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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是
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读《中国古代寓言》有感，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新学期里，按照老师的要求，我每天坚持读一篇课外文章,养
成好的阅读习惯。在我读的众多的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中国古代寓言》。这本书内容简洁，每一个故事看似浅显
易懂，但细细读来都写满智慧，书中的.故事有批评、有赞扬、
有讽刺、有歌颂，告诉了我们许多的人生哲理。

形形色色的故事各自隐含的道理也截然不同:有的告诉我们做
人不要狂妄自大,更不能好高骛远——《望洋兴叹》；有的让
我们看事物要懂得去看到它的本质，不能够盲目地去追捧一
些事物——《叶公好龙》；还有的告诉我们只要持之以恒，
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愚公移山》。这本书中，我最喜
欢的寓言故事是《楚厉王打鼓》。

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是说西周时期的楚厉王在位时，每当遇
到紧急的敌情，就会命人击鼓，把老百姓火速召集起来守城。
有一次，楚厉王喝醉了酒，酒意朦胧地敲起了鼓。百姓们听
到鼓声以为出现了紧急的敌情，马上集合起来去守城。楚厉
王清醒后，却若无其事的跟百姓说是因为喝醉了酒，敲响了
鼓。过了几个月，真的有敌人入侵楚国。这次，不管楚厉王
怎么击鼓发警报，百姓们都以为是楚厉王喝醉酒敲着玩的，
因此没有赶去守城。经过这次教训以后，楚厉王改变了原来



的号令方式，重新颁布了新的报警信号，老百姓这才相信了
他。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信用是很宝贵的财富，要做一个诚信的
人，当我们数次失信于人时，就很难再取得他人的信任了。
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国家的君主来说，如果失信于民，无
异于自取灭亡。我们要知错就改，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中国古代寓言》让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同时也让
我领悟了许多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德国作家歌德说过这
样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作
为三年级的我，以后要读更多的好书，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
地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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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梭，宝宝一天比一天大了，仿佛只是一眨眼间，就会
跟着我们咿咿呀呀学说话了，开始对书籍感兴趣，会一页一
页地翻书了，作为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思忖着，过段日子
就要教宝宝学说话了。然而作为新手妈妈，对于如何教会孩
子学说话，无从下手。

家里早早就备下了挂画识字书，每天带着宝宝来学习几次拼
音，希望她发音标准，然而宝宝学习兴趣不浓厚，妥妥的摆
设，叹气！

赶紧跟单位前辈请教，前辈建议我不要过于紧张和焦虑，幼
儿期学语言跟小学生系统学习是不一样的，不需要照本宣科
从“a、o、e”学起，最好的方法就是磨耳朵，听得多了就自然会
说了。

我如获至宝，赶紧买了个早教机，设置好课程，定时给孩子
讲故事听歌谣，一段时间以后，宝宝会跟着发几个音了，不



过在尝试跟她对话的时候，发现她对于“话”的意思并不清
楚，典型的“只知其音不知其意”，我这才意识到，必须将
声音和图片或者玩具结合，让孩子有一个形象化的认知。

把故事里“人物”具体化，用玩情景剧的方式，跟孩子讲故
事，或者，给孩子看绘本，给孩子讲故事，这下效果好多了，
宝宝看着玩具能认出玩具，会努力说玩具的名字，我为此买
了不少玩具和启蒙书籍，积攒了一些心得。

这本《中国古代寓言》买的时候是瞧见封面上写着“语文特
级教师推荐”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建议阅读”，觉得
非常好，就拿来先看了。

个人觉得，这本书《中国古代寓言》有优点也有缺陷，优点
是句子很优美，具有文学性，对于培养孩子的语感特别好，
字体也是标准的正楷字，也方便孩子以后学习写字，有声注
音版发音标准，适合老人在家给孩子播放，避免孩子从小有
口音不好纠正；缺点是内容比较深，适合大一些的孩子，纸
张也容易撕破，我个人觉得童书还是应该比较厚实些。

要特别说明一下，基本上每一篇寓言故事后面都会有一个寓
意点拨，有助于引导孩子发散思维，我会考虑在孩子4岁左右
跟她详细地解说，教她拼音的时候用到这本书。

和孩子一起成长，做好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觉得自己肩膀上
的责任很重，所幸现在的工具书真的很详实，选对了可以省
下一大半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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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叫吐的人，经营宰牛卖肉的生意，由于他聪明机灵，
经营有方，因此生意做得还算红火。

一天，齐王派人找到吐，那人对吐说：“齐王准备了丰厚的



嫁妆，打算把女儿嫁给你做妻子，这可是大好事呀!”

吐听了，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连连摆手说：“哎呀，不行
啊。我身体有病，不能娶妻。”

那人很不理解地走了。

后来，吐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奇怪，吐怎么这么傻呢?
于是跑去劝吐说：“你这个人真傻，你一个卖肉的，整天在
腥臭的宰牛铺里生活，为什么要拒绝齐王拿厚礼把女儿嫁给
你呢?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吐笑着对朋友说：“齐王的女儿实在太丑了。”

吐的朋友摸头不知脑，问：“你见过齐王的女儿?你何以知道
她丑呢?”

吐回答说：“我虽没见过齐王的女儿，可是我卖肉的经验告
诉我，齐王的女儿是个丑女。”

朋友不服气地问：“何以见得?”

吐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就说我卖牛肉吧，我的牛肉质量好
的时候，只要给足数量，顾客拿着就走，我用不着加一点、
找一点的，顾客感到满意，我呢，惟恐肉少了不够卖。我的
牛肉质量不好的时候，我虽然给顾客再加一点这、找一点那，
他们依然不要，牛肉怎么也卖不出去。现在齐王把女儿嫁给
我一个宰牛卖肉的，还加上丰厚礼品财物，我想，他的女儿
一定是很丑的了。”

吐的朋友觉得吐说得十分在理，便不再劝他了。

过了些时候，吐的朋友见到了齐王的女儿，齐王的女儿果然
长得很难看。这位朋友不由得暗暗佩服吐的先见之明。



有些事情虽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但道理是相通的，如果吐不
是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去举一反三地思考生活中的现象，那说
不定就会要娶回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丑妻了。

山鸡天山美丽，浑身都披着五颜六色的羽毛，在阳光的照耀
下熠熠生辉、鲜艳夺目，叫人赞叹不已。山鸡也很为这身华
羽而自豪，非常怜惜自己的美丽。它在山间散步的时候，只
要来到水边，瞧见水中自己的影子，它就会翩翩起舞，一边
跳舞一边骄傲地欣赏水中倒映出的自己那绝世无双的舞姿。

魏武帝曹操当政的时候，有人从南方献给他一只山鸡。曹操
十分高兴，召来了有名的乐工，为他奏起动听的曲子，好让
山鸡跳舞歌唱。乐工卖力地又吹又打，可是山鸡却一点都不
买账，充耳不闻，既不唱也不跳。曹操的手下人拿来美味的
食物放在山鸡面前，山鸡连看都不看，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
袋走来走去。就这样，任凭大家想尽了办法，使尽了手段，
始终都没办法逗得山鸡起舞。

曹操非常扫兴，气恼不已，斥责手下人说：“你们这么多人，
连一只山鸡都对付不了，还怎么做大事!”

曹操有一位十分钟爱的小儿子，名字叫作曹冲。曹冲自幼聪
明伶俐，又博览群书、见识渊博。这时候，他动了动脑子，
有了主意，于是就走上前对曹操说：

“父王，儿臣听说山鸡一向为自己的羽毛感到骄傲，所以一
见到水中有自己的倒影，就会跳起舞来欣赏自己的美丽。何
不叫人搬一面大镜子来放在山鸡面前，这样山鸡顾影自怜，
就会自动跳起舞来了。”

曹操听了拍手称妙，马上叫人将宫中最大的镜子抬过来，放
在山鸡面前。

山鸡慢悠悠地踱到镜子跟前，一眼看到了自己无与伦比的丽



影，比在水中看到的还要清晰得多。它先是拍打着翅膀冲着
镜子里的自己激动地鸣叫了半天，然后就扭动身体、舒展步
伐，翩翩起舞了。

山鸡迷人的舞姿让曹操看得呆了，连连击掌，赞叹不已，也
忘了叫人把镜子抬走。

可怜的山鸡，对影自赏，不知疲倦，无休无止地在镜子前拼
命地又唱又跳。最后，它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倒在地
上死去了。

山鸡的确美丽，但它的虚荣心也实在太强了，以致于受人愚
弄。我们可不能让虚荣心、好胜心战胜了理智，否则就会遭
到惨败。

齐景公得了肾炎病，已经十几天卧床不起了。这天晚上，他
突然梦见自己与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败下阵来，惊醒后竟吓
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晏子来拜见齐景公。齐景公不无担忧地问晏
子：“我在昨夜梦见与两个太阳搏斗，我却被打败了，这是
不是我要死了的先兆呢?”晏子想了想，就建议齐景公召一个
占梦人进宫，先听听他是如何圆这个梦，然后再作道理。齐
景公于是委托晏子去办这件事。

晏子出宫以后，立即派人用车将一个占梦人请来，占梦人问：
“您召我来有什么事呢?”晏子遂将齐景公做梦的情景及其担
忧告诉了占梦人，并请他进宫为之圆梦。占梦人对晏子
说：“那我就反其意对大王进行解释，您看可以吗?”晏子连
忙摇头说：“那倒不必。因为大王所患的肾病属阴，而梦中
的双日属阳。一阴不可能战胜二阳，所以这个梦正好说明大
王的肾病就要痊愈了。你进宫后，只要照这样直说就行
了。”



占梦人进宫以后，齐景公问道：“我梦见自己与两个太阳搏
斗却不能取胜，这是不是预兆我要死了呢?”占梦人按照晏子
的指点回答说：“您所患的肾病属阴，而双日属阳，一阴当
然难敌二阳，这个梦说明您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齐景公听后，不觉大喜。由于放下了思想包袱，加之合理用
药和改善饮食，不出数日，果然病就好了。为此，他决定重
赏占梦人。可是占梦人却对齐景公说：“这不是我的功劳，
是晏子教我这样说的。”齐景公又决定重赏晏子，而晏子则
说：“我的话只有由占梦人来讲，才有效果;如果是我直接来
说，大王一定不肯相信。所以，这件事应该是占梦人的功劳，
而不能记在我的名下。”

最后，齐景公同时重赏了晏子和占梦人，并且赞叹道：“晏
子不与人争功，占梦人也不隐瞒别人的智慧，这都是君子所
应具备的可贵品质啊。”

在名和利面前，晏子与占梦人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不夺
人之功，也不掠人之美，真诚谦让，这种君子之风值得后人
效法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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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有一个叫王戎的人，他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智慧过
人，遇事爱开动脑筋，仔细分析，先思考好了再动手做事。

有一次，小王戎和一群同村的小孩子们一起出去玩。大家打
打闹闹的，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村外。

孩子们越跑越远，一直到了郊外的路边。一个眼尖的孩子忽
然发现了什么，抬起手臂指着不远处说道：“喂，你们看哪，
那边好像是一棵李子树，上面还结有果实呢?”



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跑过去一看，呀，真的是一棵又高又大
的李子树，而且上面结满了熟透的李子，压得树枝都弯了，
一个个李子鲜红鲜红的，好像就要滴出汁水一样，十分诱人。

孩子们见了满树的熟李子，想起李子那又甜又酸的味道，馋
极了，一个个直往肚里咽口水，巴不得马上吃到它。

领头的孩子招呼了一声：“喂，快上树去摘李子吃啊，还等
什么呀!”

大家欢呼了一声，挽起袖子和裤腿，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
争先恐后地向树上爬去，摘了好多的李子，用衣襟兜住。

可是王戎却仍然站在原地没动，他转动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
睛，好像在想些什么。

小孩子们都觉得很是奇怪，大声地问他说：“王戎，你还呆
在那里干什么，李子这么多，我们根本就摘不完，你快点过
来呀!”

王戎开口说道：“你们不觉得有点奇怪吗?这棵李子树就长在
路边，果实都熟透了，来来往往过路的人那么多，却没有多
少人去摘，到现在，果实还挂满枝头，所以依我看，这棵李
树上结的果子一定是苦的。”

小孩们将信将疑地拿起刚摘下的李子放到嘴里去尝了尝，马
上就都“呸呸”地吐了出来，这李子果真又苦又涩，难吃到
了极点。于是，大家都对王戎的善思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见，我们在面对新鲜的诱惑时，千万不要盲目地相信似乎
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应该多长几个心眼，冷静地分析，才能
作出正确的选择。

李廷彦是宋代的一个小官吏，他常常喜欢写诗作赋，舞文弄



墨。由于他水平不高，常因故弄玄虚而遭人讥笑。

一次，李廷彦诗兴又起，他提笔似乎一发不可收，竟洋洋洒
洒写下一百韵。他得意洋洋地将写好的百韵诗献给他的上司
欣赏，想在上司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以博得上司重视。

这位上司颇为认真地打开百韵诗，刚刚看了几句，不觉鼻子
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他把李廷彦叫到跟前，摇着头，指着
诗句，唏嘘不已，连声说：“真悲惨，真悲惨!”

李廷彦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内容这么让上司伤心。上司指
着诗句对李廷彦说：“你看这里，你看这里。”

李廷彦一看，那两句写的是“舍弟江南殁(mo)，家兄塞北
亡。”

上司接着说：“没想到你家里屡遭灾祸到这般地步，怎不早
告诉我，直到现在写在诗里让我知晓呢?”

李廷彦满心羞愧，红着脸站起身，一边摇头摆手一边解释说：
“大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其实我家里什么事也没有发
生，我只是为了诗句的对仗工整罢了，您可千万别以为这是
真的啊!”

上司十分扫兴，似乎被愚弄了似的，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把百韵诗还给了李廷彦。

有些无聊文人，喜欢装腔作势，无病呻吟，写文章一味追求
形式的虚美，竟到了自我诅咒的地步，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有一个叫柳冕的秀才，由于几次应试都没中，因此他最怕听到
“落”、“落第”一类的字眼，连这类的同音字也不让说。
谁要是犯了他的忌讳，他便大发脾气，出言不逊跟别人争。
要是他的仆人误犯了忌讳，他还会鞭棍相加，搞得仆人跟他



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可是越害怕就越紧张，越
容易出错。

这一年，柳冕去省城应试。他骑着马，仆人挑着行李书籍随
他一同赶路，忽然，一阵风吹来，柳冕的帽子吹落在地，仆
人慌忙跑着去拾帽子，并大声说道：“主人慢走，主人停下，
您的帽子落地了!”这柳冕心头一惊，因“落地”正好与“落
第”同音，他好不生气，用马鞭怒指仆人说：“狗奴才，胡
说八道!不准说‘落地’，这叫‘及地’(谐音“及第”)!记
住了吗?再瞎说看我不揍你!”仆人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一边
将帽子给主人戴上，一边说：“主人，这回把帽子戴牢一些，
就再也不会及地了!”

这秀才一听更生气了，一鞭子便打到仆人身上，仆人被打得
糊里糊涂，不知又是犯了什么讳，无奈，只好忍气吞声，自
认倒霉。

秀才来到省城参加应试，过了一段时间，考试发榜了，他急
忙打发他的仆人前去看榜。仆人来到发榜的地方，将榜上姓
名从头到尾看了三个来回，就是不见“柳冕”两个字，仆人
知道这回秀才又“落”了，可是回去怎么对主人说呢?因为主
人是最恨那个“落”字。仆人想去想来，忽然想起秀才平日
里绕开“落”字而用其他字替代的办法，比如说，秀才常
把“安乐”(“乐”音同“落”)说成“安康”，用“康”代替
“乐”，于是仆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合适的字来。

仆人回到住处，一进门，秀才立即满面春风迎上去问：“喂，
我考中了吗?”仆人低着头，小声应道：“主人，您‘康’了。
”

柳冕自然明白这“康”字的意思，他唯恐仆人再说出
那“落”字，便赶紧打发仆人出去。

秀才心虚，忌讳颇深，可是事实总是事实，你承不承认，它



总是明明摆着的事实，即使不说“落地”，那也只能是自欺
欺人，一种虚假的遮掩。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手抄报篇五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有很多寓言故事构成的，书中的每
一个寓言故事看似很通俗，但却都躲藏着一个深刻的事理，
这个事理就是我们要进修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一本
惹人深思的好书。

书中，我最喜好的一个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故事的原文是：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也，解柱折颈而死。因耜其
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成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这则
寓言幸辣的嘲讽了那一些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抱着
侥幸心理妄想不劳而获。像如许的寓言还有掩耳盗铃，拔苗
滋长等。掩耳盗铃比方掩耳盗铃，拔苗滋长比方欲速则不达，
这些寓言虽然都只是人们编造出来的，但却又让人感觉非常
实在，从中的事理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核心思惟其实就是儒家教思惟，忠义仁
孝小弟为核心，教育我们有个好的质量，读完了这一本书后，
更今我感应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湛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魅
力地点。

寓言，就是把一些难以理解的寄意写成一个个故事，让人么
去读懂。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收集了很多寓言，让大师只需读
一本书，就能够大白很多事理。

整本书中，讲的最多的就是要连合友好，互帮合作。如《守
规律的海鸟》这篇文章，里面讲了一种海鸟，这种海鸟很傻，
还很笨拙，但他们注重一群一群勾当，很守规律，一路飞，
一路睡，就连吃工具也一路吃，从不抢先，所以，没人敢危
险它们，可见，连合友好何等主要啊。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故事，很多寓言，这都是前人聪慧结晶，
让我们去好好读一读吧！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手抄报篇六

一天，林子在横水边散步。这河水平静如镜，清澈见底，有
两位老汉在河边钓鱼，他们一人蹲在一块石头上，神情十分
专注。

这时，林子看到其中一老汉一次又一次地起竿，不断地将钓
上来的鱼放进鱼篓里;而另一位老汉的鱼篓里却空空的，他一
条鱼也没钓到。这位没钓到鱼的老汉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跑
到那位钓鱼多的老汉身边，对他说：“老哥，您已钓了这么
多的鱼了，而我，从一早到现在连一条鱼也还不曾钓到。咱
俩用的鱼食一样多，钓钩下去一样深，可是结果却完全不一
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位钓鱼多的老汉说：“您是问我钓鱼的方法吗?其实也没有
什么特别的方法。只不过我有这样一些体会：比如说，在我
开始放下钓钩时，我心里想的并不是钓鱼这件事，因此，我
不急不躁，我的眼睛也很平和而不是四下搜索张望，我的神
情也不变，鱼就放松了戒备，忘记了我是钓鱼人，它们在我
的钓钩旁游来游去，因此很容易上钩，我也就容易钓到鱼。
我看你呀，就不像我这样，而是心里老想着鱼，心情十分急
切，眼睛老看着游来游去的鱼，这样你的神情变化太多太明
显，鱼看到你这副神态，它们会十分紧张，自然都被吓跑了，
那又如何钓得到鱼呢?”

经这么一开导，这位老汉才恍然大悟。于是他按那位老汉说
的去做，静下心来，全神贯注。果然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也
接连钓上来好几条鱼。

林子始终在一旁观察。他听到那位老汉的一番话，深有同感
地叹道：“他说得好啊!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一定得认真



专注地按规律办事啊!”

两个老汉钓鱼，外部条件一样，可是方法不一样，结果就不
一样。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得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按
规律办事，才能有好的效果。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手抄报篇七

从前有一个人出门，带了一些李子路上吃。他一路走一路津
津有味地嚼着李子，一会儿就吃完了，只剩下几个李子核。
把李子核扔到哪里去呢？这人一抬头，见旁边几步路远的地
方有一棵桑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树干上有一个大洞，
里面已经空了。于是他就把核顺手扔进了树洞里。想了想，
又弄来些泥土填进树洞将李子核种上。他这样做倒也并不是
为了种出李子来，只是一时好玩罢了，种完就走了，也没有
当成一回事。日子一长，他也慢慢地把这回事给忘了。

再说那被种下的李子核，天下雨时便得到雨水的滋润，在树
上栖息的鸟儿拉的粪便成了天然的肥料，时间长了，竟真的
发出芽来，长成了一棵李树。有人见到桑树里长出了李树，
觉得很神奇，就把这怪事告诉了周围的人。

有个害眼病的人听说了，认为这棵李树可能是一棵神树，就
拄着拐杖探索着来到李树下，向它许愿说：“李树啊，您如
果能保佑我的眼疾消除，我就献给您一头小猪。”他一说完，
就觉得眼睛疼得没那么厉害了。又过了些天，他的眼睛竟慢
慢变好了。他高兴极了，逢人就说：“桑树里长出的那棵李
树治好了我的眼睛，果真是一棵神树啊！”然后又准备了小
猪，叫人敲锣打鼓地抬到李树下去还愿，附近的人都来看热
闹，大家都知道了这棵李树是神树。

就这样，“神树”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远近的人就都
知道了，而且越传越神：“那棵李树能让瞎子重见光明
呢！”“那棵李树可以医好百病呢……”人们都带着祭品慕



名而来，祭拜这棵“神树”，希望它保佑自己。

过了一年多，当年那个种李树的人又经过这里，听说了“神
树”的事，又见到大家争相祭拜它的盛况，就到树边去看个
究竟。这一看不要紧，他不禁哑然失笑：“这棵树是我一年
前种下的呀，有什么神奇的呢？”

种树人一语中的，“神树”不神，不过是大家捧出来的罢了。
那个害眼病的人病好了只是偶然的`，或者根本就只是他自己
的心理作用帮他医好了病，哪里又是李树保佑的呢？我们遇
到非同一般的现象，不要盲从轻信，要以冷静的头脑仔细分
析推测，做出科学的解释。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手抄报篇八

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人应该怎样做。这本书中虽然都
是一些古代的寓言故事，但是后面的话却是句句有理。

这本书中的故事很多。例如：叶公好龙、刻舟求剑、狐假虎
威等等、井底之蛙。

这本书交给我们的道理很多：刻舟求剑的道理是：不要老是
停留在一个地方思考，要学会换位思考。

井底之蛙的道理是：井底的青蛙目光短浅，要学会把眼光放
得长远一些。

我看完书时就想：我以后一定不能想井底下的青蛙一想，目
光短浅，我要做一个目光长远的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手抄报篇九

三国时候，魏王曹操有个小儿子，名字叫作曹冲。曹冲自幼
聪明伶俐、智慧过人，深得曹操的宠爱。曹冲做事爱开动脑



筋、勤于思考，才只有五六岁的年纪，就可以想出办法来解
决一些连大人都束手无策的问题。

有一天，吴王孙权派人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作为礼物。北
方是没有大象的，曹操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庞然大物，心下很
是好奇，就问送大象来的人说：“这头大象究竟有多重
呢？”来人回答：“鄙国从来没有称过大象，也没有办法称，
所以不知道大象有多重。早就听说魏王才略过人，手下谋士
众多，个个都智慧超群，请您想个办法称称大象的重量，也
让我等领教一下北方大国的风范。”

曹操顿时明白这是孙权给他出的一道难题，他可绝对不能丢
这个面子，让国威受损。于是他召集群臣，传令下去：能称
出大象的重量的人，重重有赏。大家都绞尽了脑汁，苦苦思
索。有人说要做一杆大秆，曹操反驳说就是做出来了，也没
有人能提得动啊。有人说要把大象锯成一块块地零称，曹操
斥责说怎么可能把吴国送的礼物毁坏成这样呢。人们你一言
我一语，就是没人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就在大伙儿都一筹莫展之际，小曹冲忽然走到曹操身边说道：
“父王别着急，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先把大象牵到船上，在
船帮齐水处作个记号，再将大象牵走，把石头运到船上去，
一直到船到达先前作的记号为止，这时石头的重量就和大象
的重量相等了。然后，我们再把石头分别称一称，把这些重
量加起来，不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吗？”

曹操听了大喜，众人也对曹冲的聪慧赞叹不已。就这样，大
象的重量终于被称出来了。

两千多年前，幼小的曹冲就有这样惊人的智慧，怎不叫人称
赞。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事要多动脑筋，经常
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使人变得越来越聪明。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手抄报篇十

山上有座小庙，庙里有个小和尚。他每天挑水、念经、敲木
鱼，给观音案桌上的净水瓶添水，夜里不让老鼠来偷东西，
生活过得安稳自在。

不久，来了个长和尚。他一到庙里，就把半缸水喝光了。小
和尚叫他去挑水，长和尚心想一个人去挑水太吃亏了，便要
小和尚和他一起去抬水，两个人只能抬一只水桶，而且水桶
必须放在扁担的中央，两人才心安理得。这样总算还有水喝。

后来，又来了个胖和尚。他也想喝水，但缸里没水。小和尚
和长和尚叫他自己去挑，胖和尚挑来一担水，立刻独自喝光
了。从此谁也不挑水，三个和尚就没水喝。

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面前的净水瓶也没人
添水，花草枯萎了。夜里老鼠出来偷东西，谁也不管。结果
老鼠猖獗，打翻烛台，燃起大火。三个和尚这才一起奋力救
火，大火扑灭了，他们也觉醒了。

从此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水自然就孔融让梨的故事

东汉鲁国，有个名叫孔融的孩子，十分聪明，也非常懂事。
孔融还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兄弟七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有一天，孔融的妈妈买来许多梨，一盘梨子放在桌子上，哥
哥们让孔融和最小的弟弟先拿。

孔融看了看盘子中的梨，发现梨子有大有小。他不挑好的，
不拣大的，只拿了一只最小的梨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爸爸看见孔融的行为，心里很高兴，心想：别看这孩子刚刚
四岁，却懂得应该把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道理呢。于是他故
意问孔融：“盘子里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
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应该留给
哥哥吃。”

爸爸接着问道：“你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照你这么说，他
应该拿最小的一个才对呀?”

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小弟
弟吃。”

爸爸听他这么说，哈哈大笑道：“好孩子，好孩子，你真是
一个好孩子，以后一定会很有出息。”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凡事应该懂得谦让的礼仪。这些都是年
幼时就应该知道的道德常识。古人对道德常识非常重视。道
德常识是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融于日常生活、学习的方方
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