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精选8篇)
一分钟，是我们掌握自己命运的宝贵机会。一分钟内如何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下面是一些能够利用一分钟的时间提
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一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把我们抚养长大并教育了我
们……“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的养育之恩儿女
们永远报答不尽。然而，如何孝敬生养我们的父母呢?等到儿
女们事业有成，给父母买豪宅、买汽车才算孝敬吗?不，不要
等，孝敬父母就要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中外古今，都有孝敬父母的典范，早在我国东汉末年便
有“黄香孝亲”这一历史佳话。黄香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到
了夏天，十分闷热，使人晚上难以入睡，于是黄香每到睡前
就给他的父亲扇凉，直至父亲睡着。他强顶着困意为父亲扇
凉爽，不正是孝敬父母的体现吗?不错的，孝敬父母其实说易
也易，主动做些自己能做的小事，不让父母们烦心和过度操
劳，不就是很好的“孝”吗?古人用他们的行动指引了我们该
如何孝敬父母。

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偏远山村里，有一个穷
苦的三口之家，父亲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天天离不开母亲
的照顾，家里就靠儿子为别人放羊维持生存。儿子到了10岁
还一个字不识，他想上学。母亲决定拿出全家积蓄“供给”
他，孩子临走时跪着对父母发誓，他一定学成才，将来报答
父母。于是，他走出了大山。他几十年勤奋刻苦，时刻牢记
要报答父母，凭惊人的毅力出色完成学业，并且在科研方面
取得杰出成果。当他自感有能力报答父母时，他的父母早因
贫穷而双双去世。跪在父母的坟前，苦涩悔恨的泪涌出眼



眶……他全懂了，但太晚了。后来，有记者采访他时，问他
对当初的选择是否后悔。“我十分后悔。”他说。“为什么?
您如果当初不上学，今天您可能还在放羊呢!”记者问。“因
为我没有做到人最基本的事——孝敬父母，后来的一切都是
以牺牲父母为代价的。”这位科学家把孝敬父母推迟到他事
业有成之后，结果怎样呢?多么可惜呀!显然，他不是不想孝
敬父母，而总是感觉机会没有成熟。正是这种等待，给他带
来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让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孝敬父母不是一个多么远大的目标，
万万不要只在心里盘算将来如何尽孝，而眼前可以为父母做
的事却不做，将来不一定有机会啊!人世间没有后悔药，为了
不让悲剧重演，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从点滴做起，孝敬
父母。

不单单在中国，德国思想家恩格斯同样是孝敬父母的典型。
他父亲去世后，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引起了他几个兄弟
之间的财产纠纷，当时正值他的母亲身患重病，为了不使母
亲伤心，他主动放弃了那份属于他的遗产，平息了家庭可能
出现的纠纷。后来，他在一封信中提到：“我可能会有成千
上万的财产，但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是啊，金钱财
富固然是诱人的，可是父母却是永远的珍宝啊。他们给予了
我们太多太多，小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到教我们做人做事，
这些都无法用金钱去衡量。因此，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就像
恩格斯所做的那样，为了使他母亲平静舒适地度过余生，他
毅然放弃了自已的利益。恩格斯的这种做法，体现出
了“孝”的精髓，他本人也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二

今天，我从书架里拿出来从未看过几眼的鲁迅先生晚年时期
之作——《朝花夕拾》，而仔细去看内容，却发现这部散文
集中写的，有全是鲁迅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幼年之事到了
晚年再去回想，犹如清晨开放的鲜花去到晚上摘取，虽然失



去了盛开时的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
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则更令人浮想连篇，回味无穷。

我幸运地读到了其中的一篇散文——《二十四孝图》对于这
样的一篇文章，虽然名叫《二十四孝图》，但其实并没有写
出如何孝顺父母，没有起到教孝的目的。其中的卧冰求鲤却
让童年的鲁迅产生了恐惧，他一直认为孝顺父母无非是听话，
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从文
章中可以读出鲁迅先生对封建制度的厌恶。试想这种常人不
能做到的，却又拼命引导要求人去做到，是便于统治，不从
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却要求人们做出十分极端的行为并以
此为孝道，而且还对这种孝道加以宣扬。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三

我通过读《二十四孝》的小故事，知道了吴猛为了不让父亲
被叮咬，就让蚊子叮咬自己，任蚊虫叮咬也不驱赶。这件小
事，令我很感动。

在家里，妈妈爸爸担心我被蚊子咬，半夜起来打蚊子；担心
我着凉，给我盖被子。所以我要向吴猛学习，敬爱父母。我
也经常帮妈妈到楼下打纯净水、自己洗袜子。

我还给爸爸妈妈做早餐，用煮蛋器煮鸡蛋，热牛奶。别看就
这么简单的饭，但里面都是我对爸爸妈妈的爱！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四

刚放暑假，在读鲁迅的《朝花夕拾》前，我和好朋友去北京
的孔庙参观，在众多的展品中，我不知为何一眼看见了墙角
极小，连字都看不清的二十四孝图，而且一眼看见了其中
的“郭巨埋儿”。正如鲁迅所说，图的确很清楚，可我还是
不愿意承认我理解的意思。图上还有批注，字非常小，我又
一眼看清了，而且后来发现也只能看清其中的一列字，“子



可再有，母不复得”，不过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埋儿。直到
八月，看了《朝花夕拾》，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们家穷，
实在养不起那么多人，只好先养活老人，把儿子活埋。

这二十四孝图太恐怖了，为了一个“孝”字，竟要那么多讲
究，甚至把自己、子女等全部抛弃。更何况，有时还是为了
孝顺并未养育过自己的后母！难怪过去人见父母都是跪下
说“不孝儿来见爹娘，求爹娘……”就这二十四孝图，我与
小时侯的鲁迅先生真是有同感，自己不要做孝子，并且希望
父母也不要做孝子！画中的那个孩子还在她母亲的怀抱中笑
着玩呢，旁边的他父亲却要。那小孩的母亲似乎有些不舍呢，
我记不清了，若是，这婆媳关系将来好不了，若不是，那这
个小孩也是孝子了！一点也不反抗他父母！

旧社会真是万恶，人们说的没错。而且我想，郭巨的母亲会
不会是故意的？她不会想不到郭巨会埋儿吧。因为郭巨一定
一直很孝顺。

后来，我与我的朋友一同去首都博物馆玩儿，又看到了二十
四孝图，这次的图很大，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她也深感
恐怖。看来鲁迅先生认为的不错，小孩子们都是可爱的，且
心意相通的。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五

这几天我观看了二十四孝的故事，看完之后我的思想有了一
个质的飞跃，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印象最深，叫做鹿乳奉亲。

故事大概讲的是郯子的父母都年迈了，还经常犯眼病，郯子
很是心疼，想给父母把病给治好，可母亲说他们时日已经不
多了不用再治病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喝鹿乳。取鹿乳是多麽
困难啊，一不小心连命都会丢掉，但郯子想着年迈的父母还
是想尽了办法取到鹿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也了却父母的
愿望。有一天郯子听到在北山森林常常有鹿出入，就决定去



北山。

他跑到集市上买了一张鹿皮，披在身上，假装成鹿的样子进
山去了。他在森林里绕来绕去眼看天就黑了，她心里很是着
急。忽然，郯子听到一声叫声，以为是野兽，就连忙跳到旁
边的草丛里，过了一会，也没有见到野兽的踪影，便抬起头
来看了看，竟然是一群幼鹿，那叫声一定是让母鹿赶紧带食
物回来，郯子灵机一动慢慢的爬进了鹿群中，果不其然，没
趴一会母鹿就回来了，郯子激动不已，也学着母鹿的样子在
挤鹿乳，挤完后连忙回家给父母喝。

从此他每天都用这个办法获取鹿乳。有一次郯子正在取鹿乳
时，有一个猎人拿着弓箭走过来，母鹿也发现了，一声吼叫，
小鹿都连忙跑开，就剩下郯子呆呆地蹲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眼看猎人已经拉开了弓，郯子连忙脱下鹿皮，叫道，慢，箭
下留人，猎人惊恐万分，不解这鹿怎麽突然就变成了大活人
呢?郯子见此就和猎人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猎人听完给郯
子竖了一个大大的大拇指，并送给了他一袋鹿乳，郯子向猎
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就带着鹿乳回家了。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做人要有孝心，郯子不顾生命危险取得
鹿乳就是为了孝敬父母，我们不用做这麽大的事，但我们可
以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来尽孝。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六

文章讲的是作者忆述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
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作品着重分析了“卧冰求
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指斥这类
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
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作品对当时反对白话
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



书，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但其中的“老莱娱亲”
和“郭巨埋儿”“尝粪忧心”令人发指。

先说说那个郭巨埋儿吧。说是晋代有个叫郭巨的，原本家道
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为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
独养母亲，对母极孝。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
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就和妻子商
量：“儿子可以再生，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
节省粮食好供养母亲。”夫妻遂把儿子抱出，挖坑要埋。兴
好挖出一坛金子来，才免了儿子一死。

随便一翻《二十四孝图》，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卖身葬
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刻木事亲”、“埋
儿奉母”让人感到冷酷无情；“孝感动天”、“卧冰求鲤”、
“哭竹生笋”迷信思想严重；“尝粪忧心”则让人恶心。

孝是应该的，迂腐是愚蠢的，盲从是可悲的，卫道是可恨的。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
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
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
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
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
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
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
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七

孝是什么？往大了说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往小了说就是你吃什么就让父母吃什么，你住哪里就
让父母住哪里；更通俗一点说就是父母当初怎么对待你，你
就怎么对待父母。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
到了道学家那里就变味了，弄了一个什么《二十四孝图》，



把本来很平常很温馨的孝顺变得毛骨悚然了，以至于给少年
鲁迅的心理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虚假的、拔高的、
没有人性的说教可以休矣！

“卧冰求鲤”的故事也很荒唐:人体能有多少热量呢，靠体温
把坚冰融化，这不符合物理学原理呀。稍微有点儿物理学知
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人卧在冰上不但不能把冰融化，而且还
会冻死。与其卧冰求鲤，不如凿冰求鲤。卧冰求鲤不是孝，
而是蠢。

孝也好，爱也好，敬业也好，都应该是日常的、平淡的、波
澜不惊的，如果把个别的、暂时的、极端事例的当做常态化
的标准要求每个人去做，那么既是没有人性的，也是不可持
续的，希望在传播正能量的时候把握好一个度，过犹不及。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篇八

《二十四孝的故事》这本书，我很久以前就有看过了。这是
一本讲有关孝子的故事书。我读了之后，感悟还是有的……
读了它，我知道，为人，最重要的，不过为孝敬父母。

说的也是，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大，等他们老了，我
们做子女的是应该好好孝敬他们。让他们能有个舒适的晚年。
不然，他们操劳了一辈子，还不能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一下，
那这个子女可就当得太不称职了。所以我会向他们学习，做
一个称职的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