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楚庄王纳谏读后感 邹忌讽齐王纳谏
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楚庄王纳谏读后感篇一

邹忌身高八尺开外，风流倜傥。有一天，他问自己的老婆："
夫人，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漂亮？"老婆说："老公，您比他漂
亮100倍，徐公怎么敢跟你比啊！"

邹忌又问他的小妾："亲爱的，我跟城北的徐公谁更有魅
力？"小妾颤颤巍巍地说："夫君，徐公当然不如你有吸引力
了。"

这时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嗨，老王，你倒是说说，我跟城北
的徐公谁更英俊潇洒一点呢？""徐公啊！他给你拎鞋都不配。
"

第二天，徐公突然到家里来了。那身板，那脸蛋，快赶上了
潘安。邹忌这才明白，原来妻、妾和客人是言不由衷啊！

妻子说假话，是因为她爱自己；妾说假话呢，是怕自己；而
客人说假话，则是有求于自己。

这样一想，坏了："我听信了假话倒没什么，可是大王听信了
假话，对国家和社稷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损失。"



于是，邹忌赶紧上朝拜见齐王："您的爱妃们爱您，大臣们怕
您，其他诸侯国有求于您，光给您灌迷魂汤，这样您受到的
蒙蔽就太多了。"

此时的齐王是齐威王，姓田，刚刚代替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
公不久，非常能听得进去意见。他大腿一拍，"对啊！我怎么
没想到！"赶紧号召大臣、百姓们给自己提意见，当面提意见
的大赏；书信提意见的中赏；背后议论，被他听见的小赏。
一时间门庭若市，大家纷纷献言献策，在这些好的方针政策
的指引下，齐国国力渐渐强盛。

邹忌在历史上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一方面他因为敢于革新
而使国家富强；另一方面，随着孙膑等人的崛起，他又有些
嫉贤妒能，但在向齐王纳谏这一件事情上，他立下了汗马功
劳，值得肯定。

《邹忌讽齐王纳谏》这则故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国家要
富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开拓思维，积极献言献策。国家
也应该鼓励我们广开言路，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不扣帽子，
不打板子。

衷心祝愿祖国的明天越来越美好！

楚庄王纳谏读后感篇二

《邹忌讽齐王纳谏》阐述的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人要有自
知之明。

邹公高大美貌的身材与徐公比，得出三种相同的答案：“君
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徐公何能及君也”“徐公不若君
之美也”。在周遭的赞美声中，邹公没有陶醉，迷失自我，
而是善于反思，认识自我，坚持内心。“吾妻之美我者，私
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一个人能在别人一再表扬之下，躬身自省，真令人刮目相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邹忌在问美、比美、思美的过程中，
能够敢于反思，认识自我，在阿谀奉承重重表象面前具备了
清醒的头脑，保持了高度的自知之明，与曾子的三省吾身有
异曲同工之妙。

而齐威王从邹忌的故事中悟到的结果仍然是“自知之明”。
今天，面对这位勇于纳谏的齐王，既佩服他的大智，也赞赏
他的风度。一个封建时代的帝王，面对下属的进谏能够虚心
接纳，指陈弊病，广开言路，不仅言者无罪，反而重赏，这
等气度和胸怀，实在令人感奋不已。

可见，人贵有自知之明，要明己之长短，知己之斤两。不因
过去有些许小成就而沾沾自喜，实事求是地估计比较与同行
之间的差距，不至于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唯我独能，盲目
地小瞧他人。也不会在奉承话面前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迷
失本性。

楚庄王纳谏读后感篇三

高中时代，我曾经抑扬顿挫背诵过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
二十年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古文，亲切感油然而生，更
深的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这篇古文主要讲了：邹忌与齐国的美男子徐公比美中悟出了
治国的道理，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王，用委婉曲折的'言词进
行规劝，使齐王广开言路、修明政治、励精图治、一鸣惊人，
自此齐国一天比一天强盛，后来，燕国、赵国、韩国、魏国
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拜见于齐国。正所谓在朝廷上战胜敌
国的效果。

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代君主为成就一番霸业，



身边总有几位敢进谏的大臣；但劝谏能否有效，一是看君主
是否贤明，二要看谏者是否注意了进谏的艺术。“良药苦口
利于病”，齐威王的政治开明与邹忌的独出心裁的劝谏艺术
是分不开的。

屈原投江，伍子胥自刎，司马迁被宫刑，皆因不注意进谏的
艺术，导致身首异处。()开明君主唐太宗，也曾经被魏征气
得扬言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由此可见，能够将“忠
言”加以包装使之“顺耳”的确是一门艺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今和平共和时代，
建言建议者不必再担心因言获罪。在金创股份，职工提建议
无须像邹忌那样拐弯抹角，有什么治企良策尽可以畅所欲言，
很多技术人员、普通职工提出的建议，都得了采纳。获得合
理化建议奖的能够被公司评为技术员或者更高的职称，享受
相应的待遇。说得不对的，也绝不会追究建议者的“责任”，
邹忌的“包装艺术”再也没有了市场。

楚庄王纳谏读后感篇四

邹忌的讽谏真的使齐国焕然一新了吗？或许作者只是美好的
愿望，这样的故事似乎在过去和现在都行不通。

齐王遭受如此之深的蒙蔽，难道几次进谏就能有个好的结局
呢？屈原不想楚王再昏庸下去，多次进谏，而正是奸臣专权
把屈原一逐再逐，最后无奈纵身大江。这是同时期的事实。

苏东坡也想学邹忌，也和屈原一样多次进谏。遭受蒙蔽的大
王旁总有奸臣，他所受到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折磨。岳飞不
也是因为忠心耿耿，被奸臣暗算，连下十二块金牌把他的愿
望断送。这是后来的事实。

为什么邹忌的故事显得如此的荒谬，那么这幕后的黑手究竟
是谁？显然，是奸臣，是小人。不妨可以这样想想，齐王即



使一直乐于纳谏，那么奸臣和小人不也会“进谏”吗？那么，
齐王听了他们的“劝谏”，结果不也是和历史相同吗？进谏
得赏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奸臣成为和珅，永远扼制不了黑手的
阴谋。

所以，除了进谏得赏之外，邹忌、齐王，齐国的百姓还有很
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要有一套百姓参与的督察机制。也就是有人管奸臣，
不只是乐于纳谏的“齐王”。当有一套完整的督察机制开始
运转的时候，必然就会有人检举奸臣，“齐王”纳谏便有了
一定的作用和效果。

第三，“齐王”需要做到真正的纳谏，政府的努力是达到美
好愿望的前提。

最后，大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和举报意识。这必定要有精神
上的奖励与物质奖励的促进，这便是精神奖励的作用。

由此观之，只有进谏得赏是不行的，邹忌和齐王要做的事情
不也是我们目前需要做的吗？

楚庄王纳谏读后感篇五

我们学过《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邹忌从自己的妻子
爱我，妾畏我；客有求于我，并发现了问题，向齐王说自身
问题并向齐王说这件事及其原因，齐王接受他的意见并改正，
最后战胜于朝堂之上。

是啊！齐王这种自己听别人意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应该接受吸收别人给自己的建议，这好比在一块石头中
剔除无用的杂质一样。我们接受别人意见，就应该改正，在
国共内战时期，红军就因为没有听毛泽东的话而导致全军的
崩溃。最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进行长征，保存了革命的星星



之火。在楚汉争霸时，楚霸王是何其威风，有力举千斤的力
气，而就是因为不听自己手下谋士的意见，最后自刎于乌江
边上；而他的刘邦呢！他没有霸王的才气，没有霸王带兵的
智谋，他只是因为听取萧何的意见，让韩信带兵，打下了汉
朝的万里江山。

我们也应该学习邹忌说话的方式。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不一定逆耳，如邹忌向齐王进谏时，
他只是用自己的经历来提示齐王他自己也蒙受骗了，从而使
齐王自知受骗并改正自己的不足。我们在以后工作时也应该
用婉转的话，当自己发现自己上司的错误时，我们用婉转的
话提醒自己上司，使他明白自己的错误，而保全了他的面子，
会是他对你有好感；如果你直言向你上司提出他的错误，那
样可能使你的上司觉得自己丢掉了面子，会记恨你，给你小
鞋穿。即使是当前胜利了，以后也可能会报复你，我们这样
做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所以我们要向齐王那样善于接纳别人给自己的建议或者自己
的不足；也要学邹忌那样说话的方式，那样我们做事可能会
更加地顺利。我们要善于听取别人给自己的意见，使自己不
足给“刷”出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完美，使自己更加地充实。
我们说话的技巧也可能使我们的命运更加地平坦，不像山那
么峻不易攀爬。

最后，我呼吁所有的学生，我们要善于听取别人给自己的意
见，并且要改正自己的缺点。我们向别人提建议时要注意自
己的说话技巧。要提醒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也不损伤他的
面子，那样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直接说，那
样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就算他知道自己错了，也不会改。所
以我们要善于接纳别人的意见。海纳百川，最后使自己成功，
我们说话技巧也十分的重要，我们始终要善于纳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