那时，两人甘苦与共，该是快乐幸福的吧。

卓文君的小酒店就在临邛老家不远处，要面子的卓王孙，岂
肯让女儿受委屈，让人说闲话?无奈之下，卓父只得认下司马
相如这个女婿，分给小夫妻俩金银财产。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初始的爱情故事，就像一个经典的传奇，
惹得多少人唏嘘赞叹!一个古代的奇女子，美貌，诗才，勇气，
让千百年之后的我，深感汗颜。

相爱时，每个人都以为手中握着满满的爱，就像上天洒下的
滴滴甘霖，它永远滋润愉悦着我们的心。就这样两情相悦，
每天看着对方，相依相守，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是
经历了爱的沧海桑田之后，相爱的人还是分了手。人心，是
多么的不堪一击!感情，又是多么的脆弱!

爱情遇到金钱、权势、地位的时候，变得多么轻!轻得就像陌
上花，不经意间，就会被暴风雨摧折;轻得就像空中絮，不知
不觉间，就会被微风吹散。

与卓文君成婚以后，司马相如凭借着他的辞赋名扬天下，官
运亨通，名利随之而来。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穷得叮当响的
书生。他功成名就，在长安城被封为中郎将，翅膀硬了，名
望有了，他忘了曾经的海誓山盟，忘了曾经的爱意缱绻。那
些算什么，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罢了。

他全忘了，要把它抛进汪洋大海，所以，他要休妻纳妾。



司马相如不好直说，他派人送信给卓文君，信的内容是“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他把心思隐含在数字里，十
三个数中，唯独少了一个“亿”(忆)字，无亿岂不是“无
意”的暗示?聪明的卓文君哪能不懂?她读信后，泪流满面，
心凉如水，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提笔给他回信，写下了一首
《怨郎诗》。

一别之后，

两地相悬，

只说是三四月，

又谁知五六年。

七弦琴无心弹，

八行书无可传，

九连环从中折断，

十里长亭望眼欲穿。

百思想，

千系念，

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言千语说不完，

百无聊赖十倚栏。

重九登高看孤雁，



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

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

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

五月石榴红胜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

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

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

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

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回环往复，愁肠百结。全诗
两个部分从一到万，从万到一，紧紧照应司马相如信中十三
个数字，把分别后望眼欲穿的相思、愁肠百转的无奈和意冷
心寒的伤感孤寂之情，书写得淋漓尽致。而最后一句“巴不
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不仅是对司马相如负心的抱怨，
更是对男权社会的有力控诉。

卓文君作这首诗时，该是怎样的肝肠寸断?曾经的琴声相悦，
曾经抛弃千金之身离家出走，曾经的恩恩爱爱，曾经的殷殷
艳艳，都成了夕阳下七彩的云朵，随风远逝了。只有冰凉的
心在晚暮中瑟瑟地打战。

有诗说“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可谁能留住爱的良辰
美景?谁又能为相思而不老?对于旧时代的男人，这点，是多
么的难以做到!

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当司马相如看到这首诗时作何感想呢?
名门小姐和书生才子，演绎了一场千古传奇的浪漫爱情，可
是他还是负了她。他的身边已另有新人。变质的爱情，就像



焖过的臭豆腐，虽然有了别样的味道，但他已经不喜爱了。

如果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婚姻一帆风顺，也许被抛弃
就不会那么痛心。但她毕竟为他付出太多。她伤心欲绝，对
爱依然有一分痴念。她心不甘啊!

卓文君让人佩服的不止是她私奔的勇气和过人的才气，更难
能可贵的是她面对失去时，转身而去的决绝。她的《白头吟》
就是明证。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这诗写得刚柔并重，既有白头偕老的柔情，也不乏拂袖转身
的勇气。诗中，卓文君以白雪和皎月自喻其人格的纯净高洁。
既然爱已不再，就让我们如沟水各奔东西。既然他要离她而
去，她也绝不悲悲戚戚地求他回心转意。一个浪漫激情的开
头，一个华丽苍凉的转身，有多少柔情蜜意，又是多么的决
绝!

她要的是“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执著美好爱情。



这样冰雪聪明而又坚强的女人，岂容与人共侍一夫?她只愿他
是她一个人的。这样的女人，怎能不让司马相如折服?据《西
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
《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司马相如看完卓文君的怨郎信，不禁惊叹妻子卓绝的才华，
他羞愧万分。遥想昔日，司马相如抚琴，卓文君夜奔，贫贱
夫妻，当垆卖酒，几多感慨，几多悔悟。从此他不再提休妻
纳妾之事。

想来，卓文君真是个极其聪慧的女子。她并没有像现今的有
些女人，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做法挽回男人的心，她用自己
的智慧和诗才，留住了丈夫的爱。她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爱情
和婚姻，终于苦尽甘来。

经历了爱的百转千回，风雨之后，终见彩虹。卓文君，一个
有思想，有勇气，敢爱敢恨的才女。她的一生，以华美的姿
势出场，以中途被弃而决绝，以携手终老而留下爱情的佳话。

女人一生如此，夫复何求?

1.中国古代名人故事大全

2.中国古代名人小故事

3.中国古代名人励志小故事

4.中国古代名人的故事

5.中国古代名人励志小故事推荐

中国故事读后感篇七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名机，字仲



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
汉末年着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
方，写出了-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
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
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
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
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着，是中国医学影响的
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
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
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
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
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
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
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
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
杂病论》着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
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
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
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
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市还
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
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
础的医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