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圣陶的石像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叶圣陶的石像读后感篇一

为了纪念一位古代英雄，市民请雕刻家给英雄雕一个石像，
雕刻家用尽毕生的功力，选择了一块石头，精心打磨，雕刻
了一尊栩栩如生的英雄石像。人们把英雄石像放在广场的中
央，把从石像上凿下的石块垫在石像的脚下，人们对石像尊
敬有加，每天都有很多人的对着石像膜拜。

慢慢地，石像看到有这么多人尊崇自己，便变得有些骄傲自
满了，他看不起垫在他脚下的石块，认为自己比他们高贵。
脚下的石块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石像不应该认为自己
高贵，他们低贱。石像不满，石块们说要一起把石像摔碎，
石像害怕了，承认他们是一样的，请求石块们不要这么做。

又过了一段时间，石像试探地说，自己是一个古代英雄的石
像，自己应该还是比石块们要高贵一点儿吧？石块们说到，
谁知道这个英雄是不是真正的英雄呢？也许他是一个好人，
也许他是一个坏人，也许他是一个强盗，也许他根本不存在，
只不过有人在历史上写上一笔，他便成了英雄了。石像迷茫
了，他以为受人崇拜是光荣的，难道它上了当？石块们更生
气，说自己不但上了当，还受了罪，一辈子垫子空虚的底下。

第二天早上，市民发现石像碎成了一地，石像终于和石块一
样，又变成了一样的了。再后来，人们用石块筑成了一条马
路，每块石块都很高兴，他们说他们真平等，他们一点儿也
不空虚，他们集合在一起，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高高兴兴



地走！

身处高位勿要骄傲自满

石像本来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因为成为了石像受人尊敬便觉
得自己很了不起了，生活中不是也经常有这样的人吗？本来
也是从底层爬起来的，但是一旦到了领导岗位，听惯了身边
人的奉承，便不记得自己是谁了，认为自己多么高贵，最终
只会遭到同伴的厌弃，扰乱自己的根基。

历史的记载也不全然正确

故事里石块们关于英雄的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历史是人的书
写，当今年代对于很多历史记载的东西都不能求证，我们认
为他是真的，其实他有可能是假的。历史的记载也不全然是
正确的，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
的，只记载他们想记载的内容。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也需
要多几分理性，少几分盲目。

踏实做事才是最开心的

石块们最后一起铺成了一条路，被人踩在脚下，但是他们却
是最开心的，因为彼此平等，踏踏实实地成为了有价值的东
西。人很多时候觉得空虚，便是因为自己没有沉下心来，踏
实做事。踏实做事才是最开心的，前阵子经常说，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人立于天地间，一定要找到自己可以依仗的东西，
要有真才实学，要踏实做事。

你是石像还是石块呢？你从这个故事中感悟出了什么呢？

叶圣陶的石像读后感篇二

每一篇记事文章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写法，比如：排比，比喻，
拟人，等等写作手法。排比的手法能使文章所描写的内容更



加全面；比喻可以让文章所描写的事物更加形象、突出特点；
拟人可以使文章描写的事物更加生动有趣。

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就使用了拟人，比喻的写作手
法。读起来生动有趣。

《古代英雄的石像》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人们为了纪念一
位古代英雄，请雕刻家为他们雕刻一座石像。当石像雕好的
时候，石像和台子却因为谁最重要而吵了起来。它们互不相
让，台子为了让石像知道自己的历害，于是摇了几下，石像
掉在地上，摔成了碎块。掉在地上的石头终于知道要团结。

文章在石像和台子的争吵过程中使用了拟人的手法，石头本
来是不会说话的，用了拟人手法后，它就像人一样了，可以
说话，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它们形象的对话，使读者感受
到它们像人一样的思想，这就是拟人写作手法的好处。

在我写作文的时候，也应该像叶圣陶先生一样，虽然运用的
写作手法不是很多，但是要用到合适的位置，要明白怎样运
用写作手法才是最适当的，该运用什么写作手法。

其实写一篇记事文章并不难，只要把握住写作手法的`运用和
文章的主要构造，就可以写好一篇记事文章。

叶圣陶的石像读后感篇三

《古代英雄的石像》是著名文学家叶圣陶爷爷笔下的一个发
人深省的故事。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雕刻家经过精心打造，
雕了一座栩栩如生的古代英雄的石像放在市中心的广场上。

看着威风凛凛的石像，大家都惊叹不已，无论谁从石像下经
过，都要恭恭敬敬地鞠个躬再走过去。久而久之，那块被雕
成古代英雄的石头看到人们那么尊敬他，便骄傲起来，认为
自己不同于被当做底座的那些石头，高高在上，对下面的伙



伴不屑一顾。他的言行引起了其他石块的反感，结果被堆成
底座的石块一起摇晃，石像轰然倒塌。最后，石块们重新被
铺成了一条马路，平等而快乐地在一起，共同造福人类。

读着读着，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这个童话中被雕成古代英雄
的石块，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所谓的“成功
者”、“强者”，其实他们的成功绝不单单是个人努力的结
果，在他们的身后，有许许多多默默帮助、支持他们的人，
就像故事中的雕刻家、用来当底座的石块。

在我眼中，真正应该被大家尊重的，应该是那些用来铺路的
石块，虽然他们极其平常，却为人们提供了便利，生命因此
而放出光彩。成功者表面有着美丽的让人羡慕的光环，但退
去光环之后，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所有的普通人是一样的。所
以，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千万不能骄傲，不能目
空一切，否则的话总有一天会像故事中的石像一样“摔得很
惨”。

让我们每一个人正确地对待自己，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
傲使人落后”这句至理名言，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是快乐的、充实的。

叶圣陶的石像读后感篇四

叶圣陶是我国最早的童话作家，读了他笔下的《古代英雄的
石像》后常常感觉意犹未尽。

在这个故事中，我悟出了：生活中，我们常常追求成功，追
求进步，追求超越。但是别忘了原来的自己，原来的目标，
记得回过头看看来时的路。

故事讲得是：为了纪念一位古代的英雄，雕刻家费尽心思为
这位英雄雕了一个石像。但是，骄傲的毛病谁都容易犯，除
非圣人。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不是圣人，只是一块石头，



看见人们这样尊敬他，禁不住要骄傲了。故事的结局是，在
一个夜里，石像突然倒下，与垫在他下面的石基变成大大小
小的石块，大石块小石块，集合在一起铺成实实在在的路，
让人们在上边走。

大石块忘记自己原来也是一块平平凡凡的石头，认为自己高
人一等，他的过分骄傲致使小石块们不满、最终奋起推翻他。

叶圣陶先生对大小石块“随意”的“心理揣摩”写活了的形
象，大石块被雕成英雄后自以为与众不同，眼睛直盯着远方，
对自己的伙伴连一眼也不瞟，瞧不起人的样子像是在眼前一
般。

我想，大石块小石块铺成实实在在的路是作为石块最有意义
的`事，这时我想起了鲁黎写的一首诗《泥土》：“老是把自
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叶圣陶的石像读后感篇五

《古代英雄的石像》是叶圣陶爷爷写的一篇好看的故事，故
事里讲：自从一位古代英雄死后，为了让子子孙孙都认识这
位英雄，市民们请雕刻家把这位英雄用石块雕出来……这个
故事主要告诉我们不要向上面那块骄傲的大石头学习，因为
大石头讲：“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站得比一切都
高。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都是真
心诚意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
而你们呢，却踩在我的脚下，如果你们雕成英勇的英雄的雕
像，市民们就会忍不住哈哈大笑！”而我们要向下面的虚心
的小石块学习，小石块没有笑他上面的大石块，而且还象个
老师似的耐心的教他：“人不能骄傲，要虚心。”大石块却
说：“臭东西，还敢教训我！”于是，他们就这样叽叽喳喳
地讲下去。半夜里，生气的小石块终于忍不住了，她们把大
石块狠狠地甩下来。因此，大石块就碎了。从此，大石块就



再也不骄傲了。（因为他也变成小石块了）

我从叶圣陶爷爷这篇文章中深深感到我们不能骄傲，而且不
能看不起别人！还有，我还看过《乐山大佛》这篇文章，乐
山大佛没有倒下去的原因就是他不骄傲哦！而且和小石块友
好、团结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