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扁鹊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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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鹊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们学习了《寓言两则》中的《扁鹊治病》，我深
有感触。

这则寓言主要写名医扁鹊去拜见蔡桓公，发现他皮肤上有一
点小病，就劝他立即医治。可是蔡桓公却说自己没病，用不
着医治。等扁鹊走后，蔡桓公对身边的差役说：“现在的医
生，一点技术都没有。老给没病的人治病，显得自己医术的
高明。”

过了几天，扁鹊又来劝蔡桓公医治，他很生气，扁鹊只好回
去。又过了10多天，扁鹊再次劝他医治，他十分生气，扁鹊
怕得赶紧推下去。

十几天后，扁鹊老远遇见蔡桓公，看了几眼就跑了。蔡桓公
不解，派人问个究竟，扁鹊说：“皮肤病用热水敷烫能治好，
逐渐向体内发展，也可能有医治的办法，可一旦深入骨髓，
就只能等死。大王的病已经深入骨髓，我不敢再请求给他医
治了。”不久，蔡桓公病死了。

蔡桓公多固执呀！他怎能把名医扁鹊的劝说视为鹅毛般轻呢？
难道他不知道扁鹊医术的高明吗？虽然人应该有主观，但也
不能一意孤行呀！要多多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做事要多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



扁鹊读后感篇二

扁鹊找了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医药店。名叫
“扁鹊医药店”。

才开业不到一天，医药店里每天都挤满了人，扁鹊在他的'药
店旁边还放了一张木牌，上面写着“扁鹊医药店”一律不收
费，只要您安康就好。过了一年多，一位皇帝生病了，皇帝
派人来找扁鹊给他治病，扁鹊知道后，马上赶来。

仔细看了一会儿后，问：“大王，您晚上是不是喜欢熬
夜？”

“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皇帝问。

“您的面貌精神看起来就不太好，很不在状态。而且，你已
经长时间熬夜，如果再这样下去，您的身体会发生头痛、黑
眼圈、皮肤干燥……”“扁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皇帝着急的问。

“这个简单，只要你每天晚上八点睡觉，早晨六点半起床，
如果你每天坚持这样做，你的病就会慢慢变好。”皇帝非常
感谢的说：“谢谢你！扁鹊。”“不客气，我就先退了。”

说完，扁鹊就离开了。

扁鹊读后感篇三

读了《扁鹊治病》这则寓言，我深受启发。

《扁鹊治病》这则寓言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名
医叫扁鹊，有一天，他看见了蔡桓公，说蔡恒公病了，并先
后在皮肤里，肉皮里，肠胃里，可是蔡恒公不听劝告，最后
病情已经发展到了骨髓就再也不能治而死去了。



每个人都有错误，但是必须听劝告改正才好。文中的蔡恒公
就是因为不听劝告，而导致死亡。这是多么可悲呀！

读了这篇寓言，我想起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小时
候偷一条围巾给妈妈。妈妈想:没事，只偷一个小东西，不算
什么。过了几天，那孩子又偷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高兴地
说:“太好了，终于有电视机，看了。”有人劝那个孩子别再
偷了，他不听。后来他长大了，还是没有改掉偷的恶习，知
道欠银行触犯了法律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小病，小缺点或者小错误，这时一定
要及时就医及时改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以前也有犯错
误的时候，也不喜欢听批评和劝告，现在想起来这是不对的。

今后我再犯错误的时候，绝不向蔡恒公那样不听劝告，要及
时更正错误，要防微杜渐，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更加完美的
人。

扁鹊读后感篇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诸侯争霸，齐桓公身为一国之主，
其必是一代英才，却死于疾病之中，实令人费解。

细读《扁鹊见蔡桓公》，便会发觉桓公之死，扁鹊难逃其责。
话说桓公本没有什么大病，扁鹊第一次见时也是这般承认，
顶多是个亚健康状态，可扁鹊错在了言语上面，见面即说桓
公有病，不治会死。任谁听了这种近似诅咒的话都不会开心
的，桓公正是因此而不悦，才不答应接受治疗的。此后几次
同样是扁鹊出言不慎，结果桓公一代英才丧命于此。

由此可见，成大事者必慎于言。

《三国演义》即是一很典型的例子，其时刘备出道不久，仅
靠一“皇叔”名分处世，对孔明来说自然没什么投靠的兴趣。



可历史正是因此而精彩，刘备见到孔明之后，并没有直言相
邀，因为这只会引起孔明的反感。刘备聪明地先向孔明问好，
将其称赞一番，然后向其恳求天下大势。“皇叔”如此恳切，
孔明自然不好推辞，一番治世名言说得孔明自己也热血沸腾，
多年来出山的心愿也有所触动。但刘备更为高明的是以德服
人，他请孔明为了天下苍生出山，这倒和抗震救灾时“人民
养了你自己看着办”有异曲同工，孔明就在刘备晓之以理之
下踏入三国的舞台。

同样，因为语言误事的情况也有所发生。一位华裔留学生在
美国当警察，工作是效力于辖区居民。一次一个小孩掉入河
中被救，需要通知家长，他便打电话说：“夫人，您的孩子
掉河里了……”话还没说完，对面就已经晕过去了。后经同
事指点方知，正确说法是“夫人，您的孩子获救了……”这
样家长即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一定会先放心孩子安全。
仅仅是一句话的顺序，也蕴含着极其深奥的门道。

故而，成大事者必慎于言。

扁鹊读后感篇五

疾病既然存在，就应该正视它，然后治疗它。只有这样，才
能减轻疾病造成的痛苦或者根除疾病。而像蔡桓公那样讳疾
忌医只会延误治疗，最后一命呜呼。其实岂止是蔡桓公，我
们周围有许多人不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病不在身体上，而
在心里。他们的疾病是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别人的批评就
好像是扁鹊关于病情的诊断。从这则“寓言”里不难看出，
对待别人的批评是应该虚心接受的，讳疾忌医只会给自己造
成危害，丝毫不利于“疾病"的治疗。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错误是无法掩盖的，它存在
着，你不承认并不能对它有丝毫改变。畏惧错误只会阻碍进
步。错误其实也有其益处，那就是暴露出工作中的缺点。认
清了错误就能发现那些不足，而不断的改进就可以实现一种



螺旋式上升。刚愎自用是无法发现错误和不足的，因为当局
者往往会陷人对成功的憧憬和幻想中，眼睛所注意的几乎全
部都是优点和长处。忠言逆耳，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听“顺
言”而不是逆言的。只不过“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
于病”，被忽略的意见背后往往隐藏着忧患，就如同蔡桓公的
“隐疾"一样。其实，只要多听“扁鹊’’们的意见，就可以
尽量避免错误了。

如果错误已经带来了损失，也不要灰心失望。失败是如何才
能够成为成功之母呢?首先就需要承认错误、纠正错误，从失
败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的错
误别人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意见最珍贵，何不敞开胸怀，去
吸纳别人的意见呢?如果在错误之后依然固执地坚持，就会陷
人这样的境地：由一个错误滑向更为严重的错误。而改正起
码可以给自己一个重新奋起的机会。

愿天下人不要再犯讳疾忌医的错误，不要再让后人觉得他们
的行为是多么的可悲。

一定要防微杜渐，我是一个小毛病很多的人，做事总有点儿
心不在焉，丢三落四，所以经常会惹下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多费了不知多少的工夫。父母因此不知说了我多少次，我总
是那么满不在乎地回上一句：“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嘛，又
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直到遇上一个大大的教训。

家门口便是一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我常常不看红绿灯，只
要觉得两边的车子离得还比较远，就飞快地跑着穿过去。有
时站到马路对面的时候，回头看到擦身而过的汽车，我心里
还会十分得意于自己的机灵和迅速。

一个冬天的傍晚，妈妈让我到对面的菜市场买块豆腐回来。
我拿着小盆，和往常一样准备冲过马路。天色已经昏黑了，
我向两边扫了一下眼，看到近20米内没有汽车，便箭一样向
对面跑去。六车道的路很宽，就在我接近路对面的刹那，一



辆从前面路口拐出的车已到了身边!当时“轰"的一声，所有
的血液都冲向头顶，但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那种突然间铺
天盖地袭来的死亡的恐惧使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呆在那里一
动不动!接着是刺耳的刹车声和碰撞声。不知多久以后，我才
回过神来。我仍旧僵立在那儿，毫发未损，可那辆汽车已经
斜冲入隔离带的花坛，后面是浓黑的刹车的痕迹；我手里的
小盆，奠名其妙地远远地躺在马路中央。

在这一次的经历后，我不再用父母去唠唠叨叨地提醒。对于
过去满不在乎的那些细节，也开始变得严肃审慎，尤其在事
关安全的地方。我开始明白，“小错不断”非但不能代表大
错不发生，反而正是诱发大错的根源。有一个成语是“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小小的一个疏忽，就可能导致全局的
失败。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任何的
大事情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中间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小
事情，就好像一座摩天大楼也必须是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如果组成大事情的小事情出了问题，并且问题越来越多，最
终大事情也会出问题。用劣制的砖瓦盖大楼，在风雨之下，
大楼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另一方面。一蝼小错一直没有诱发
大错也许是出于某种偶然，但决不能因此存有侥幸心理，就
比如我过马路的教训一样。

所以，我们做事不能够疏忽那些细小的错误，而应该常常保
持着一种警觉的态度，经常进行反省和检查。既自查，更要
注意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严格地做到防微杜渐。绝不可以
像蔡桓公那样。自欺欺人，讳疾忌医，最后弄得难以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