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实用8篇)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一

北宋时期，辽军进攻中原，奸臣王钦若要宋真宗把国都迁到
南面去。宰相寇准坚决反对。真宗在寇准的倡仪下，亲自领
兵反击，果然打了胜仗。从此，真宗对寇准更加重用了。

王钦若对此非常嫉妒。

一天，他陪真宗赌博，故意输给真宗，然后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说：这次我要孤注一掷了。过了一会，他说：皇上，
赌博和打仗是一样的道理，上次寇准要你上前线亲征，陛下
不是成了寇准的孤注了吗？这样做太危险了！

这个成语比喻使出全部力量，作最后一次冒险。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二

炎帝有一个女儿，叫女娃。女娃十分乖巧，黄帝见了她，也
都忍不住夸奖她，炎帝视女娃为掌上名珠。

炎帝不在家时，女娃便独自玩耍，她非常想让父亲带她出去，
到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看一看。可是因为父亲忙于公
事：太阳升起时来到东海,直到太阳落下;日日如此，总是不
能带她去。这一天，女娃没告诉父亲，便一个人驾着一只小
船向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不幸的是，海上突然起了狂
风大浪，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女娃的小船打翻了，女娃不幸落
入海中，终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永远回不来了。

炎帝固然痛念自己的小女儿，但却不能用太阳光来照射她,使
她死而复生，也只有独自神伤嗟叹了。女娃死了，她的精魂



化作了一只小鸟，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发出“精卫、
精卫”的悲鸣，所以，人们便叫此鸟为“精卫”。精卫痛恨
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要报仇雪恨。因此，
她一刻不停地从她住的发鸠山上衔了一粒小石子，展翅高飞，
一直飞到东海。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翔阒，悲鸣着，把
石子树枝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

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嘲笑她：“小鸟儿，算了吧，你这工
作就干一百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精卫在高空答复大
海：“哪怕是干上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干到宇宙的尽头，
世界的末日，我终将把你填平的!”“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呢?”“因为你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你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
轻无辜的生命。我要永无休止地干下去，总有一天会把你填
成平地。”精卫飞翔着、鸣叫着，离开大海，又飞回发鸠山
去衔石子和树枝。她衔呀，扔呀，成年累月，往复飞翔，从
不停息。

后来，一只海燕飞过东海时无意间看见了精卫,他为她的行为
感到困惑不解,但了解了事情的起因之后,海燕为精卫大无畏
的精神所打动,就与其结成了夫妻，生出许多小鸟，雌的像精
卫，雄的像海燕。小精卫和她们的妈妈一样，也去衔石填海。
直到今天，她们还在做着这种工作。

上古时代，有一次，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战。共工大败，
气得向西方不周山一头撞去，把不周山撞坏了。不周山是撑
天的大柱，大柱一断，天就坍塌了一大块，地也陷裂了很多;
同时，山林起火，洪水横流，世界发生了可怕的灾难。创造
世界万物的女神娲(女娲是邯郸市涉县人，娲皇宫就坐落在涉
县境内)，在大江大河中挑选了许多五彩的石子，架起火来，
把石子炼成熔液，然后用这种熔液去修补破坏了的天。她又
杀了一只大得无法形容的乌龟，斩下它的4脚，作为4根天柱，
竖立在四方，把天撑住。还利用大火后遗留的芦草灰，堵住
了洪水。一场大难，始告平息。



太阳女神羲和，生有10个儿子，也就是10个太阳。他们住在
东方海外的汤谷。那里有一棵大树，名叫“扶桑”，所以那
地名也叫“扶桑”。这棵大树有几千丈高，10个太阳，就住
在这棵大树上。他们每天一个，轮流在天空值班。早上，不
论哪个太阳值班，都由他们的妈妈羲和架车伴送。这辆车子
很壮观，是由6条龙拉着的。从起点汤谷到终点蒙谷，共有16
个站，正好一天的路程。车到第14站悲泉，太阳就得下车步
行，妈妈羲和架着空车赶回汤谷，为伴送明天值班的儿子去
作准备。每天早上，值班的太阳离开扶桑，登上龙车之前，
一定先要在咸池里洗一个澡。

羲和还常常带着儿子们在东南海外的甘渊一块洗澡，甘渊的
水，十分甘美，羲和把儿子们一个个都洗得干干净净，明明
亮亮。

故事战国时期，木匠出身的墨翟主张兼爱与非攻，到处推广
他的学说。楚国要去攻打宋国，鲁班为楚军设计攻城的云梯。
墨子急忙去劝阻这场战争，楚王让墨子与鲁班比试比试攻防
演习，墨子善于防守，鲁班败北。楚王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有一回，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为楚国特地设计制造了一种
云梯，准备攻城之用。那时墨子正在齐国，得到这个消息，
急忙赶到楚国去劝阻，一起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郢都
立刻找到鲁班一同去见楚王。墨子竭力说服楚王和鲁班别攻
宋国。楚王终于同意了，但是他们都舍不得放弃新造起来的
攻城器械，想在实战中试试它的威力。

墨子说：“那好，咱们就当场试试吧。”说着，解下衣带，
围作城墙，用木片作为武器，让鲁班同他分别代表攻守两方
进行表演。鲁班多次使用不同方法攻城，多次都被墨子挡住
了。鲁班攻城的器械已经使尽，而墨子守城计策还绰绰有余。

鲁班不肯认输，说道：“我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你要怎样对付我，但是我也不说。”楚王



听不懂，问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子是想杀害我。他
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他哪里知道我的门徒
约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等着你们去进攻。”楚王眼看没有
把握取胜，便说：“好了，我决定不攻打宋国了。”

因为墨子善守，后来就把牢守称为“墨守”。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三

富弼，宋朝河南人，字彦国，死后谥号文忠，所以后人称他
为富文忠公。

据宋人陈长方编撰的《步里客谈》说，富弼少年时，好学，
器量很大，遇到有人辱骂他，他好象没有听见一样。旁人告
诉他：“有人在骂你哩！”他毫不在意，说：“恐怕不是骂
我吧？”旁人又告诉他：“那人指名道姓地骂你哩！”他还
是毫不在意，说：“不会吧？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着呢！”

这叫做“诟如不闻”（诟，就是辱骂），被人辱骂了却好象
没有听见一样。古时候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宽洪大量的态
度。其实，如果不论对于任何人的辱骂，也不论他骂些什么，
一概不加区别，不予分析，不采取适当方式给以回答，而一
概装作没有听见一样，这也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就拿富弼来说，宋仁宗时，东北的契丹兴兵南侵，要求割给
领土。富弼奉命去和契丹谈判。这位以“宽洪大量”闻名的
富弼，却坚决拒绝了契丹的无理要求，并且把或战或和的利
害关系，分析得很有道理。契丹无奈，只得把兵撤了回去。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四

晋朝时候，有个骠骑将军名叫王济，相貌英俊，待人接物也
很有风度。虽然是个提刀弄枪的军人，但平时读书论经，才



学很好，在城里也颇有名声。

有一年，王济的外甥卫玠母子前来投靠王济。王济一见卫玠
如此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简直惊呆了。他对卫母说：“人
家都说我相貌漂亮过人，现在与外甥一比，就像把石块与明
珠宝玉放在一起，我真是太难看了!”过了几天，王济带着卫
玠，骑着马去拜见亲朋好友。走到街上。看见卫玠的人都以
为他是白玉雕成的，大家都争着围观，你挤我拥。几乎哄动
了全城。

好不容易到了亲戚家，亲友们想了解一下卫万玠以外貌漂亮，
学问是否出众，便坚持要他讲解玄理。卫玠推辞不了，便讲
了起来。讲的时间不长，听的人却没有一个不称赞他讲得精
深透彻的。人们嘻笑着说：“看来，你们三王抵不上卫家的
一个儿郎啊!”王济说：“是啊，和我这外甥一起走，就像有
明珠在我身旁，熠熠发光。”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五

从前，有一个聪明的小孩，名叫曹冲，曹冲的爸爸是个大官。

有一天，外国人送给他一只大象，他很想知道这只大象有多
重，于是就对手下的官员说：”你们想办法把大象称一称，
我想知道它有多重。”这可是一件难事，大象是陆地上最大
的动物，怎么称它？手下的官员开始使劲想，没有那么大的`
秤，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把大象抬起来，这可怎么办啊！
大家都围着大象发愁，谁也想不出称象的办法。

这个时候，跑出来一个小孩子，站到大人面前说：“我有办
法，我有办法！”官员们一看，原来是曹冲，大家心里在想：
哼！大人都想不出办法来，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会有什么办
法！而且大象这么重，他怎么可能想到办法称它呢！

可是千万别瞧不起小孩子，这小小的曹冲就是有办法。他想



的办法，就连大人也想不出来。

他爸爸就说：“你有办法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曹冲说：“我称给你们看，你们就明白了。”

他叫人把大象牵了过来，跟着他到河边去。他的爸爸，还有
那些官员们都很奇怪，曹冲去河边干什么呢？大家都想看看
他到怎么称大象，就一起跟着来到河边。河边正好有只空着
的大船，曹冲说：“把大象牵到船上去。”

大象上了船，船就往下沉了很多。曹冲说：“在船挨着水的
地方画一条线做记号。”记号划好了以后，曹冲又叫人把大
象牵上岸来。这时候大船空着，就往上浮起来很多。

大家看着，一会儿把大象牵上船，一会儿又把大象牵下船，
心里想：“这孩子在玩什么把戏呀，他这样怎么能称出大象
有多重呢？”

接下来曹冲叫人搬了很多石块过来，装到大船上去，搬了很
多很多，大船又慢慢地往下沉了。

曹冲看见船上的记号到了水面，就大喊：“行了行了！不要
再搬啦！”就叫人把石块一块块搬下船来。这时候，大家明
白了：石头装上船和大象装上船，那船下沉到同一个记号的
地方，这时候，石头和大象是一样重的；再把这些石块称一
称，把所有石块的重量加起来，就是大象的重量了。

大家都说，这办法看起来简单，可是要不是曹冲做给大家看，
大人还真想不出来呢。所有的官员还有曹冲的爸爸都竖起大
拇指说：“曹冲真聪明！”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六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简文帝萧纲。萧纲
天资聪敏，六岁就会写文章，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连他的
父亲梁武帝也不相信。有一天他给萧纲出了一个题目，开诚
布公地说：“你就坐在我面前写，我亲眼看着，就知道你到
底会不会写文章！”萧纲提笔挥写，一会儿工夫便写完了。
梁武帝边读边赞不绝口地说：“好啊，语句流畅，辞采甚美，
这下子谁还敢不相信我儿的真才实学了。”萧纲长大以后对
读书是如痴如醉，而且看得极快。《梁书。简文帝纪》中说
萧纲“读书十行倶下”。成语“一目十行’就是由“十行俱
下”这一句演变而来的。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七

这个典故载于《汉书.梅福传》。在春秋时代秦国，有个相马
专家叫伯乐，原名孙阳。他善于识千里马并写了一本《相马
经》。伯乐的'儿子死读《相马经》，按照书中所说的马的样
子去寻找骐骥良马。有一天，在看见一只大蟾蜍，他便高兴
地对伯乐说："爸爸，这是一匹良马，眼睛和额头跟你书上描
述的差不多，就是蹄子不大一样。"伯乐知其子之愚，转怒为
笑地说："此马好跳，不堪御也（无法驾驭）。"这个典故比
喻做事情拘泥教条，不能理论结合实际。

小学读成语故事读后感篇八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七八千丈，本来在冀州
的南边，黄河的北边。

北山一位叫愚公的人，年纪将近九十岁，面对着山居住。他
苦于山的北面交通堵塞，出来进去都要绕路，就聚集全家来
商量说：“我跟你们尽全力铲除险峻的大山，使道路一直通
向豫州的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可以吗?”大家纷纷表示赞成。
他的妻子提出疑问说：“凭借您的力量，连魁父这座小山都



不能铲平，又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山怎么样呢?况且把土石
放到哪里去呢?”众人纷纷说：“把它扔到渤海的边上去，隐
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
凿石掘土，用箕畚装了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邻居姓京城的
寡妇有个孤儿，才七八岁，也跳跳蹦蹦前去帮助他们。冬夏
换季，他们才往返一次。

河曲智叟知道这件事后嘲笑并阻止愚公，说：“你太不聪明
了!就凭你残余的年岁和剩下的力量，甚至不能毁掉山上的一
棵草木，又能把山上的泥土、石头怎么样呢?”北山愚公长叹
说：“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了不可改变的地步，还不如寡妇、
孤儿。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
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然
而山却不会增加高度，何必担忧挖不平?”河曲智叟没有话来
回答。

手里拿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他不停地干下去，向天
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命令大力神夸娥
氏的两个儿子背负着两座山，一座放在朔东，一座放在雍南。
从此，冀州的南部，到汉水南岸，没有高山阻隔了。

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但光亮
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烛光，让
烛光照在书上来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家中有很
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主人对这件事
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能得到诵读
一遍你家的书的机会。”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
他读。匡衡最终成了大学问家。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是儒家的创始人。

孔子年老时，开始周游列国。在他六十四岁那年，来到了楚
国沈诸梁的封地叶邑(今河南叶县附近)。



楚国令尹、司马沈诸梁，热情接待了孔子。沈诸梁人称叶公，
他只听说过孔子是个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出了许多优
秀的学生，对孔子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于是向孔子的学生子
路打听孔子的为人。

子路虽然跟随孔子多年，但一时却不知怎么回答，就没有作
声。

以后，孔子知道了这事，就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
‘孔子的为人呀，努力学习而不厌倦，甚至于忘记了吃饭，
津津乐道于授业传道，而从不担忧受贫受苦;自强不息，甚至
忘记了自己的年纪。’这样的话呢?”

孔子的话，显示出他由于有远大的理想，所以生活得非常充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