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寓言故事郑人买履读后感 郑人买履
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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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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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故事郑人买履读后感篇一

《郑人买履》这篇寓言故事，大家必定都很熟悉了，每个人
都笑郑人痴傻，可所有的人都只能看见别人的过错，其实自
己身上也发生过这种事，而只是自己没有察觉罢了。

实质上，我以前也是个很教条的人，做事没有商量，即使能
变通的事我也不敢变通，这与“郑人”多么相似啊，而这样
办事，效率低，很难完成任务，但《郑人买履》敲响了我的
警钟，如果这样下去，估计我也就和机器人差不多了。

生活中，我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守规矩是好的，但过于固
执就是墨守成规，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任
何事都是这样，“郑人”守规矩过了头，便落人笑柄，你追
求美好的事物，但过了一个度，那便是贪心，每个人心中都
应该有一把尺子，一个底线，当发现自己过于执着时，就应
该放弃，否则，不仅是落人笑柄，后果还会更加严重，比
如“”奶粉事件，拥有了巨大财富，追求更多，原本没什么，
但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越过了道德底线，造成了巨大的并且
严重的后果，“郑人”只不过不会控制“规矩”的度，但如
果我们控制不了“欲望”的.度，便会后患无穷。

《郑人买履》让我一直回味。



寓言故事郑人买履读后感篇二

如果你去买自己的鞋，是事先量好尺寸，拿着样本去，还是
直接去试穿呢？肯定是去试穿，因为这样省事还能知道是不
是合脚。可《郑人买履》中的郑国人不这样想。

我不由想起最近看过的《刻舟求剑》中的楚人了。楚国人的
剑不小心从船中掉到水里，他在船边上刻记下掉下剑的位置，
说：“这儿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到岸后，这个楚国
人从他刻记号的地方跳到水里寻找剑，当然没有找到。船已
经航行了，但是剑不会随船前进啊。不知道变通，愚钝的人
会永远做愚钝的事。

我们都欣赏砸缸救人的司马光的善于动脑，都笑话那个不知
变通的郑国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司马光的善于思考善于变通，
不要像买鞋的郑国人和寻剑的楚国人一样被人笑话。《郑人
买履》这个故事让我知道做事情要学会变通。

寓言故事郑人买履读后感篇三

我读了《郑人买履》这篇古文,它的中心也就是主要内容是借
用一个宁可相信自己脚的尺码而不相信自己脚的郑人讽刺墨
守成规、迷信教条、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人。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个人做事不要墨守成规、迷信教条、不
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就会像那个皇历迷一样,严重的话可能会
死人的,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墨守成规、迷信教条、不尊重
客观事实的好。

今天我看了一个有名的寓言――郑人买履。“古代郑国有个
人想买鞋。

他量了自己的脚做了尺码，却把它忘在家里了。他买鞋时发
现忘了尺码，就回家去拿。可是他拿来尺码的时候，集市已



经散了。”

虽然这是一个简短的故事，但是它向人们讲了一个重要的事
情――要相信事实，不要相信假象。

这个郑国人宁愿相信尺码，不相信自己的脚，就意味着愿意
相信假象而不肯相信事实。所以他是个愚人。

在这个寓言里，那个郑国人显得很可笑，但这个寓言正是通
过这样的一个滑稽的形象，对人们提出了一个警告。

要是你不用心，相信了尺码这个假象，你也会跟郑人一样愚
蠢了。这个教训不仅在古代，即使在现代也通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寓言对我们有很好的教育作用。

读了《郑人买履》这篇古文，我心里有了一些想法：有时，
我们就像文中的郑人一样，总是忘记一些事情，还有些死记
硬背。

我们总是忘记一些虽小，但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郑人一样“至之市而忘操之”。

对待这种情况，我就要仔仔细细地做题了。做完一道题，就
把它再上上下下认认真真地快速浏览一遍，确保没有错误才
继续作答。英语上，我会按照“公式”做填空题，这样基本
上就不会错了。

然而，我们做事也不能老是墨守陈规，要灵活多变。

当我碰到一些令我犹豫的题目――那些在我看来要改变公式
作答的题目，而我又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答案的题目时，
我总是去像郑人一样“宁信度”地套公式，但是这样换来的
是当初“无自信也”的后果----一个“x”。



其实做题的'时候，我应该揣摩一下老师出题时的用意：无非
是让我们活学活用。

郑人的脚比他量的尺码还精确，他却只相信尺码，买鞋子时
不用脚试一试。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我们总不能在晴天是还听信天气预报，带雨伞出门吧。

一些标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还是实际更正确。

《郑人买履》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做事不能墨守陈规，应灵
活多变。

一切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哦!

寓言故事郑人买履读后感篇四

这段时间，老师叫我们学习“弟子规”中的深刻道理，

至今仍在我心中记忆犹新。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这是一句能够深刻体现“孝”的语句。我

心里想着，自己平时是不是也这样做的'呢？就拿前几天那

件事情来说吧！

中午，我在画画，忽然，妈妈说:“吃饭了！”“马

上！”我应付了一句，过了一下，妈妈又叫：“快点！”

我有点不耐烦地说：“再等会儿！”直到妈妈发火我才不



情愿地跑去吃饭。

我的这种表现就没有符合“父母呼，应勿缓。”这句

话，但自从学习了这句话，妈妈叫我，我随叫随到，再也

不拖拉了。

还有一件事：我在看电视，妈妈叫我去倒垃圾，我很

不情愿，于是编了个借口，说：“我脚都麻了，你就帮我

倒一下吧！”妈妈知道我在找借口，直接拿着垃圾桶自己

去倒垃圾了。这也是我没遵守“父母命，行勿懒”。

不过现在好了，读了“弟子规”，我能把这些小事做

好，做老师的好学生，妈妈的好孩子，朋友的挚友。

“弟子规”伴我成长，健康快乐的生活。

寓言故事郑人买履读后感篇五

如果你去买自己的鞋，是事先量好尺寸，拿着样本去，还是
直接去试穿呢？肯定是去试穿，因为这样省事还能知道是不
是合脚。可《郑人买履》中的郑国人不这样想。

我不由想起最近看过的《刻舟求剑》中的楚人了。楚国人的
剑不小心从船中掉到水里，他在船边上刻记下掉下剑的位置，
说：“这儿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到岸后，这个楚国
人从他刻记号的地方跳到水里寻找剑，当然没有找到。船已
经航行了，但是剑不会随船前进啊。不知道变通，愚钝的人
会永远做愚钝的事。



我们都欣赏砸缸救人的司马光的善于动脑，都笑话那个不知
变通的郑国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司马光的善于思考善于变通，
不要像买鞋的郑国人和寻剑的楚国人一样被人笑话。《郑人
买履》这个故事让我知道做事情要学会变通。

《郑人买履》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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