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悬梁刺股的读后感悟(优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悟
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悬梁刺股的读后感悟篇一

战国时期的苏秦，为了读书时不打瞌睡，每当他打瞌睡时就
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腿一疼就不瞌睡了。之后他成了战国
时期有名的大学问家。西汉时的孙敬，也十分爱读书，打瞌
睡时，他会把自己的头发悬在梁上，一打瞌睡低头时，发辫
就猛地一，瞌睡就跑了。之后他也成了有名的大学问家。

读了《悬梁刺股》的故事，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为了坚持
学习，想出种种办法不打瞌睡。他们这种刻苦努力，坚持不
懈的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以后，我要下决心好好
读书，像他们那样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我还要给自己定一
个目标，然后，围绕这个目标读书，说到做到。

悬梁刺股的读后感悟篇二

今天看了一则成语故事《悬梁刺股》，这则成语讲的是两个
故事。都是关于奋力学习的。悬梁是汉朝的'孙敬为了防止睡
觉打瞌睡，就用绳子把头发绑在房梁上，只要一困绳子就会
拉他的头发，他就痛醒了。刺股是战国时期的苏秦为了专心
读书，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锥子，只要一分心就用锥子刺大
腿。而最后孙敬成了政治家，苏秦成了著名的外交家。

我被孙敬、苏秦读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们为了读好书那
么努力，再想想我。不爱读书，做作业，做事情总是做的很
慢，拖得很晚。老师，家长都对我很头痛。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我们学习有利的因素越来越多，我更
应该抓住这良好的条件好好学习。

悬梁刺股的读后感悟篇三

《悬梁刺股》讲的是两则励志的小故事，给我深刻的启发。

故事讲的'是古代有一个叫孙敬的读书人，平实酷爱读书，从
早到晚不停的学习，但是到了夜里累了就要打瞌睡，他想出
了用绳子系着头发挂在房梁上，只要一打瞌睡，头发就会被
绳子扯的瞌睡全无，因此能通宵达旦的研习学问。另一个故
事讲的古代一个叫苏秦的人，他也非常喜爱读书，每天读书
到深夜，他准备了一个锥子在书籍旁边，只要自己打瞌睡了，
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让自己保持清醒。他们是多么热爱读
书和学习，对于知识的渴望使他们拥有悬梁刺股的精神，他
们最后都成为了很杰出的人。

我们对待也要有悬梁刺股的精神，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人都
是经过刻苦的学习。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坚定
目标，并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一定会有所成。

悬梁刺股的读后感悟篇四

这天，我读了悬梁刺股成语故事，很受感动。大概的故事是：
汉朝有一个叫孙敬的人，他很爱学习，常常读书读到深夜，
为了防止自己睡觉了，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头发绑
在一根绳子上，再把绳子的另一头绑在房梁上，这样只要他
一低头立刻就能够清醒过来。还有战国的苏秦，为了多读书，
晚上也要读，他只要自己打瞌睡，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

“悬梁刺股”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刻苦学习。

读了故事，我就想：别人这么认真学习，还我呢，上课时动
来动去，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悬梁刺股的读后感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本《经典成语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被世人相
传的成语故事。然而，当我合上这本书时，脑子里又会浮现
出苏秦和预测教“头悬梁，锥刺股”的场面。

战国时，苏秦发愤读书，感到嗑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
腿，后来成为战国的政治家，汉朝时的孙敬，用绳子系着头
发，悬在染上，他后来成为一位儒学大师。

我觉得苏秦和孙敬的知识加道一起可比老子。他们能在那么
刻苦的`条件下好好学习，所以他们的一世英名才能流传千古。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种刻苦的美德，在钢琴考级的时候，我
总是不刻苦，不好好练习，结果到最后才“临时抱佛脚”，
不像苏秦和孙敬一样，不考试还那么刻苦。作为跨世纪的新
一代，我们深感肩上担子沉重。我们唯有好好学习，才能把
祖国建设的更回美好。同学们，在我国历，被“挨打”的经
历已经不少了，所以让我们好好学习，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
明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