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优秀17篇)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一

看完《吴姐姐讲历史故事》这本书后，我有很大感触，这里
面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在这里面，唯独“孔融让梨”这
一篇故事最能让我铭记于心。

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懂得了“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借
此来把大梨让给哥哥。孔融这么小就能做出这样的事，这让
我十分感动，这一点也很值得我去学习。

当孔融十岁时，他只身前去拜访李膺，并借此给李膺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李膺也因此很赏识孔融的才华，认为孔融将来
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三年后，孔融的'父亲去世了，孔融哀痛万分，邻里都称赞孔
融孝顺。

孔融是个有气节的读书人，他对宦官的作为非常不齿。有一
天党人张俭被官吏捉拿，张俭情急之下跑到孔家，并在孔融
的帮助下在孔家逗留了几天才走。张俭逃走之后，地方官便
把孔家两兄弟抓了起来。两兄弟为了保护对方都争着去坐牢，
最后母亲也吵着要为两个儿子承担过错。最后朝廷决定由哥
哥坐牢来承担过错。他们全家争死的义行传遍天下。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应该敬爱兄长，在我们的大家庭中不去计
较个人得失。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二

这个暑假，我看了五本书，有《向着明亮那方》，《爱的教
育》，《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还有两本是《三国演义》



和《伊拉龙》。其中，我最喜欢看《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
集》。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所讲述的故事是从春秋开始，一
直到三国结束。这当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缇萦救父。

汉文帝的母亲薄氏是个不得势的妃子，汉高祖还在的时候，
他怕收到吕后的陷害，就和儿子住在封地上，薄氏原来是个
吃过苦的人，知道老百姓的痛苦。所以后来汉文帝一即位，
先大赦天下，后废除全家连坐的法令，最后救济各地的鳏寡
孤独。汉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要老百姓多提意见，这么一
来，上奏章劝他的人就多起来了。

齐国临淄有个人叫淳于意，他喜欢医学，很有名气。有个大
商人的妻子患病，请淳于意医治，结果吃了药没过几天就死
了。于是淳于意被告，官吏判他肉刑。肉刑就是脸上刺字，
割去鼻子，砍去左脚或右脚。淳于意有个最小的女儿叫缇萦，
她决定跟父亲一起去长安。

缇萦一到长安，就写了封信给汉文帝。大意是：我是淳于意
的女儿缇萦，我父亲犯了罪，应该受到肉刑的处分。但一个
人受到肉刑的处分就残废了，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
了。我愿被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汉文帝于是把刺字改为做
苦工，把割鼻子改为打三百板子，砍左脚或右脚改为打五百
板子。

缇萦不仅救了自己的父亲，还替天下人废除了肉刑。

我认为缇萦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汉文帝是位圣明的君主。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完了《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十一册，它是吴碧
涵姐姐写得。《吴姐姐讲历史故事》讲的全是真真实实、有



凭有据、经过再三详密考证的历史。绝不止是将文言文译为
白话，更不是传说演义、细说小说。

随后，每天睡觉前，我就拿着《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于是
知道了朱元璋对大臣的凶狠，知道了元妙观那不是素面的素
面，知道了朱刘之间的友谊，知道了方孝孺的孝顺，但是我
最喜欢看还是运用智慧，打败敌人的故事。类似于《鄱阳湖
大战》、《南兵撞到冰墙》等等。

而这中间也有一些名言名句：弱者等待机会，强者创造机会；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读完这本书，不仅了解了这段历史，还从历史中懂得了做人
的道理，生活中，我们要亲近那些品德好的'人，远离那些品
质恶劣的人，还有，品德是人生的必修课，做人首先要最品
德高尚的人。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四

暑假的时候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表姐
帮我卖了这本《中国历史故事》，我爱不释手。之后，我就
利用空闲的时间去阅读。

《中国历史故事》主要讲的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战争、思
想、品德的一些小故事，从这些小故事让我明白了许多关于
做人、关于学习、关于生活等方面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铁杵磨
成针》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做事要有耐心，不能
半途而废，就像故事中的老婆婆一样。

读了《中国历史故事》让我懂得了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

记得在去年的暑假，我到乡下大姨去玩，那时刚好是西瓜成



熟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过了一会儿，大姨端
来了一盘西瓜，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姨问我：“千，
吃完西瓜要不要跟我到瓜地里去摘西瓜？”“太好了，大姨
我们来比赛，看谁摘的西瓜最多！”

我高兴地说，“好啊，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大姨笑眯眯
地说。我便快速地把西瓜给吃完。过了一会儿，我就背着个
大竹篮跟大姨一起到瓜地里去摘西瓜。到了瓜地，太阳毫不
留情地烤着地里的西瓜，还没有开始摘西瓜，我就汗流挟背
了，“千，快来摘西瓜呀，我们还要比赛呢！”大姨在瓜地
里喊着，“哦，来了！”说完，我就跑了过去。开始摘西瓜
了，我双手抱着西瓜，用力地拔，西瓜好像跟我作对，我怎
么拔也拔不动，这时，大姨走过来笑着对我说：“千，不是
这样拔西瓜的，是……，知道了吧！”“哦，原来是这
样！”我点了点头，接着像大姨教我的那样，很快就摘了两
三个西瓜。第一次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摘西瓜，真有些不习惯，
我想：又热又累，真不想干了，我还是到树底下休息一下吧！
然后我就跑到瓜地旁的大树底下休息，突然，我想起了《中
国历史故事》这本书，说：“不行，不能就这样放弃，我还
要和大姨比赛呢！”我站起来，跑向瓜地，又开始摘西瓜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竹篮已经被西瓜装满了，虽然我摘
的西瓜没有大姨那么多，但是看着我辛苦劳动的成果，我开
心地笑了。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在学习，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许多困难的事，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我们不能半途
而废。

[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中国历史故事集――唇亡齿寒》这个故事，讲
的是春秋时期虞国的国君和宫之奇的故事。



有一年，临近的晋国给虞君送上一匹千里马和一对玉璧，请
求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虞君看看玉璧、摸摸千里马，马上
同意。宫之奇阻拦道：“不行！俗话说：‘唇齿相依，唇亡
齿寒’，咱们和虢国联合，还不至于亡国；虢国要是给灭了，
咱们就会亡国了！”但虞君坚持自己的意见，宫之奇还想再
说几句，被百里奚阻拦，就只好带着家小偷偷的跑了。晋国
灭了虢国，一回头把虞国顺便灭了，虞君和百里奚当了俘虏。

没有了嘴唇，牙齿就会感到寒冷。我觉得虞国和虢国都是小
国，两国关系密切。亡了一国，另一国就保不住了，只有团
结才能强盛，这就是“唇亡齿寒”。我认为做事不能像虞国
的国君一样，爱贪小便宜，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大局。应该
和宫之奇一样，做事谨慎，考虑全面、周到。

就像我们人类和环境的关系一样，保护好环境，人的身体自
然健康；如果环境恶化，人类将不会避免死亡，正如同“唇
亡齿寒”。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六

暑假的时候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表姐
帮我卖了这本《中国历史故事》，我爱不释手。之后，我就
利用空闲的时间去阅读。

《中国历史故事》主要讲的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战争、思
想、品德的一些小故事，从这些小故事让我明白了许多关于
做人、关于学习、关于生活等方面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铁杵磨
成针》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做事要有耐心，不能
半途而废，就像故事中的老婆婆一样。

读了《中国历史故事》让我懂得了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



记得在去年的暑假，我到乡下大姨去玩，那时刚好是西瓜成
熟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过了一会儿，大姨端
来了一盘西瓜，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姨问我：“千，
吃完西瓜要不要跟我到瓜地里去摘西瓜？”“太好了，大姨
我们来比赛，看谁摘的西瓜最多！”

我高兴地说，“好啊，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大姨笑眯眯
地说。我便快速地把西瓜给吃完。过了一会儿，我就背着个
大竹篮跟大姨一起到瓜地里去摘西瓜。到了瓜地，太阳毫不
留情地烤着地里的西瓜，还没有开始摘西瓜，我就汗流挟背
了，“千，快来摘西瓜呀，我们还要比赛呢！”大姨在瓜地
里喊着，“哦，来了！”说完，我就跑了过去。开始摘西瓜
了，我双手抱着西瓜，用力地拔，西瓜好像跟我作对，我怎
么拔也拔不动，这时，大姨走过来笑着对我说：“千，不是
这样拔西瓜的，是……，知道了吧！”“哦，原来是这
样！”我点了点头，接着像大姨教我的那样，很快就摘了两
三个西瓜。第一次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摘西瓜，真有些不习惯，
我想：又热又累，真不想干了，我还是到树底下休息一下吧！
然后我就跑到瓜地旁的大树底下休息，突然，我想起了《中
国历史故事》这本书，说：“不行，不能就这样放弃，我还
要和大姨比赛呢！”我站起来，跑向瓜地，又开始摘西瓜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竹篮已经被西瓜装满了，虽然我摘
的西瓜没有大姨那么多，但是看着我辛苦劳动的成果，我开
心地笑了。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在学习，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许多困难的事，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我们不能半途
而废。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七

你可别看不起落榜生,他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灭亡!下面我给大
家讲一下樊若水的故事。



樊若水本想在南唐科举考试中当上官报效国家,结果没有考取。
他就去投靠赵匡胤。(因为长江天险才暂时保住了南唐的国家
性命。)他精确测量出长江的宽度,凭这个投靠了赵匡胤。宋
朝军队一夜之间在长江上修起了一座浮桥,把南唐攻破了。

你看完绝对很惊讶,这个落榜生真厉害!是啊,他的确很厉害。
他原本有一颗报效国家的新,结果昏君皇帝选不中他,他只好
去投靠别人。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你,考试没考上就不一定没有才能,考
上了不一定有才能。要是在古代,你可千万别瞧不起落榜生,
要是在现代,你可千万不能瞧不起各种人,他们有可能改变一
个国家的命运。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八

隋朝末年，因隋炀帝荒谬无道，所以天下大乱。这时出现了
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李世民。

他先说服了父亲李渊，再以讨平盗贼为借口，乘机发动政变。
李世民能与兵士同共苦，遇着危险，必定身先士卒。我觉得
这样军纪严整，一定可以横扫天下。但是，日子不会一帆风
顺的，李渊的军队渡不了黄河，又逢大雨，又缺粮，对手也
十分厉害，又有人攻打他们的根据地。李渊有意班师后退，
李世民又帮父亲分析出敌人的种种不足。我觉得他这一番分
析，有条有理极有气魄，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可见得天
下任何事，自悲观的角度看来，往往一筹莫展；可是，若自
积极的眼光衡量，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李世民见父亲不听
自己说的话，又想出了个主意让父亲留下，接着把对手打败
了。李渊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隋都长安，后来炀帝
被宇文化及所杀，李渊称帝，开启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
烂的大唐帝国。

我觉得李渊如果当初没有听李世民的建议，稍遇挫折就返回



根据地，怎么会有以后的唐朝？可见得天助自助，上天是帮
助能够自己坚持的人。人生到处充满了困难，我们应该效法
李世民的奋斗精神，才能建立成功的事业。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九

暑假我读了《中国历史故事集》，这本书是林汉达先生编写
的。这是一部连续的历史故事集，从周朝东迁一直讲到晋朝
统一全国为止，前后一千零五十年。主要取材于《春秋》、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告诉我
很多典故历史，让我学会很多成语的由来。

比如《暗箭伤人》故事讲了子都因为嫉妒颍考叔比他聪明能
干，在一次战争中偷偷地向颍考叔放了一枝冷箭，结果颍考
叔没死在敌人手中，却被自己人射死。但由于内心的不安，
最终子都受不了就自杀了。还有《煮豆燃萁》讲三国时曹丕
为了夺权要杀他的弟弟曹植，限曹植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
否则决不宽容。结果曹植刚走了两三步就随口念出一首诗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有名的《七步诗》就是这样得来的。还有《三顾茅庐》、
《七擒孟获》等等，都是我喜欢看的。

这本书不但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让我了解了许多历史故事，
还增加了知识，学会做人道理，让我受益非浅。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读了著名的《凿壁借光》的故事，很受启发。

《凿壁借光》包括了两则短小的故事。第一则是匡衡勤奋好
学，可他家里却没有蜡烛照明，邻居家的烛光又照不到他家。
因为匡衡求学心迫切，就在自家墙上打了个洞，可以借助从
邻居家引出来的微弱烛光来看书，于是匡衡高兴的拿书照着
烛的亮光便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第二则是说，同乡有一个
大户人家叫文不识，家里有很多好（）书，对书“求贤若
渴”的匡衡听说了，就去给他辛勤劳作做义工。主人很奇怪，
就问他为什么“而不求偿”?匡衡说：“我希望能换取您的书
通读一遍。”主人因此深受感动，便把书借给他读。由于匡
衡勤奋刻苦认真求学，终于成了一位大文学家。

这篇短文通过匡衡“穿壁引光而读书”，“无偿帮佣求书
读”两则故事说明匡衡对读书的。无比渴求，对学习的无比
热爱。这两则故事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人只要有一颗爱
读书，读好书的心，加上认真、刻苦、勤奋，就一定能取得
好成绩。

我们学习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也有很多像或不像匡衡这
样学习的人。

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叫冯书强，他是一个学习极不认真的人。
有一次，数学老师布置了好多作业，里面还有思考题。他一
看，心想：没什么，这些算的了什么？什么能难的住本人？
可当他做题的时候，傻了眼。因为其中有一题太难，不会做。
可他连想都不想，对自己说：“不写这一题不就行了嘛！”
这一题太难，不写，这一题也太难，也不写……凡是难题不
会的，他都绕过去，不做。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捧了一个圆
圆的大鸭蛋回家了。

我们班还有一位同学叫江冰婵，她虽然不是很聪明，可她有



一种信念——只要我认真，只要我努力，我就能行，我就最
棒！老师每次布置的作业她都会认真完成，遇到难题动一下
脑筋，实在不会第二天早上也会主动去请教老师。就这样，
期末考试考了100分高兴的回家给爸爸妈妈报喜。

这两个同学的事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有刻苦读书，勤奋
学习，勇于克服困难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我们应该学习匡衡克服困难，刻苦读书，孜孜以求、锲而不
舍的精神，胸怀大志，勤奋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知识
有文化有本领的人。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一

在寒假里，我看了一本名叫《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的书，这
本书的作者是吴涵碧，这本书的内容主要讲了古代英雄豪杰
的丰功伟绩，各朝各代皇帝臣子白样面貌和整个历史洪流的
演变。

我最喜欢的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讲了魏晋时
代义兴地方有三害，一害是南山上的白额头老虎，二害是长
桥低下的``大蛟，三害是周处。周处得知后，心里就像遭到
雷击一样，心里很难过，周处原以为别人怕自己，是尊敬自
己，把他当英雄崇拜，没想到自己竟和猛虎、大蛟一样讨人
厌，从此周处想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便跳下水除了二害，
没想到人们以为周处死了，都在欢呼雀跃，周处看见了，并
没有生气，上了岸，撰写了《吴书》，决定重新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长大要做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没有做不成的事。吴姐姐
讲故事这本书打破了历史僵局与乏味，而是以一个个历史故
事激发了我们对历史的热爱。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二

任末十四岁，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背着书箱不怕路途遥远，
危险困阻。常常说：“人如果不学习，那么凭什么成功
呢。”有时靠在林木下，编白茅为小草屋，削荆条制成笔，
刻划树汁作为墨。晚上就在星月下读书，昏暗（的话）就绑
麻蒿来自己照亮。看得符合心意，写在他的衣服上，来记住
这件事。一同求学的人十分喜欢他的勤学，便用干净的衣服
交换他的脏衣服。（他）不是圣人的话不看。快死时告诫说：
“人喜欢学习，即使死了也好像活着；不学的人，即便是活
着，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原文：

任末年十四时，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险阻。每言：“人而不
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刻
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缕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
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更以净衣易之。
非圣人之言不视。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
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三

最近我读了一套很好的历史故事书，它的名字叫《吴姐姐讲
历史故事》。

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好呢？原因就在于它描写人物描写得栩
栩如生，描写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并且把历史人物们的义
气，暴虐，机智统统以幽默而又飘逸的白话文展现给了我们。

它把历史书枯燥无味的长篇大论以及深奥难懂的道理全部转
化成了一个个小故事，使场景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让读者期
盼着下一章的到来。



它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辞藻，却能让读者读懂其中的道
理，它每一章的小故事，似乎都在展示着这一章的风格。

看这套书就像嚼口香糖一样，一下子是尝不出甜味的，往往
是越到后面越精彩，越吸引人。我想，如果我上初中的时候，
能改为这套书作为历史课本，那么我一定会爱上历史的。

啊哈！后来我发现，这套书就是在描写现在的有些人呢，看
来它不仅有趣，而且很实用呢。大家多读一读，就会有新的
体会哦！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四

最近老是推荐我们读几本好书，当时我的目光就已经深深地
落在了《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上。这本书讲了五个系列：
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和三国故事。它
使我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历史故事。

就是因为这本书，我才认识到了最会拍马屁的费无极，机智
的晏子以及楚庄王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时而伤心，时而疯女，时而又替人家着急，当我读到负荆
请罪时，我知道廉颇对蔺相如的官级比他高不服并扬言要羞
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有意不与廉颇会面。别人以为蔺
相如害怕廉颇，而蔺相如却说：“秦国怕我们赵国，这主要
是因为有廉将军和我两个人在。如果我们互相攻击，那只能
对秦国有益。

我要以国事为重，把私人的恩怨丢一边！”廉颇知道后十分
感动，便光着上身，背负荆杖，来到蔺相如家请罪。他羞愧
地对蔺相如说：“我真是一个糊涂人，想不到你能这样地宽
宏大量！”两个人终于结成誓同生死的朋友。在生活中，我
们也应该像蔺相如那样对人友善，更要像廉颇那样知错能改。
如果在我和同学吵架的时候，我可以像廉颇那样负荆请罪的
话，那么我们两个的恩怨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看完负荆



请罪后，我立马和那位同学道了个歉，和她又成为了好姐妹。
而这一切，都要多亏这本书啊！

这本书使我明白了一个又一个的道理，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本
书。同学们，你不相信这本书的魔力，那么跟我来，和我一
起体验体验吧！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五

书刚发下来，我就开始看了，刚看了杨坚生有异相和杨坚当
了北周辅政大臣我就感觉无聊，还有些字词句看不懂，我就
把它先放在书包里了。

回到家，我就把那本书放在桌子上，一连好几天都没动它，
可是，老师说必须看完，就连爸爸妈妈也说要多看这本历史
书。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看这本书，谁知，看了一篇又一篇，越
来越好看，看完这个故事，又有下一个故事吸引着我，让我
不得不去看看。

就这样，我天天都看这本书，没几天就看完了。

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很难懂，但能告诉我们很多知识，还能告
诉我们历史有哪些人物。这本书值得看一看。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六

《中国历史故事》是我的启蒙篇，是我“不说话的老师”，
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
历史。书中有许多历史故事：晏子使楚、风流才子司马相如、
周武王伐纣等。这些故事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
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
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晏子使楚》。



我佩服晏子善于言辞的本领，他话中有意，意中有话。他刚
到楚国，见到楚王有意不开城门，让他钻狗洞。但他对接待
的人说：“这是狗洞，不是城门，我要是访问狗国，当然得
钻狗洞。我在这里等一会儿，你们去问问你们的楚王，楚国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这短短的几句话中竟含着楚国
开城门是国家，开狗洞是狗国的意思。楚王肯定知道如果不
开城门的话，他就成了狗国的狗王。楚王迫于无奈，为了能
保住楚国和自己的尊严，楚王只好吩咐下人去开城门，把晏
子迎接进来。

晏子还非常聪明、机智、随机应变，他知道如果说楚王的一
句坏话，杀身之祸是免不了的，于是他换一种说法说楚王，
让楚王自己去体会这句话的含义，真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前身
埃晏子的爱国精神更是可敬的，楚王故意让他的武士押着囚
犯在他们吃得很开心的时候走过，这时，楚王假惺惺地问武
士：“这个囚犯犯的是什么罪、是哪里人？”武士说：“是
个强盗，齐国人。”这样一说，楚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说齐
国人没出息。晏子并不认输，马上反驳，举橘子在淮南和在
淮北长得不一样是因为水土不同，来说明齐国人在齐国能安
居乐业，在楚国就做起强盗来，也是因为水土不同的原因。
这样既有力地反驳了楚王的侮辱，又维护了齐国的尊严。这
样使楚王不得不尊重晏子了。

这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感触，在晏子和楚王的唇枪舌战、争
锋相对中，一个是聪明机智、胆略过人、维护国家尊严的使
臣；一个是傲慢专横、骄傲自大的君王，谁赢谁输，谁好谁
坏，显而易见。晏子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读历史故事读后感篇十七

《缇萦救父》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汉时期。它主要讲的是缇萦
的父亲被告庸医杀人，被判处肉刑。他想上书汉文帝，但是
他家有五个女儿，却没有一个男孩可以替他上书。缇萦是家
里最小的女孩，她很不服气，她擅自给汉文帝上书，说她不



为父亲受肉刑而悲伤，也为天下受肉刑的人而悲伤。因为这
些受到肉刑的人一点也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汉文帝看了
之后，很是感动，就下令废除了肉刑。缇萦不禁救了自己的
父亲，还救了天下无数被判肉刑的人们。

缇萦这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对于她
的做法我非常佩服，也非常支持。在当时的社会，人们的思
想非常的封建，都认为天下是男人的，缇萦这样一个小女孩
竟然有勇气给高高在上的皇帝上书！

从故事书上，我还知道古代社会讲究“三从四德”，我觉得
那就是对女性的歧视和束缚。还有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
凭什么只准男孩读书，不准女孩读书？男人只是在力气方面
比女孩有优势，这并不代表女孩就比男孩笨。比如，女孩比
男孩更手巧，更心细，做事更认真呢！

作为一名女孩我深信：只要努力，我们女孩也能成就一番辉
煌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