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良的读后感(优秀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张良的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大家熟知的中华美德故事，有很多故事，比如
磨杵成针，之心，愚公移山，一杯温水，却让我最难忘的是
张良拜师“。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张良的男孩。有一天，他在桥上悠闲
地散步，这时一个老人走过来，把他的鞋子扔到桥下。他命
令张良把这些东西捡起来放在他身上。张良照他说的做了，
老人说，明天一早我们在桥上见第一天，张良没有在老人之
前到达，老人再次下达命令，第三天，张良来到老人之前，
老人给了他一份六韬。张良每天都学，不浪费时间。

张良真的尊敬长辈，不仅给老人拿起鞋子还帮他穿上了，如
果是我，我肯定不会像张良以获取其上的老人，更别说！张
没有开始言必行，行必果，老人们批评他，他听了以开放的'
心态，因为他想：旧如旧，残疾人，同时也获得了早于他本
人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写作，所以他知错就改，他一直是他的
一部分“战争的艺术爷爷。”张某的尸体三个质量：尊重长
辈，言必行，行必果;我们的研究知错就改值。

在生活中，我们自己也要进行学习对于这些产品品质。记得
有一次，长笛音乐老师可以让我们学生回去完成练习就是一
首优秀曲子，但是中国今天这个作业问题一大堆呀！这可怎
么办呢？结果我一做就到深夜，很晚才睡觉，自然环境也没
有通过练习。第二天，老师在一个没有一个地检查，轮到我



时，我吹得吞吞吐吐，老师让我回去继续练习十遍，但是由
于作业设计还是需要一如既往的一大堆，但是我下定决心一
定要努力练好长笛，我一回到家，便争分夺秒地做起了家庭
作业，吃晚饭也狼吞虎咽的，最后他们终于能够有时间吹长
笛了！10遍，20遍，30遍……。我反复地练习，直到吹熟为
止。第二天，我吹给老师听，吹得更加流利又动听，老师给
予表扬我说我真是个知错就改的孩子。

“张教练”的故事，让我决定给张，好的优质的学习，勤奋
工作，学习这样做知错就改像张。

张良的读后感篇二

《张良拜师》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张良，他是一位名臣。年
轻时，一次在过桥时他看见一位老人一不小心把自己的鞋子
掉到了桥下的沙滩上。于是，老人叫张良把鞋捡回来。张亮
出于尊敬把鞋捡了回来，老人就交代他三天后在这见面。可
是一连两次，张良都比老人晚到。直到第三次，张良终于比
老人早到了桥上。老人会心一笑，将闻名于世的《太公兵法》
传授于他。于是，张良干出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张良这种尊敬长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张良相比，我差
远了……

前天，妈妈答应要带我去剪刘海，后来被工作给耽搁了，这
使我恼火至极，看什么都不顺眼。爷爷见了，就好心来安慰
我：“我的乖孙女儿，是谁欺负的你，让你这样生气，爷爷
来帮你出面！”“你走开，我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不需要
你来插手！”我一把推向爷爷。爷爷向后退了几步，喘了几
口气，饱经风霜的脸上充满了岁月的沧桑：“好啊，你现在
长大喽，翅膀硬了，就不用我这个多余的老头子管喽！可是
你想想自己小时候，是谁把你拉扯大的呀？”爷爷说完，就
伤心地回到了房间。听了爷爷的'一番话，又想起刚刚才读完的
《张良拜师》中的张良，我惭愧地低下了头。我还记得，每



次姑姑买东西给爷爷，他都舍不得吃，总是先把东西拿来给
我挑，我不要吃的、吃剩下的爷爷才自己吃……想到这儿，
我不禁流下了泪水。我二话没说，跑到爷爷和妈妈跟前，向
他们道了歉，他们也原谅了我。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剪了刘
海，我心里乐开了花，比吃了蜂蜜还甜呢！

一个人的美德就体现在尊敬老人这些细小的地方，这是我从
《张良拜师》中获得的启示。

张良的读后感篇三

?张良拜师》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张良，他是一位名臣。年轻
时，一次在过桥时他看见一位老人一不小心把自己的鞋子掉
到了桥下的沙滩上。于是，老人叫张良把鞋捡回来。张亮出
于尊敬把鞋捡了回来，老人就交代他三天后在这见面。可是
一连两次，张良都比老人晚到。直到第三次，张良终于比老
人早到了桥上。老人会心一笑，将闻名于世的《太公兵法》
传授于他。于是，张良干出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张良这种尊敬长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张良相比，我差
远了……

前天，妈妈答应要带我去剪刘海，后来被工作给耽搁了，这
使我恼火至极，看什么都不顺眼。爷爷见了，就好心来安慰
我：“我的乖孙女儿，是谁欺负的你，让你这样生气，爷爷
来帮你出面！”“你走开，我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不需要
你来插手！”我一把推向爷爷。爷爷向后退了几步，喘了几
口气，饱经风霜的脸上充满了岁月的沧桑：“好啊，你现在
长大喽，翅膀硬了，就不用我这个多余的老头子管喽！可是
你想想自己小时候，是谁把你拉扯大的呀？”爷爷说完，就
伤心地回到了房间。听了爷爷的一番话，又想起刚刚才读完的
《张良拜师》中的张良，我惭愧地低下了头。我还记得，每
次姑姑买东西给爷爷，他都舍不得吃，总是先把东西拿来给
我挑，我不要吃的、吃剩下的爷爷才自己吃……想到这儿，



我不禁流下了泪水。我二话没说，跑到爷爷和妈妈跟前，向
他们道了歉，他们也原谅了我。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剪了刘
海，我心里乐开了花，比吃了蜂蜜还甜呢！

一个人的美德就体现在尊敬老人这些细小的地方，这是我从
《张良拜师》中获得的启示。

张良的读后感篇四

张良拜师讲的是一个关于尊敬师长的故事。张良原是韩国的
公子，想刺杀秦始皇，结果刺杀失败。为了躲避秦始皇的搜
查，他只好改名张良。

张良逃出来后，不到一年工夫，在下邳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
书生，他仍想着伺机刺杀秦始皇为韩国报仇。有天，张良在
散步时，在桥上遇到一位老者，老者的鞋子掉到桥下，便叫
张良去捡，并且要求张良帮他穿上鞋。老者走后，张良跟踪
老者，老者知道张良跟着，觉得张良有出息，便收张良为徒。
让张良五天后天一亮到桥上去找老者。五天后，张良早早地
赶去桥上，却发现老者等候多时，老者生气地让张良再过五
天早点来桥上等候老者。结果张良每一次都迟到。有一天晚
上张良实在睡不着，就直接到桥上等，不一会儿工夫，老者
来了。老者见张良早已在此等候，心里非常高兴，把自己毕
生心血注释而成的《太公兵法》送给张良，让张良好好读，
将来成为个有学问的`人。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
地学习、研究。后来成为一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

张良拜师一波三折，从中我看到了张良的处处礼让，这既表
现为对老人的尊重，也表现为对自身品格的完善。先从张良
帮老者捡鞋子说起，张良帮老者捡鞋子，他没有拒绝老者的
要求，而是本着尊敬长辈的一颗心去帮助老者，还帮人帮到
底，耐心地为老者穿上鞋子。张良尊敬长辈的精神很值得我
们学习，如果我们平常遇到这种老人的话，我们是否还会耐
心地像张良一样帮助他？也许会不耐烦地扔下几句，也许会



热心地帮助老人，也许还会对老人无礼动粗。像张良那样做
的人也许很少，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举手之劳。再说张良赴
约，张良无论多早起，老者还是在桥上等得怒气冲冲。最后
张良怪自己不够诚心，天还没亮就在桥上等待老者，老者总
算是满意了，收下了张良。张良有耐心有诚心，虽然三番五
次地迟到，却并不抱怨和置之不理，仍然坚持早起。

《张良拜师》这则故事，不仅告诉我做人的道理：要尊重长
辈，对人要有礼貌；而且教会我如何做事的道理，要坚持不
懈，不怕苦，不怕累，凡事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才有机
会获得成功。我很喜欢故事中的张良，他尊重长辈，做事有
诚心、耐心。他从来没想过要对老者置之不理，认真地赴约，
我佩服张良的耐心和诚心，有诚意有耐心必将成就一番大事。

张良的读后感篇五

到第五天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可是那老人又等在那
里了，见了张良又生气地说：“怎么又掉在我后面了?过了五
天再早点来!”说完又走了。到第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赶到
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也来了，他高兴地说：“这样才好。
”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认真研读这本书，就
能做帝王的老师了!过十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了。
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我，那儿有块黄石
就是我了。”老人说完就走了。早上天亮时，张良拿出那本
书来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
兵书)!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地学习、研究。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响应。
沛公刘邦率领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
张良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从此张良根据《太公兵法》
经常向沛公献计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
后来成了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刘邦称帝后，封
他为留侯。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
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



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
按时祭祀。张良死后，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