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聊斋志异崂山道士读后感(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聊斋志异崂山道士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清代作家蒲松龄著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小
故事《崂山道士》，颇有感触。

故事讲的是原为财主的王七因只会吃喝嫖赌，不会劳动生产，
把家财败光了，竟异想天开到崂山去求道，想通过学会法术
过上好日子。可崂山道士只叫他每天上山打柴，却不提传授
法术之事。王七吃不了苦，便打算回家。走前总算从老道那
里学到了穿墙术，由于他心术不正，结果不但穿不过墙，额
角反而撞出个大块，给妻子当做笑柄。

故事中的'王七，因心术不正，即使从崂山道士那里学会了穿
墙术，也无法施展，弄得头撞壁起了个大块，落得被妻子笑
话，还羞得脸红。王七心术不正，是其德行出了问题。人们
常说：德才兼备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
有才无德是危险品。这么一来，故事中的王七倒有点像危险
品，但幸亏其穿墙术未奏效，否则不知会有多少人家遭其祸
害。现在，我们读书学知识学本领，首先就要明确学习目的，
端正学习态度，力争做一个德才兼备的学生，立志为造福人
民，富国强国而努力读书，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样，我们的书才不会白读，我们的知识本领才不会白学。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时刻注意我们的德行，力争培养良好
的德行，不成为像故事中的王七那样的好逸恶劳、品德败坏
之人。



聊斋志异崂山道士读后感篇二

《聊斋志异》是清初文学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它的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包括道士传记、书生奇遇、人鬼之恋等。蒲松龄
通过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进行
了有力的批判，揭露社会矛盾，表达人民的愿望。

崂山道士这个故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世家子弟姓王的书生
因为仰慕道学，听说崂山有很多的仙人，就背着书箱去求道。
来到崂山，王生见道长精通玄理，便求道长收其为徒，但道
长怕王生娇生惯养，受不了苦修不想收其为徒，王生坚持自
己能受得了苦修，于是道长便收下其为徒弟，并让他与众人
一起去砍柴，这样过了一个月王生觉得太辛苦便暗地里有了
回家的念头。但看到道长的法术后又打消了念头继续坚持了
一个多月，后来坚持不下去了就向道长告辞并请求道长教给
他一些法术，道长便教给他穿墙术，并告诫他不可乱用法术，
不能用法术做坏事，也不能炫耀自己。

王生回到家后吹嘘自己遇到仙人，在崂山学会了穿墙术并当
众表演，结果撞到了墙上，气的王生大骂道长没良心。

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我们一定不能娇生惯养，学会本领
不要炫耀，也不能用本领做坏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聊斋志异崂山道士读后感篇三

《崂山道士》是语文书上的课文，主要讲了王七到崂山向道
士学艺，但又不愿意吃苦，结果无功而返，为了耍小聪明，
他只向道士学了一个穿墙的.小法术，道士叫他不要去炫耀，
不要有邪念，否则法术就不灵了，可王七下山后，为了炫耀，
结果法术失败，头上还撞了一个包。

读了这篇课文，我的感受是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没有吃苦、受
累、努力，就能得来成功，只有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会



有成功。课文中的王七见道士会那么多的法术，他企图在不
付出任何努力的情况下，学到法术，他不知道道士也是吃了
许多苦，才学到这些本领的。

在学习中，我们一定不能象王七那样，要认真思考，不怕困
难，不怕吃苦，学习起来一定会很轻松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不怕吃苦、要持之以恒，
坚持就是胜利。“怕苦苦一辈子，不怕苦苦半辈子”。

聊斋志异崂山道士读后感篇四

从前,有个姓王的书生,排行第七,就姑且叫他王七吧.王七想
学道术,听说劳山有很多仙人,便前往求学.老道士收下了他,
让他每天去砍柴割草.干了一个多月,他嫌苦,便想回家.这时
看到了老道士施法术跟弟子们饮酒娱乐,非常羡慕,就又留了
下来.又过了一个月,受不了苦,又没学到什么道术,就又想回
家了.为了不白来一趟,临走时,跟老道士学了穿墙术,结果回
家后因为炫耀而不灵验,头上撞出个大包。

这虽然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它却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
理：学习不能怕吃苦。

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学知识学本领的前提.
因为学习是一种艰苦的劳动,需要认真听讲、阅读和思考,需
要反复练习、勤于实践.听不明白读不懂,苦苦思索而没有结
果的情况会时常出现的.如果缺乏意志、毅力和吃苦精神,是
不可能学好的.老道士之所以让王七天天去砍柴,无非是磨练
他的意志,让他能吃苦,可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受不了苦,总想
当逃兵,最终什么也没学到。

的确有一些因怕苦怕累而不能很好的坚持学习的人.人生的道
路是漫长的,其中的许多路段是要靠自己去开拓的,今天吃的
苦少,明天我们遇到的坎坷可能就要多,我们吃的苦可能就会



更多.要知道,苦和甜是一对孪生姐妹,没尝过拼搏的辛苦,也
就感受不到成功的甘甜.为了那明天的甜,今天我们就不要怕
吃苦,相反,我们还应该主动地去吃苦。

聊斋志异崂山道士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看了《聊斋志异》。这是清代蒲松龄写的一本“鬼
故事”书。书上讲了神仙、道士和书生的`奇遇。

其中一则故事是《崂山道士》，故事是：有一个叫王七的读
书人，他从小就向往学习道术。一天，王七拜了一位道士为
师。王七向道士保证自己一定能吃苦。

王七以为他师父会教他道术，哪知道师父让他进山砍柴。他
忍受不住了，产生了回家的念头。王七看见师父向客人展示
了自己的道术，师父将月中仙子嫦娥请出来了，还将酒席挪
到月亮去。王七很佩服，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又过了一个月，
王七又受不了苦，又想回家了。王七临走前求师父教他穿墙
法，师父教他穿墙的咒语，王七学会了。

王七回到家就吹嘘自己遇到了神仙，学会了法术。他念起了
咒语，向墙冲了过去，但这次他没有成功，他头上隆了一个
大包，也没穿过去。

“这个世上若是真有这等法术，又岂是两三个月便能学会的。
”所以我们不能像王七一样，“只学到点皮毛，便以为掌握
了精髓。”我们无论学什么都不能半途而废，要不，我们什
么都学不会。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很有趣，我想继续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