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拔苗助长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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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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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苗助长读后感篇一

假期里，我读了《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故事，故事讲的是：
一个人为了让禾苗快点长高，把禾苗一棵棵往高里拔，结果
禾苗全死了。

在我的成长中，妈妈总是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能急于求成，
我总是当成耳边风，通过读完这篇成语故事。

我从中学到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做，在
学习中要认真的学习，不能做适得其反的事情。

拔苗助长读后感篇二

今天放学回家我坐在沙发上读了拔苗助长的故事。这故事挺
有意思的讲的是一个农民为了能让自己的禾苗快速长大，然
后就就听别人说拔这个禾苗，可以快速长大。农夫听了去试
了一下。结果禾苗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要
有规律，不能一味的急于求成，反而会坏了事。

就像我们背古诗一样。不能一味的去，死记硬背。要利用好
自己的时间。先去理解一下这个古诗的意思含义，再多读几
遍，了解这首古诗，大概的意思。了解一下作者的写作时的
感情，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样就能够比较容易的把一
首古诗给完美的背下来。



这个拔苗助长故事也告诉我们学习的道理。要想学习好必须
要有，一定的规律。这样学起来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不
能一开始就死记硬背。这样做事的效果只会非常低下。那些
成绩好的人为什么成绩那么好呢？这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学习
方法。要想有好的学习方法必须自己去摸索。一步一个脚印
的去学习。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样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学
习。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版权作品，未经《星火作文》书面授权，严禁，违者将被追
究法律责任。

拔苗助长读后感篇三

假期里，我读了《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故事，故事讲的是：
一个人为了让禾苗快点长高，把禾苗一棵棵往高里拔，结果
禾苗全死了。

在我的成长中，妈妈总是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能急于求成，
我总是当成耳边风，通过读完这篇成语故事。

我从中学到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做，在
学习中要认真的学习，不能做适得其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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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苗助长读后感篇四

妈妈在备课时带回了一个《拔苗助长》的成语故事flash，有趣
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又让我在欣赏的过程中明白了
许多道理。

故事讲了有个急性子的农民，刚插了秧，就盼望它们长得很



高，他每天到地里，什么都不干，就从口袋里掏出尺子量，
看看秧苗是不是长高了。一天天过去，秧苗都没有什么变化，
他怒火冲天，心想：“秧苗长得实在太慢了，要想个办法让
它们长得快些。”想呀想呀，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下
了田，把秧苗一棵棵地往上拔了一点儿，用尺子一量，嘿，
秧苗一下子比原来高了许多。他欢欢喜喜地回到家，对老婆
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不过，田里的秧苗总算长高了不少。
”老婆跟着他到田里一看，糟了，所有的秧苗全枯萎了。老
婆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看完这个故事，我忍不住笑话这个农民，一点种植的常识都
没有，苗种下去，要每天浇水施肥才能长高，而且要慢慢地
长，把秧苗拔高，苗的根就受伤了，怎么还能活呢。妈妈问
我：“那你平时去学习书法时不就像这个农民吗?急匆匆地赶
完，总觉得两三次就能写好，这样对吗?”我认真想了想，明
白了：急于求成，方法不对，反而会坏事。我们平时做事情
不能学这个农夫，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要老老实实地做，要
想快快完成任务，反而会做错了。

拔苗助长读后感篇五

古时候，宋国有个急性子的农夫。他种了二十多亩地。庄稼
苗儿一出齐，就得天天锄地除草。火热的`太阳当头照，头上
汗珠往下掉，真是辛苦极了。更令他心急的是，他在田间累
死累活的干了三天了，但是那庄稼，好像并没有长高。

又过了一天，农夫锄地累了，坐在田埂上休息。他望着田地
里的庄稼苗，一阵焦急又涌上心头，他自言自语地说：“这
庄稼苗为什么还不快快长高呢？怎么才能让禾苗快点儿长高
呢？”农夫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想着，想着，忽然，他脑洞
大开，想出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办法。他走进田里，把一棵庄
稼苗轻轻地从土里往上拔高了一截儿。他左看看右看看，洋
洋得意地说：“哈哈！长高了！长高了！”接着，他就忙碌
起来。他把田里的每一棵庄稼苗，都往上拔高了一截儿。一



直干到天黑才回家。

“我把每一颗庄稼苗都拔高了一截儿，现在，地里的庄稼苗
一下子全都长高了。”农夫的妻子大吃一惊，她忧心忡忡地
说：“你把苗子往高一拔，它长在土里的根就断了，根断了，
庄稼苗就会枯死的。”农夫自以为是地说：“庄稼苗都已经
长高了，怎么会死呢？”

过了两天，农夫再到田里一看。哎呀，真糟糕！庄稼苗都枯
死了。

庄稼苗的生长，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
取得成功。宋国的农夫不懂得这个道理，急于求成，结果适
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