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启发 小马过河读后感和启
发(模板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后感启发篇一

读了《小马过河》，让我懂得一个道理：要勇于尝试!

故事的大致是：小马要过河，但不知道河深不深，老牛说很
浅，松鼠说很深，但是不论怎样，小马发现，水刚好合适。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要勇于尝试。小马不会信河马，也不信
松鼠，最后成功过河。他就是勇于尝试。如果不勇于尝试，
那么最后什么也察觉不到，也不知道情况如何，那多没意思?
如果能勇于尝试，那么你终生也不会过于遗憾，因为你已经
尝试过了。

这让我想起了生活。我似乎与“小马”正好相反。因为那天，
我和同伴在体育课上跳长绳。我们是随着就跑进去，跳几下
再跑出来。开始我因为怕长绳打到我(因为幼儿园被打到过)，
所以一直缩在一边，最后在同伴再地催我，我才憋足了气，
闭着眼睛，心“扑通扑通”地跑了进去……哇!我成功地跳
了5个!同学们大叫“真棒”!我不知是多么高兴!

我也再次地感到：勇于尝试，真的可以尝试到说不出的喜悦!
只要不是特危险，就多尝试尝试!



读后感启发篇二

古时侯，有个人向一位老医生请教吃哪个水果有益。老医生
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多吃，这个人说：“那我枣整个吞下去好
了。”老医生笑了说：“囫囵吞枣，你什么滋味都没有尝
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上一定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不
要囫囵吞枣，更不要粗心大意。

读后感启发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囫囵吞枣。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从前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听说人们吃梨
子对牙好但伤脾，吃枣子却刚好相反。他想了很久终于想出
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吃梨只嚼不咽，吃枣只吞不嚼，
这样就不会伤牙与伤脾了，人家笑他是囫囵吞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在学习上不加分析、选
择，笼统地加以接受。我们学习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囫囵吞枣
呀!

《囫囵吞枣》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读后感启发篇四

今天我读了囫囵吞枣这则故事，我看了以后深受启发。

这则故事的内容是，从前，有一个人听说吃梨可以保护牙齿，
但很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吃枣可以保护肠胃，可咀嚼时却很伤
牙齿。于是这个人就在吃梨时只嚼不咽;吃枣时不咀嚼，把枣
整个吞了下去，差一点被噎死。

读完这则故事之后，我的感想是，如果读书也像这样囫囵吞
枣下去，不用头脑，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接受，肯定学不到
东西。

读后感启发篇五

全国劳模大会的召开，是对我们一线工人的充分肯定，也为
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崇尚劳动已成为我们劳动者永不消
失的荣耀。

九十年代起，中国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使大多数人产生了金
钱至上的思想观念，好多年轻人都不愿到生产一线工作，要
么经商做生意，要么考公务员，使得我们制造业一线年轻技
术工人严重断层。

抓质量要一丝不苟。“大国工匠”中的几位高级技师，生产
的都是飞机、火箭、高铁、轮船，是一批质量要求相当高的
产品，如有01%的质量问题，飞机可能坠落、高铁可能脱轨，
轮船可能沉没，这些产品要求的是100%的保证质量。我们的



干部和职工在平时质量管理中动不动就是“差不多”、“还
凑合”，这些词都不能用在我们的质量管理中，我们的产品
质量也要求是100%。这就需要我们的一线职工在各自的岗位
上，要一丝不苟，想办法、动脑子，把质量确确实实提上来。
我们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机械制造业的品牌不是靠广
告宣传能换来的，是靠过硬的质量和优越的性能从用户的口
碑中换来的。我们全体员工要时刻把质量放在心中，不合格
的工件坚决不入库，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出厂，要有持之以
恒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把产品做好，只有这样，我们的企
业才会不断地发展壮大，大家才能过上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未来的高级技术工人会大有作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飞
速发展，经济总量已有显著提高，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粗
放式的发展，过度依靠于消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也使
得中国的制造业量大而不精，因此，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必
然趋势。要转型升级，就务必有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再
先进的机器也是透过人制造出来的，没有能人产品永远也不
可能升级。我们企业过去是生产中小型产品为主的企业，我
们的部分职工过去只是制造小型产品，此刻升级为制造大型
数控产品及生产线，这些都要求我们的一线职工要提高自身
素养，学习先进技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过去的生
产一线工人是最底层，此刻的生产一线工人是最顶层，尊重
知识、崇尚劳动，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望全体职
工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的技术水平，技术水平提高了，
你才会大有作为。

请大家看一下“大国工匠”这个报道，向全国各行业的优秀
技师学习，大家会从中受到启发的。期望全体一线职工勤学
习，肯钻研，爱岗敬业，在不久的将来，很多人都会成为百
圣源的工匠，成为中国的工匠。

胡双钱就是其中一位拥有非凡技术的匠人，至今，他都是一
名工人身份的老师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制造中国大飞机
团队里必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国新一代大飞机c919立项，



对胡双钱来说，这个要做百万个零件的大工程，不仅仅意味
着要做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零件，有时还要临时救急。一次，
生产急需一个特殊零件，从原厂调配需要几天的时间，为不
耽误工期，只能用钛合金毛坯来现场临时加工，这个任务交
给了胡双钱。

在节目里，胡双钱所讲述的任务难度广大，令人难以想象：
一个零件要一百多万元，关键它是精锻锻出来的，所以成本
相当高，因为是有36个孔，大小不一样，孔的要求是024毫米。

024毫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直径，这个本来要靠细致编程的
数控车床来完成的零件，那是只能依靠胡双钱的一双手，和
一台传统的铁钻床，仅用一个多小时，36个孔悉数打造完毕，
一次性透过检验，也证明胡双钱的金属雕花技能。

这些大国工匠，基本都是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杰出劳动者，
他们以聪明才智，敬业勤勉，书写着一线劳动者的不平凡，
他们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做出突出的贡献，让我们
为之震惊，为之叹服，为之激动，为之点赞。

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观后感

今年“五一”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讲述了八个工匠“8双
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
职业技能的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缔
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制造”。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难道就没有工匠精神，还是说社
会的浮躁，让我们忽视了这种精神的存在。

“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实践证明，只有那些热爱本
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
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这是一群这样的劳动者，他们的成功之路不是上名高中、进
名大学，而是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靠着传承和钻研，
凭着专注和坚守，他们成为国宝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
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实践证明，只有那些热爱本
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
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当前的我们缺失工匠精神，“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
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中国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技
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制造领域，我们仍然缺
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其背后所折射的，又恰恰是基础
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大国工匠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