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 成语
故事读书心得(汇总17篇)

就职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重要时刻，标志着个人的职业
生涯的开始。怎样提前了解公司的需求和职位要求是必要的。
以下是一些就职必备的工具和技能，希望能够对大家在就职
过程中有所帮助。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成语故事》，它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的成语共有82个，它是按第一个字的音序归类的。有
的成语比较好理解，例如胸有成竹，有的成语则需要探明出
处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例如近水楼台，有的甚至失去原来
的意义，例如朝三暮四。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成语是“八仙过海”。这个故事讲的是
八个神仙过东海去参加蟠桃盛会。八个神仙有的把葫芦变成
一叶扁舟，有的把花篮当船，其他几位神仙也把自身的宝物
投入大海，最有趣的要算张果老，他从一只小箱子里拿出一
只纸驴，吹了口仙气，它就变成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毛驴了，
他倒着骑在驴背上渡海。在渡海的过程中，他们各显神通，
最终都顺利地渡过了东海。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各自显示
自身的能力和本领。

成语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是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
化符号。读完这本成语故事，我说话的时候就会用到我读过
的这些成语，妈妈经常会说我：“你还挺会用词的。”写文
章的时候，我也会用到这些成语，我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
老师也夸我的作文水平提升了，文章词句很生动。这就是我读
《成语故事》这本书的收获。希望大家也抽空多学成语，这
样就能大大提升我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成语故事》读后感今天，我读了两个成语故事，它的名字叫
《铁杵磨成针》和《画蛇添足》。

《铁杵磨成针》讲的是：古时候，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爱学
习，放下书包就出去玩。有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看见一
位老婆婆拿着铁棒在石头上磨呀磨。李白问她干什么？她说，
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老婆婆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
李白，他惭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他不再贪玩，认真读书了。
终于成了一名伟大的人。这个成语让我明白了：遇到困难不
要退缩，勇敢向前，就一定会成功的！

《画蛇添足》讲的是古代祭祀活动结束后，主人要把一壶酒
奖励给有功劳的喝。但参加祭祀的人很多，这酒每个人都喝
一口的话，那就不够喝了！大家安静下来，其中有一个人说：
“让大家都画一条蛇吧，谁先画好就让谁喝 ”。大家都同意
了，一个人很快就画好了。他看看了看四周，没有一个人画
好。于是，他就自作聪明给蛇画了脚。这时，另一个人也画
好了，他说：“你见过蛇吗？蛇是没有脚的”。说完，一口
喝了美酒。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做到位就行了，不
要弄巧成拙，反而坏这件事。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二

成语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精华，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其中不
少还蕴含着很多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传统美德呢!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很多成语，每个成语里又包含着很多故事。
例如说“井底之蛙”的意思是，青蛙在井底只能看到一小块
蓝天就洋洋得意，形容眼界狭小、目光短浅。拔苗助长让我
懂得了做事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把事做好。
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农民一样那着急，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做
好。

读了《成语故事》这本书，我不但学到很多成语和历史，还



认识了很多人，例如黄帝、女娲、孔子、孟子等。我们要向
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物学习，不要学习那些品德高尚的德行，
坚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小学生。

成语故事的读后感篇放假了，老师让我们在暑假里好好读书，
写好读书笔记，我就找了一本《成语故事》认真地读起来。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闻鸡起舞”的祖逖。祖逖是我国晋
代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想为国家效力，每到半夜鸡叫时
就起来练剑，终于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当上了将军，实现了
他报效国家的愿望。他带领的队伍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打
了不少胜仗，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这种“闻鸡起舞”的精神。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三

成语故事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
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下面是本站带来的成
语故事读书心得体会，仅供参考。

最近我读了《成语故事》这本书。我觉得拔苗助长这个故事
讲得很有意思，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拔苗助长这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人他的性子很急。有一天，他种了一些秧苗，
种下秧苗后，就希望秧苗立刻长大成熟。他几次去田里看秧
苗，都没看出秧苗长高，心里很着急。有一天，他突然想：
如果把秧苗往上拔一拔，秧苗不就长高了吗?想到这里，他快
步跑到田里，把秧苗一株一株地都往上拔了一大截。就这样
整整干了一天，他才把田里的秧苗都拔高了。晚上，他回到
家里高兴地对家人说：“我今天辛苦了一整天，总算是帮田
里的秧苗长高了!”



第 二天，他的儿子跑到田里一看，原来绿油油的秧苗，现在
全都枯黄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做事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
样才能把事做好。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农民一样那么着急，
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做好。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名叫《成语故事》的书，他是围绕着一
个成语来说的一个故事，最后把成语的意思写在最后一段。
比如说：亡羊补牢，这个故事写了楚襄王当上了国君很开心，
整天吃喝玩乐，敌军打下了都城，在内的不少土地也被占领
了，他还沉迷在享乐之中，到快要攻入城池，他心里才后悔
万分，于是他去请回庄辛向他道歉，希望可以挽回局面。庄
辛告诉他只要把破掉的羊圈赶紧补上就不算迟，只要齐心协
力，还是有希望的。楚襄王最后用了庄辛的方法，终于收复
了大部分的地盘。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在收到损失之后，
要想办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成语故事

杨时和游酢去请教老师，游酢要敲门时，杨时说：“让老师
在休息一会”，于是他们便在外面等候，不一会儿，下雪了，
越下越大，他们的身上挤满了雪，当老师推开门看见大雪中
屹立着杨时和游酢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个成语的意思
是：以颂扬尊师敬道的可贵精神。

这两个故事让我记忆很深，因为这两个故事让我知道了两个
道理，第一个是：我们在学习时，如果上课没有认真听讲，
要尽力去补习;第二个是：要尊敬老师。

这本书真好看，又能让我们知道许多道理，还可以让我们了
解历史故事，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去买这本书。

想必大家都看过《成语故事》书，我也不会例外，因为，这



是一本经典的好书。

我看完此书后受益匪浅，这本书有为人处事篇，坚强意志篇
和求学求知篇。每一篇都给我们了一种教育，每一篇好像都
在对我们敦敦教诲。这本书里面有些故事里的人犯的错误看
起来很蠢，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然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有时也会犯这种错误。这本书警告我们不要犯那上面故
事里的经典错误事，也不能像故事里的人那样心胸狭窄做事
不顾后果，更不能像故事里的坏人一样明知故犯。这本书还
能教会我们好多好多做人的道理，从而塑造一个优秀的我们。

这本书有些经典的故事是我们从小就接受到的，可是，我们
仍然有可能照样“守株待兔”和“揠苗助长”等等。难道这
是家长提醒的不够吗?是老师教育的不够吗?不!那都是我们自
己一时的不慎而铸成的错误。我们读了这本书的故事后，会
更清楚的记得一些教训，本能的吸取一些教训，这是只有好
处没有坏处的。

我个人认为《成语故事》是一本很棒的书，也是我们成长中
必读的书，它会使我们更加优秀。

成语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经过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流传下来的，而且每个成语还带有一个个小故事，
不愧为精华。今天我学习了两个成语故事，分别是“铁杵磨
针”和“凿壁偷光”。

“铁杵磨针”主要写了李白小的时候不爱学习，有一天，他
看见河边有个老太太在磨一根铁棍，便过去问她：“老奶奶，
你在干什么呢?”那位老太太说：“我准备把这根铁棒磨成针。
”李白又问：“这跟铁棒这么大，而针又这么小，能摸成
吗?”老太太告诉李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
听后大为感动，牢记在心，最后成为有名的大诗人。这个成
语比喻只要有决心，肯下功夫，多么难的事也能做成功。是
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个简单的道理几乎任



何人都知道，可是真正用到里面道理的人又有几个呢?只要人
人都有决心，肯下功夫，那么世界就不会有什么做不成的事，
世界也就会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凿壁偷光”主要写了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
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才有
了看书的能力。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
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站起来，走到墙
壁边一看，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匡衡
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
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就这样，经过匡衡的刻苦学习，
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凿壁偷光”意思是：用来形容
家贫而读书刻苦。看完这个故事，我感觉我们的学习条件比
匡衡好得多。家里整天开着电灯，还有许多书和电脑，可是
为什么没有获得像匡衡的成就呢?我想：还是和我们没有像匡
衡那样刻苦学习的情况分不开的。今后我下定决心，以匡衡
为目标，努力刻苦的学习，争取早日取得成功。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成语故事精选》里的一个成语，名叫《守株
待兔》。这个成语主要是讲 一位懒惰的农夫想不劳而获的.
故事。

这个农夫每天都要去田里种菜。有一天，一只野兔突然从森
林中惊慌失措地飞奔出来，一头撞到田旁的一棵树桩上，了。
因此，农夫一家就在晚上美餐了一顿。从此以后，农夫再也
不在田里干活了，而是每天守在树桩旁等待下一只撞的兔子。
结果，田地里的野草越长越高，庄稼都了，而农夫也再没有
等到撞的兔子了。

看完这个成语故事之后，我想这个农夫也太傻了。他也不想
一下，如果几十年之后一直都没有兔子撞，那他不就会饿吗?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这次只是一次碰巧的现象，不是每只兔
子都会往树上撞的。如果农夫还像以前一样每天都辛勤劳动，
那么，他就会有很多粮食吃。

我还联想到了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乞丐。他们有些看上去也不
傻，又有手，又有脚，但是他们却在大街上向过往的行人要
钱，这些就是不劳而获的人。其实他们可以去餐厅洗碗或是
去搬运东西，这些工作总好过他们去低声下气的乞讨吧!他们
就是不想劳动，而又想有得吃，有得穿。我们不能做这样的
人。

《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凡事不能靠碰运气，要靠
自己的辛苦劳动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五

程门立雪是一个赞扬尊敬老师的人的成语故事，老师是授予
我们智慧的人，尊敬老师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一种美德。
在这里，我想送给天下所有的教师一首诗歌；是谁一一把我
们领进宽阔明亮的`教室，是谁一一教给我们丰富的知识，是
您——老师！

同学们，既然老师授予我们这么多知识，我们就应该尊敬老
师！！成语故事的读后感6

成语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精华，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其中不
少还蕴含着很多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传统美德呢！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很多成语，每个成语里又包含着很多故事。
例如说“井底之蛙”的意思是，青蛙在井底只能看到一小块
蓝天就洋洋得意，形容眼界狭小、目光短浅。拔苗助长让我
懂得了做事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把事做好。
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农民一样那着急，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做



好。

读了《成语故事》这本书，我不但学到很多成语和历史，还
认识了很多人，例如黄帝、女娲、孔子、孟子等。我们要向
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物学习，不要学习那些品德高尚的德行，
坚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小学生。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六

想必大家都看过《成语故事》书，我也不会例外，因为，这
是一本经典的好书。

我看完此书后受益匪浅，这本书有为人处事篇，坚强意志篇
和求学求知篇。

自从我借来《成语故事》后，就看得津津有味。

使我百看不厌的成语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多行不义必
自毙；鹬蚌相争，逸翁得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中间最让我感到有一点启示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郑武公有两个儿子的故事。

春秋时期郑武王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出生时候难产，因此，
姜氏不喜欢大儿子。

后来郑武公死了，立大儿子为国君，号为庄公。姜氏一心想
除掉庄公。

有一天，祭仲说：“姜氏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野草蔓延
开来，尚难清除，何况是你所宠爱的弟弟呢。”

庄公胸有成足地说：“他做这么多不义的事，必然会自取灭



亡，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样形成了。

这个成语告诉了我们一个意思：是不义的事做多了，必然会
灭亡。

我聆听历史的绝响，体察文化的轨迹，饱览多姿的山河，品
位迥异的故事，寻找生命的支点，让人生因此而丰富、优雅。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七

在我而三年级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两本成语故事，一本是
《中国孩子最想看的成语故事》，另一本是《课外必读成语
故事》。这两本成语故事，有的是真实的故事，有的是寓言
故事。我看了都非常喜欢。

狐假虎威，百兽之王的老虎被狡猾的狐狸骗了，它不知道狐
狸借着它的利害，使小动物见着老虎就跑掉了，老虎也就相
信它是神的使者了。成语“狐假虎威”指的是借着别人的权
威势力来欺压别人，也指借着职务上的权力作威作福的人。

守株待兔，春秋时代宋国有个农夫，他家田地的地头有一棵
大树。一天，他在地里干活，突然远处跑来一只兔子，它跑
得很快没注意大树，一不小心撞上了，把脖子折断了死了，
农夫捡起兔子，捡了大便宜，可以美餐一顿。他想到，没准
兔子还会撞树死，于是他每天在地里守着，什么事多不干，
等到野草长得比庄稼还高了，也没看到兔子的影子。成
语“守株待兔”比喻不想努力，而希望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

闻鸡起舞，晋代的祖逖是不胸怀坦荡、具有远见之人，曾有
人推荐他去当官，他没去，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后来，他
与小时候朋友刘琨住在一起，听到鸡叫，他们就起来练剑，
之后他们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就练武，他们成为能武能文的全
才。后来，祖逖被封为镇西大将军，刘琨做了都督，他们都
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文才武略。成语“闻鸡起舞”，形容发奋



有为，也比喻有志之士，及时振作。

总之，看了成语故事，我不能做狐假虎威骗人之事，也不能
守株待兔，抱着侥幸心理做事。而应该要像祖逖和刘琨一样
闻鸡起舞，勤学勤练，大公无私做事。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八

我读了《成语故事》，它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的成语共有82个，它是按第一个字的音序归类的。有
的成语比较好理解，比如胸有成竹，有的成语则需要探明来
源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比如近水楼台，有的甚至失去原先
的好处，比如朝三暮四。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成语是?八仙过海?。这个故事讲的是八
个神仙过东海去参加蟠桃盛会。八个神仙有的把葫芦变成一
叶扁舟，有的把花篮当船，其他几位神仙也把自我的宝物投
入大海，最搞笑的要算张果老，他从一只小箱子里拿出一只
纸驴，吹了口仙气，它就变成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毛驴了，
他倒着骑在驴背上渡海。在渡海的过程中，他们各显神通，
最终都顺利地渡过了东海。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各自显示
自我的潜力和本领。

成语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是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
化符号。读完这本成语故事，我说话的时候就会用到我读过
的`这些成语，妈妈经常会说我:?你还挺会用词的。?写文章
的时候，我也会用到这些成语，我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
老师也夸我的作文水平提高了，文章词句很生动。这就是我读
《成语故事》这本书的收获。期望大家也抽空多学成语，这
样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口头表达潜力和写作潜力。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九

今天，偶尔在书上翻到了《滥竽充数》这篇短文，短文讲的
是一个叫南郭的人，他去皇宫里吹竽，可实际上，他并不会
吹，只是跟着大家一起，蒙混过关。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
不久，先皇逝世了，新皇帝很奇怪，他和先皇不一样，喜欢
让大家一个一个吹给他听。南郭先生得知后，只好连夜带着
钱财跑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好笑，我突然想起，我也曾经经历
过这样的“丑事”，那是三年级的事了，有一回，老师让我
们出一板黑板报，我不懂怎么画，但又怕出丑，顾于面子，
我只好不懂装懂地“指点”他们做这做那。一会儿叫他们在
这边画只小鸭子，一会儿叫他们在那儿画几对海鸥，一会儿
又叫他们画绿腾蔓。老师见我这么积极，就在班上表扬了我，
我可高兴了!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学校举行了一次黑板报
设计比赛，老师想到了我，她让我去比赛，我慌了，心想我
只是不懂装懂而已，怎么能去参加比赛呢?那不丢脸死了。急
忙随便找了个理由推辞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无论是多么美丽的谎言，无论是出于好
坏，是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没有真本事的人，是无法
承担起今后建设祖国的重任的!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

《悬梁刺股》讲的是两则励志的小故事，给我深刻的启发。

故事讲的是古代有一个叫孙敬的读书人，平实酷爱读书，从
早到晚不停的学习，但到了夜里累了就要打瞌睡，他想出了
用绳子系着头发挂在房梁上，只要一打瞌睡，头发就会被绳
子扯的瞌睡全无，因此能通宵达旦的研习学问。另一个故事
讲的古代一个叫苏秦的人，他也非常喜爱读书，每天读书到
深夜，他准备了一个锥子在书籍旁边，只要自身打瞌睡了，



就用锥子扎自身的大腿让自身保持清醒。他们是多么热爱读
书和学习，对于知识的渴望使他们拥有悬梁刺股的精神，他
们最后都成为了很杰出的人。

我们对待也要有悬梁刺股的精神，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人都
是经过刻苦的学习。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坚定
目标，并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一定会有所成。

《成语故事》读后感我不喜欢学成语，因为成语都是四个字，
也不好理解。妈妈为此总生我气。

几天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成语故事》书，妈妈与你一起
阅读此书，而且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你肯定会非常喜欢此书
的，喜欢学成语的。今天妈妈抓我一起阅读《成语故事》书，
翻开书妈妈给我一边读成语一边讲成语的故事，我发现里面
有很多我没学过的成语和没有看过的故事。

让我难忘的是《专心致志》这一篇讲的是：两个人拜著名棋
手弈秋为师，学棋的时候，认真地听讲，乙却心不在焉。结
果，甲的棋艺越来越高，乙的棋艺还是一样。

弈秋语重声长地对两个学生说：“下棋如果不专心致志，也
是学不好的!”告诉我们做事要专心致至。

还有的故事是《愚公移山》的内容是：愚公家门前有两大座
山挡着路，他决心把山平掉，另一个“聪明”的智叟笑他太
傻，认为不能。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
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两座山终究会凿平。”后因感动
天帝，因此天帝命大力神的两个儿子搬走两座山。比喻只要
有毅力就可以成功。

还有许很多多精彩的故事……

没想到，我真的喜欢上了成语，原来每个成语都有一个精彩



的世界啊!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一

想必大家都看过《成语故事》书，我也不会例外，因为，这
是一本经典的好书。

我看完此书后受益匪浅，这本书有为人处事篇，坚强意志篇
和求学求知篇。每一篇都给我们了一种教育，每一篇好像都
在对我们谆谆教诲。

自从我借来《成语故事》后，就看得津津有味。

使我百看不厌的成语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多行不义必
自毙；鹬蚌相争，逸翁得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中间最让我感到有一点启示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郑武公有两个儿子的故事。

春秋时期郑武王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出生时候难产，因此，
姜氏不喜欢大儿子。

后来郑武公死了，立大儿子为国君，号为庄公。姜氏一心想
除掉庄公。

有一天，祭仲说：“姜氏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野草蔓延
开来，尚难清除，何况是你所宠爱的弟弟呢。”

庄公胸有成足地说：“他做这么多不义的事，必然会自取灭
亡，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样形成了。

这个成语告诉了我们一个意思：是不义的事做多了，必然会
灭亡。



我聆听历史的'绝响，体察文化的轨迹，饱览多姿的山河，品
位迥异的故事，寻找生命的支点，让人生因此而丰富、优雅。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二

我不喜欢学成语，因为成语都是四个字，也不好理解。妈妈
为此总生我气。

几天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成语故事书，妈妈与你一齐阅读
此书，而且十分肯定的告诉我，你肯定会十分喜欢此书的，
喜欢学成语的。这天妈妈抓我一齐阅读成语故事书，翻开书
妈妈给我一边读成语一边讲成语的故事，我发现里面有许多
我没学过的成语和没有看过的故事。

让我难忘的是专心致志这一篇讲的是：两个人拜著名棋手弈
秋为师，学棋的时候，认真地听讲，乙却心不在焉。结果，
甲的棋艺越来越高，乙的棋艺还是一样。

弈秋语重声长地对两个学生说：?下棋如果不专心致志，也是
学不好的!?告诉我们做事要专心致至。

还有的故事是愚公移山的资料是：愚公家门前有两大座山挡
着路，他决心把山平掉，另一个?聪明?的智叟笑他太傻，认
为不能。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
孙孙无穷无尽的，两座山终究会凿平。?后因感动天帝，所以
天帝命大力神的两个儿子搬走两座山。比喻只要有毅力就能
够成功。

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

没想到，我真的喜欢上了成语，原先每个成语都有一个精彩
的世界啊!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三

成语是我国最经定典一种文化，我最喜欢成语故事了。

老师布置我们暑假里好好读书，写好，我就找了一本《成语
故事》细细品读起来，在成语世界里，我认识了心口不一的
叶公;明白了“刻舟求剑”的愚蠢;领略了“守株待兔”的迂
腐;见证了“掩耳盗铃”的可笑，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
位“闻鸡起舞”的祖逖。

祖逖是我国晋朝时候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想为国家效力，夜
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听到鸡叫声，受到启发，决心练就过
硬的本领，报效国家。于是他和好友刘琨一起练习武艺。这
样，无论是凌烈的寒冬，还是炎热的酷暑，他们都坚持练习。

由于本领高强，祖逖当上了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
他带领的队伍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打了不少胜仗，得到了
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祖逖，一个“闻鸡起舞”的青
年，一个勤学苦练的模范，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对于我
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或许还不需要“闻鸡起舞”，但是我们
需要“闻鸡起舞”的这种精神。

这就是成语的魅力，简简单单一个小故事，却蕴含了深刻的
道理，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四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叫《成语故事》。是说的一些因故事
而造成的成语。有金石为开、狼狈不堪、身先士卒，都是有
名将军、军师。我就讲金石为开这个故事。

李广有一次带百十名骑兵碰到匈奴，李广故意原地休息，让
匈奴以为前面有埋伏，一直不敢攻击。这里可表现出他精神
韬略，善于用兵，而且作战英勇。



李广又有一次，他被免了职务，晚上行走被巡逻的军官抓祝
李广说自己过去是将军。军官不买账，讽刺说：“你就是现
任将军也不行，犯夜就拘押，更别说什么前任将军。”李光
就被关了一夜。等他复职了。就想方设法的'把那个巡逻军官
杀了。这表明了李广度量狭窄，就等于你是班里的班长，你
用班长的名义来害别人。

还有一次，李广去打猎，跑了一整天都没找到一个猎物，他
突然看见了一只老虎，他精神大振，取出弓箭，搭上羽箭，
平足力气将弓拉得如同一轮满月，一箭射向老虎。他发现老
虎没有挣扎，走去一看，原来是石头，穿碎了石头。这表明
做什么要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就考满分！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五

想必大家都看过《成语故事》书，我也不会例外，因为，这
是一本经典的好书。

我看完此书后受益匪浅，这本书有为人处事篇，坚强意志篇
和求学求知篇。每一篇都给我们了一种教育，每一篇好像都
在对我们敦敦教诲。

自从我借来《成语故事》后，就看得津津有味。

使我百看不厌的成语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多行不义必自
毙;鹬蚌相争，逸翁得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中间最让我感到有一点启示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郑武公有两个儿子的故事。

春秋时期郑武王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出生时候难产，因此，
姜氏不喜欢大儿子。



后来郑武公死了，立大儿子为国君，号为庄公。姜氏一心想
除掉庄公。

有一天，祭仲说：“姜氏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野草蔓延开
来，尚难清除，何况是你所宠爱的弟弟呢。”

庄公胸有成足地说：“他做这么多不义的事，必然会自取灭
亡，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样形成了。

这个成语告诉了我们一个意思:是不义的事做多了，必然会灭
亡。

我聆听历史的绝响，体察文化的轨迹，饱览多姿的山河，品
位迥异的故事，寻找生命的支点，让人生因此而丰富、优雅。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六

在我二年级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两本成语故事，一本是
《中国孩子最想看的成语故事》，另一本是《课外必读成语
故事》。这两本成语故事，有的是真实的故事，有的是寓言
故事。我看了都非常喜欢。

狐假虎威，百兽之王的老虎被狡猾的狐狸骗了，它不知道狐
狸借着它的利害，使小动物见着老虎就跑掉了，老虎也就相
信它是神的使者了。成语“狐假虎威”指的是借着别人的权
威势力来欺压别人，也指借着职务上的权力作威作福的人。

守株待兔，春秋时代宋国有个农夫，他家田地的地头有一棵
大树。一天，他在地里干活，突然远处跑来一只兔子，它跑
得很快没注意大树，一不小心撞上了，把脖子折断了死了，
农夫捡起兔子，捡了大便宜，可以美餐一顿。他想到，没准
兔子还会撞树死，于是他每天在地里守着，什么事多不干，
等到野草长得比庄稼还高了，也没看到兔子的影子。成



语“守株待兔”比喻不想努力，而希望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

闻鸡起舞，晋代的祖逖是不胸怀坦荡、具有远见之人，曾有
人推荐他去当官，他没去，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后来，他
与小时候朋友刘琨住在一起，听到鸡叫，他们就起来练剑，
之后他们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就练武，他们成为能武能文的全
才。后来，祖逖被封为镇西大将军，刘琨做了都督，他们都
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文才武略。成语“闻鸡起舞”，形容发奋
有为，也比喻有志之士，及时振作。

总之，看了成语故事，我不能做狐假虎威骗人之事，也不能
守株待兔，抱着侥幸心理做事。而应该要像祖逖和刘琨一样
闻鸡起舞，勤学勤练，大公无私做事。

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读后感篇十七

读了成语故事这本书，我学到了许多成语，也理解了他们的
意思。

在这些成语故事里面，我最喜欢“杯弓蛇影”这个成语了。
它讲的是应郴请杜宣来喝酒，一张弓的影子映入了杜宣的酒
杯中，杜宣以为是蛇吓得汗如雨下。但不能不喝，杜宣喝了
几小口就走了。杜宣回到家中又感觉到蛇在肚中蠕动，难受
到喝水吃饭都困难。杜宣吃了很多药，病情也没好转。应郴
来到杜宣家问他怎么会闹病，杜宣就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应郴
描述了。

应郴回到家，在厅堂里思考，北墙上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坐在那天杜宣的位置上，取来一杯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
上。果然发现不细看，酒杯中弓的影子确实像一条蛇。应郴
把事实告诉了杜宣，杜宣的病很快痊愈了。

从这个故事中，我明白了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



想一想为什么。要通过调查实践去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真
相，去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