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禹治水读后感(实用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
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一

大禹小时候在家受尽了不公平的对待，他的哥哥看他不顺眼，
便老是欺负她，当时的统治者出于对民众的考虑，决定让大
禹建设水利工程，大禹对这件事十分用心，从不敷衍了事，
尽心尽力的工作，统治者便奖励了大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了他，自己的儿子也喜欢大禹，儿子也变得忠厚老实。大禹
对自己的的.家人却不是很好，为了建设水利，三国家门而不
入，这边文章真是活灵活现的描写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啊！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二

《大禹治水》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今天，我又读了这
篇文章，有了很多见解。

禹，著名作家，笔名，禹的父亲，谭，被四个禹选来治理洪
水。他用堵塞的方法来控制水，这种方法已经有九年没有效
果了。看到这个，我还是很着急，怪他没有思考。

因此，当舜被选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时，他在玉山杀死了贡。
后来，舜命禹治水。余接受了订单。他先考察田野，了解各
地的地形，然后挖沟渠，疏浚水源。在禹治水期间，他已经
离家13年了。这其间，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都没有进去。
最后，通过他的努力，河水被疏浚，人们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读过之后，我的心就像翻倒的五味瓶，充满了五味。我很难
过，很难过谭因为没有完成他的任务而被处决；我很高兴谭



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帮助他完成了表演。我了解的一般原
则是：不堵塞东西，要用疏浚、导流的方法。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三

古时候，有一段时间，黄河流域洪水泛滥，百姓深受害。大
禹决定治理黄河，造福百姓。他先量地形高低，调查河流走
向。把黄河下游挖九条河道，把洪水引入大海。又把中游龙
门大山开了一个大口子，让河水畅通流淌。他经过家门口三
次，但都没进去看望妻子和儿女。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
把洪水治好了。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做事情不但要有恒心，有毅力，还要有
耐心和智慧。每次在学习上遇到难题，就等着老师或家长给
出答案，没有想到自己想办法去克服。以后再遇到难题我会
自己想办法解决，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四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国庆节假日，我读了《中华上下五
千年》，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一定的道理，不过我最受感动一
篇文章还是《大禹治水》。

传说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尧就让‘‘鲧”治水但是
鲧不久后就死了，他的儿子“大禹”就替他治水。为了治水，
大禹婚后没几天就离开了家，踏上了艰难的治水之路。大禹
治水用了十三年，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
入。有一回，大禹路过家门，在门外听见儿子“启”在屋里
大哭大闹，原来启在学校被别人嘲笑没有爸爸。所以大哭大
闹，要见爸爸，大禹仍狠下心，没进去探望。后来，大禹终
于治好了全国的水患。

大禹为了治水，路过家门也没有进去探望；大禹坚持不懈，
终于治好了水患，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呀！我们也应该时时



刻刻为大家着想，为大局着想，不能就因为一件小事，而耽
误了大事，我们还应该好好学习，像大禹一样坚持不懈，将
来一定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同学
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大禹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五

书籍是人类提高的阶梯，国庆节假日，我读了《中华上下五
千年》，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必须的.道理，可是我最受感动一
篇文章还是《大禹治水》。

传说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尧就让‘‘鲧”治水可是
鲧不久后就死了，他的儿子“大禹”就替他治水。为了治水，
大禹婚后没几天就离开了家，踏上了艰难的治水之路。大禹
治水用了十三年，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
入。有一回，大禹走过家门，在门外听见儿子“启”在屋里
大哭大闹，原先启在学校被别人嘲笑没有爸爸。所以大哭大
闹，要见爸爸，大禹仍狠下心，没进去探望。之后，大禹最
终治好了全国的水患。

大禹为了治水，走过家门也没有进去探望；大禹坚持不懈，
最终治好了水患，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呀！我们也应当时时
刻刻为大家着想，为大局着想，不能就因为一件小事，而耽
误了大事，我们还应当好好学习，像大禹一样坚持不懈，将
来必须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同学
们，让我们一齐来学习大禹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讲的是舜在位的时候，淮
河流域经常发生水患，舜派禹去治水。禹采用疏的'方法，将
主河道的水疏通到支流里去。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在
泥泞中不停地磨擦，禹的汗毛都被磨光了，期间他三次经过
家门，都没能有时间回家去看看自已刚出生的儿子启，经过



整整十三年，大禹终于完成了治水任务。舜便把自已的王位
让给了禹。

禹陵是后人为纪念治水英雄大禹而建造的，禹陵也是百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七

近日，我读了《上下五千年》中的《大禹治水》，讲了几千
年前夏朝时期，大禹三次过门不入，经过13年艰苦奋斗，制
服洪水的故事。

禹在治水期间，运用了科学手段战胜洪水。他吸取了其父亲
鲧用“堵”治水的教训，采用了“疏通”的科学方法治水，
最终了。在当中，一些事情不是靠蛮力做好的，而是要靠头
脑，经过一系列思考、规划，寻求方法、捷径，还要经历千
难万险，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将事做得完美无缺。

禹不仅非常聪明，有才干，不怕困难，而且有大公无私的精
神。有一天他治水路经家门，听到儿子的哭声，真想进去看
望儿子，但是他又想到洪水还没被制服，老百姓正处于危难
之中，最终没有看望儿子，而是奔赴了治水现场。真是“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禹治水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示，我
应该学习他的不懈、大公无私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去解
决生活、学习中的困难，达到成功的目的。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八

自然界里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灾难，这些灾难常常会给人
们带来极大的危害。有的让人们没有了家，有的'让一个原本
繁荣的城市变得一塌糊涂，不堪设想。洪水就是其中的一种
自然灾害。关于整治洪水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讲的是：洪水给古代的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首领尧便派来禹来治理洪水。禹为父亲鲧治水不成被杀而感
到悲痛，因而治水时，劳身焦思，辛苦备尝。下定决心，要
把水引到海里，三过家门而不敢入。把水治理的井井有条，
让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帝舜之后，禹还被推举为部
落首领。

《大禹治水》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仅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
到的。应对如此大的洪水，禹下定了决心要把洪水赶到海里，
果然就成功了。这是因为禹不但下了决心要把洪水制服，有
耐心地查看地形，并且他还吸取了父亲的以前的教训，用了
疏导的办法“掘地而注之”海，把水引到了海里。最终，洪
水最终被他制服了。

大禹治水读后感篇九

大禹，没有人不认识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治理黄河成
功的人。在负责治理水患的十三年，大禹尽心尽力，没有一
句怨言。

大家听过《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吧！禹在结婚后的第四
天就离开了妻子，带着他的助手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治水之路，
而在治水的十三年中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据说有一
次他在家门口，恰逢儿子出世啼哭不止，他也没进去看一眼。
和他一起劳动的百姓见了都十分感动。

人人都想为世间做贡献，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做贡献没有
行动只有一颗急切做好事的心也是不行的。但是“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肯去做，又没有出自己的功利心，
大家都可以做成好事。但是你要是出自功利心去做事，不但
做不成好事，还会把“好事”做成坏事。

历史上也有很多的爱国故事，比如像：完璧归赵，屈原投江
殉国，昭君出寨和亲之类的'故事都是著名的爱国故事。



我们应该学习大禹的坚持不懈，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