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嗟来之食的读后感受(通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帮助!

嗟来之食的读后感受篇一

嗟来之食讲得是一个人由于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了的故事，
这篇文章，带给我极大的震憾，正象卢梭先生说的:“每一个
正直的人都应当维护自我的尊严”。一个人没有了尊严，将
如同行尸走肉，没有任何生存的'意义。

我想起了石油大王哈默，他年轻时，在一群难民中，用劳动
获得食物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尊严，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从而
改变了自我的命运。

想起了爱国少年中那个在法国轮船上十分贫穷，却维护国家
尊严，宁愿不理解铜币的那位十一岁少年。

想起了在街上双腿残疾却靠拉琴卖唱挣钱，不愿白收钱的老
大爷。

也想起了四肢健全却到处见人下跪来乞讨的青年人，人人见
他躲着走的情景。

尊严使人自敬，也使他人敬之。

嗟来之食的读后感受篇二

徐悲鸿曾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读完，我
感悟颇深。



主要写了齐国发生大饥荒，黔敖在大路旁边摆设了食物，施
舍给灾民。但有一个人因为黔敖侮辱性的施舍，不吃“嗟来
之食”，最后被活活饿死的故事。

读完这个故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尊严，当尊严受到挑衅
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在这
个故事中，我从那位衣衫褴褛，饿得少气无力的穷人身上，
感受到了“人穷志不短”的高贵品格。

在我的身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天，我和妈妈去书店
买书，在门口看见了一一个聋哑人摆着一张桌子在那写书画。
他的字是那么刚经有力，围观的群众都赞不绝口。妈妈也掏
钱买了几副字画，回家留作纪念。我们正要走时，来了一个
戴眼镜的年青人，穿着西服，一副很有钱的样子，只见他丢
下100元在桌子上便长扬而去。那个聋哑人拿起钱就追了上去，
咿咿呀呀指手划脚，手里拿着一副字画要送给他，意思
说:“我不要你的施舍，字画留给你作留念吧。”年青人不知
好歹，把字画扔在地上，嘴里还不停地叨叨。这时聋哑人拉
着他不放，两个人还争了起来，聋哑人把钱还给了他，年青
人毫无办法，知道自己错了，没有尊重他人的人格和劳动成
果。在众人的谴责下，他灰溜溜的走了。

不会尊重别人的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他。尊严是一种可贵的
品质，我们应该向中的穷人学习，做一个有骨气、有尊严的
人，因为尊严无价。

嗟来之食的读后感受篇三

《嗟来之食》主要讲了位饥民，他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保卫了自己尊严的事。读了这篇课文，我有许多感触。

我认为文中的那个人做得对，不应该接受黔敖的施舍，因为
他如果吃了嗟来之食，就丢掉了自己的.尊严。如果我遇到那
种情况，在尊严和诱惑的抉择之处，我也会像他一样，保卫



自己的尊严，宁可饿死也不接受那侮辱性的施舍。徐悲鸿说
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里的傲骨就是自
尊、尊严。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尊，那人们就会看不起他，走
到哪里都会被人们指责，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俗话
说：“树活一张皮，人要一张脸”与其一辈子抬不起头，还
不如一了百了。再说了，就是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不能遗臭
万年，被后人耻笑。

历史上也有许多人用实际行动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比如：鲁
迅的铮铮傲骨，他“横眉冷对千夫指”，频频向反动当局和
一切恶势力挥去他的“投枪”，他的傲骨简直是金石铸成的；
还有革命英雄叶挺，他当时被关在牢里，他知道只要当叛徒
就可以活着出去，可他坚决不从，因为他明白，当叛徒就会
出卖同志，违背自己的信仰，也会失去尊严，所以，不能低
头。

当然，不只这两个人，革命事业当中，无数的革命先烈用自
己的行为把尊严演绎得无比崇高。尊严使人不再丑陋，尊严
让美丽成为永恒。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吧！

嗟来之食的读后感受篇四

我读完《嗟来之食》后，我认为“饿者”的做法并不理智。
虽然他十分重视尊严，但是毕竟生命才是第一位的，如果吃了
“嗟来之食”，后来依旧可以保持尊严，只要活着就可以弥
补。但是如果不吃“嗟来之食”，就会饿死，既不会青史留
名也不会被人尊敬，因为黔敖是道歉了的，说不定还会被后
人误以为是瞧不起黔敖。当时只要换个角度就可以了，他是
个死脑筋，一味保卫自己的'尊严，而黔敖已经道歉了，“饿
者”还不肯吃，吃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以后把它弥补了就是，
打个比方，比如韩信吧，他还不是忍受了“胯下之辱”，在
后来自己洗清了受的侮辱，成就了一番事业。再对比一下，
清洗罪名，青史留名和一味保卫尊严最后饿死哪个更有意义
呢？不用说，是韩信的做法。



所以我认为“饿者”的做法不对，应该吃“嗟来之食”。

嗟来之食的读后感受篇五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齐国发生大荒饥，一位少气无力、昏昏沉
沉、跌跌撞撞的齐国人，宁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事。

故事中的富人敖在路边摆了食物，施舍给灾民；他的这种做
法我很赞同，可是他没有想过“嗟来之食”是对别人的不尊
重。那位挨饿的齐国人为了尊严，宁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
食”。

如果我是文中挨饿的齐国人，我遇到这种情景也不会吃“嗟
来之食”。因为“嗟来之食”是对别人的侮辱，人们为了尊
严，也宁肯不吃“嗟来之食”饿死。

在生活的道路上，不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低头，永
远不要丢掉自我的尊严。这是走向成功之路最重要的条件。

嗟来之食的读后感受篇六

每个人都有自尊，每个人都会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自尊是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标志，是民族腾飞的象
征。

这几天，我们上课学了《嗟来之食》一文，感触很深。课文
讲述了一个人为了尊严，而失去生命的。

是这样的，有一年齐国闹饥荒，一个富人在路边上摆了食物，
施舍给灾民。这时，过来一个人，富人便吆喝：喂!来吃吧!。
那人拒绝了富人的施舍，没吃这碗饭，结果饿死了。

在我认为，那人做的对，不应该吃富人施舍的饭。一个人活
着是为了自尊和骨气，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你可以去



批评一个人，但是不可以去侮辱一个人。在困难和诱惑面前，
们不能低头，也不能吃别人的软饭，一时失败和困难不可怕，
怕的是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与骨气。如果一个人连骨气都没有
了，那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生存就没有一点儿意义。

们现在是学生，那怎么样才算有尊严呢?不去干不仁不义的事
是有尊严的;在校园、教室内，看到有垃圾主动捡起来放入垃
圾箱是有尊严的;轮到自己值日不逃跑是有尊严的;上课认真
听讲是有尊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