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 大禹治水故
事读后感精彩(精选8篇)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上下五千年》中的一个，叫《大禹治水》。非常感
人，我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不仅语言精练，而且具体生动地
写了大禹那种聪明伶俐、勇于牺牲精神。大禹的为人让我佩
服不已。

这个故事讲的是尧、舜时期，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
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禹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为
了治水，他到处奔波，多次经过的家门都没进去。经过13年
的勤奋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了，地面上终于又可
以供人种庄稼了。

读完《大禹治水》这个故事，使我了很多。“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只要努力、勤奋、刻苦，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使我了人活着不应该只为了，也应该为大家，为集体着想，
我要大禹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这种公而忘私的品德，让
我感慨万千。啊！古人有如此可贵的奉献精神，而我们为什
么没有呢？再苦再累也不能半途而废。只有一心一意，不畏
劳苦，才能更上一层楼。我一定好好学习大禹那种不怕吃苦
的精神，所以我要努力学习，长大用自己的智慧报效社会，
报效祖国！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二

在我国远古时代，相传四五千年前，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灾
害。为了解除水患，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了鲧去治水，鲧治水
九年劳民伤财，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被处死在羽



山。部落联盟会议又推举了鲧的儿子禹。他是一个精明能干、
大公无私的人。

大禹请来过去治水的长辈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并且经过实
地考察，制定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方面加固和继续修
筑堤坝，另一方面，用“疏导”的办法根治水患。大禹亲自
率领二十七万治水群众，全面进行疏导洪水的劳动。

大禹除了指挥外，还亲自参加劳动，为群众做出了榜样。他
不辞辛劳，废寝忘食。在治理洪水中，曾三次路过自己家门
口而不入。

在他的领导下，人们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九
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伏伏帖帖地流入大海。在治
水的同时，大禹和治水的大军还大力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
修整土地，恢复生产，使大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完成
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三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
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远古的时候，
洪水肆虐，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时，出了两位治水
英雄：鲧和他的儿子禹。他们治水的神话流传在祖国辽阔的
大地上。

鲧是一个聪明能干、造福民众的英雄，他不但创制了农具耒
耜，驯服驾驭了耕牛，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创建城郭，更带
领人民筑堤防洪，战胜洪水。当时洪水实在太大了，鲧填了
九年，依然是“滔滔洪水，无所止极”。鲧为了制服洪水，
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不待天帝允许，私自取了“息壤”
去治水，救黎民百姓。息壤是天庭中一种生长不息的土壤，
取一点投向大地，就能积成山、堆成堤。鲧的行为触怒了天
帝，被天帝殛杀于羽山之野。鲧死后尸体三年不腐，天帝命



人剖开他的肚子，肚子里跳出一条虬龙，这就是鲧的儿子禹。
大禹出生后，鲧的尸体化为一条黄龙，永远沉入了羽渊。治
水英雄鲧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禹继承父亲的遗志，决心治理滔天的洪水。大禹治水采用两
个办法，一是填堵筑堤，二是疏通引导。大禹让黄龙帮助勘
察地形，用尾巴划开地面，让洪水流向应当去的地方。黄龙
长着两只美丽的翅膀和强有力的尾巴。大禹又让曾助鲧治水
的玄龟，背着息壤，去填堵筑堤。

大禹还与兴风作浪的恶神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狂暴的共工，
制造洪水，直到今天的山东曲阜，中原大地一片汪洋。禹在
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大会诸神，定与共工决一死战。首先
擒杀了共工的主要助手相柳氏。相柳氏身为长蛇，有九个头，
食于九座山，所到之处立即变为溪泽。然后与共工进行猛烈
的决战，终于打败共工，获得胜利。

大禹治理黄河，是从青海的积石山开始疏导的。据说当时的
石门山与吕梁山相接，堵住了黄河的去路。大禹疏导至此，
遇到了障碍。于是他启动自己的神力，把龙门山劈开为两半，
黄河水就顺畅地从峭壁间流过，这就是今天河南洛阳的龙门。
黄河穿过龙门往下流过几百里，遇到了一座砥柱山，不能通
过。大禹就开凿砥柱山，使河水绕山分流，好像穿过三道门，
这就是今天的三门峡。如今三门峡上游建有禹王庙，渡船的
艄公常来烧香许愿，祈求平安。

大禹治水，不仅时间漫长，而且十分艰苦，然而，他以无私
忘我的精神，奋斗不息。走路太多，脚指甲都磨光了，得
了“偏枯”病，走路十分艰难，但他却走遍了中国的山河大
地，常常是“昼不暇食，夜不暇寝”，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在紧张治水的日子里，好几年都经过家门而不入。直忙到三
十岁，大禹还没成家。一天，他来到涂山附近，看见一只美
丽的九尾白狐，相传她是幸福与权力的象征。大禹于是爱上
了涂山的一位姑娘，但没来得及成婚，就又到南方去治水了。



姑娘一直等着大禹，经常吟唱思念的歌……这就是南方民歌
的起源。以后，大禹终于回来，娶了这位名叫女娇的姑娘。
但新婚后的大禹只在家待了四天，又出发去治水了。女娇在
家等呀等，常站在黄河之滨眺望，所以这里就有了“望夫
石”。

经过多年的奋斗，大禹终于领导人民制服了洪水，治理了黄
河，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大禹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
他的伟大精神，世世代代铸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唐
代大诗人李白游览黄河时，遥想当年大禹治水的不朽业绩，
写诗赞叹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
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桑
麻。”

大禹的精神，为后世治黄的艰巨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四

大禹姓姒名文命，因治水有功，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
大的禹的意思。

传说尧时期，有些大河每隔一年半载就要闹一次水灾。有一
次，黄河流域发生了特大的水灾，洪水横流，滔滔不息，房
屋倒塌，田地被淹，五谷不收，人民死亡。活着的人们只得
逃到山上去躲避。

尧为了解除水患，请各部落首领共商治水大事。尧对大家说：
“水灾无情，请大家考虑一下，派谁去治水？”大家公推鲧
去办理。尧不赞成，说：“他很任性，可能办不成大事。”
但是，首领们坚持让鲧去试一试。尧只好采纳大家的建议，
同意鲧去治水。

鲧到治水的地方以后，沿用了过去传统的水来土挡的办法治
水，也就是用土筑堤，堵塞漏洞的办法。他把人们活动的地



区搞了个象围墙似的小土城围了起来，洪水来时，不断加高
加厚土层。但是由于洪水凶猛，不断冲击土墙，结果弄得堤
毁墙塌，洪水反而闹得更凶了。鲧治水九年，劳民伤财，一
事无成，并没有把洪水制服。

尧老去后，把王位禅让给了舜，舜亲自巡视治水情况。他见
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把鲧处死在羽山。随后，
他又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还派商族的始祖契、周族的始
祖弃、东克族的首领伯益和皋陶等人前去协助。

禹领命之后，首先总结了以前治水失败的教训，接着就带领
契、弃等人和徒众助手一起跋山涉水，把水流的源头、上游、
下游考察了一遍，并在重要的地方堆积一些石头或砍伐树木
作为记号，便于治水时作参考。这次考察是很辛苦的。据说
有一次他们走到山东的一条河边，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山洪暴发了，一下子卷走了不少人。
有些人在咆哮的洪水中淹没了，有些人在翻滚的水流中失踪
了。大禹的徒众受了惊骇，因此后来有人就把这条河叫徒骇河
（在今山东禹城和聊城县一带）。

考察完毕，大禹对各种水情作了认真研究，最后决定用疏导
的办法来治理水患。大禹亲自率领徒众和百姓，带着简陋的
石斧、石刀、石铲、木耒等工具，开始治水。他们一心扑在
治水上，露宿野餐，粗衣淡饭，风里来雨里去，扎扎实实地
劳动着。尤其是大禹，起早贪黑，兢兢业业，腰累疼了，腿
累肿了，仍然不敢懈怠。

一次，他们来到了河南洛阳南郊。这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
脉的余脉，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巍峨雄姿，犹
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
涓涓的细流就由隙缝轻轻流过。但是，特大洪水暴发时，河
水就被大山挡住了去路，在缺口处形成了游涡，奔腾的河水
危害着周围百姓的安全。大禹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
中开道。艰苦的劳动，损坏了一件件石器、木器、骨器工具。



人的损失就更大，有的被山石砍伤了，有的上山时摔死了，
有的被洪水卷走了。可是，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坚持劈山不
止。在这艰辛的日日夜夜里，大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
甚至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
水里而脱落，但他还在操作着、指挥着。在他的带动下，治
水进展神速，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
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

大禹指挥人们花了十年左右的。功夫，凿了一座又一座大山，
开了一条又一条河渠。他公而忘私，据说大禹几次路过家门，
都没有进去。第一次他路过家门口，正好遇上妻子生孩子，
大家劝他进去看一看，照顾一下，他怕影响治水，没有进去；
又有一次，他的孩子看见了父亲，非常高兴，要大禹到家里
看一看，他还是没有进去。他把整个身心都用在开山挖河的
事业中了。

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大家推举为舜的助手。舜死后，他继任
了王位。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
家——夏朝，因此，后人也称大禹为夏禹。夏禹死后葬在茅
山，后人因禹曾在这里开治水成功后的庆功大会，计功行赏，
所以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大禹治水，为人民造福，永远受
到炎黄子孙的称颂。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五

相传上古时，黄河流域发生了大水灾，随之而来的还有猛兽
肆虐，瘟疫流行，民不聊生，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就派遣
鲧负责治水。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使用了从天帝那儿得到
的宝物“息壤”，但因为他只采用堵塞的办法，不但没有治
好洪水，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这时，舜接替尧为首领，经
过亲自考察，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传说鲧死后，
他的儿子禹就从他腹中生出，并继承父志。禹改变策略，用
疏道的办法，开渠排水浚通河道，把洪水引到大海。他和老
百姓一起劳动，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



据传，当大禹来到河南洛阳时，发现有座高山，一直延续到
中岳嵩山，犹如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水流的去路。禹决定
集中人力，在群山中开道。在艰辛的劳作中，禹始终身先士
卒，脸晒黑了，人累瘦了，甚至连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
脚趾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在他的带动下，山道打开，
洪水倾泻，江河从此畅通。经过十三年的努力，治水终于成
功，人民又可以安居乐业了。禹也获得崇高的威望，被尊称
为大禹，舜也把首领位置禅让给了他。

大禹治水的功绩为历代所传颂，中国各地都有关于他的遗迹
和轶闻。在造型艺术中，大禹治水也是常见的表现题材，早
在汉代画像石上，就可以看到禹的形象。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六

传说在时期，经常发生洪水。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
生产，曾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征求治水能手来平息水害。鲧
被推荐来负责这项工作。鲧接受任务后，采用堤工障水，作
三仞之城，就是用简单的堤埂把居住区围护起来以障洪水，
九年而不得成功，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继位以后，任用鲧
的儿子禹治水。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鲧“围堵障”
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
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
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
迁回平川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后来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第
一代君王，并被人们称为“神禹”而传颂与后世。

在治水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相传他借助自己
发明的原始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
斧劈开龙门和伊撅，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使河水。他治水
居外13年，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工夫去爱抚，不畏艰苦，
身先士卒，腿上的汗毛都在劳动中被磨光了。他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黄河水患的治水英雄。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七

在舜帝时代，黄河流域洪水泛滥，人们深受其害。舜帝派鲧
治水不成，又派禹继父业治水。当时禹刚刚结婚，他离家外
出，带领大家沟通九河，引济漯水入海，把汝汉淮泗导入江。

大禹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第一次是在四年后
的一个早晨。大禹走近家门，听见母亲的骂声和儿子的哭声，
大禹想进去劝解，又怕更惹恼了母亲，唠叨起来没完，耽搁
了治水的时辰，于是就悄悄地走开了。

治水六七年后，大禹第二次经过家门。那天中午，大禹刚登
上家门口的小丘，就看见家里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又听见
母亲与儿子的笑声，大禹放心了。为了治水大业，他还是饶
过家门，赶紧向工地奔去。

又过了三四年，一天傍晚，大禹因治水来到家的附近。突然
天下起了滂沱大雨，大禹来到自己家的屋檐下避雨，只听见
屋里母亲在对儿子说：“你爹爹治平了洪水就回家。”大禹
听得非常感动，更坚定了治水的决心，立刻又转身上路了。

禹在治水过程中公而忘私，三次路过家门，也不进去看一看。
这些记载都是颂扬大禹一生为公，竭尽全力治理洪水，解除
民众受水患所苦的崇高行为，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吗？大禹治
水的精神，值得后世永远铭记，永远赞扬和学习！

读大禹治水的读后感篇八

大禹治水（鲧禹治水）是古代的汉族神话传说故事，著名的
上古大洪水传说。他是黄帝的后代，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
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
责治水。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



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
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
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
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
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大禹治水的故事，其故事背景是上古时期，火神祝融与水神
共工大战，最后共工败在祝融手下，怒撞不周山，导致天塌
地陷，洪水泛滥。最后只得请来女娲娘娘收拾这烂摊子，将
天上的窟窿补上，但民间的洪水之灾却成了遗留问题。

直至三皇五帝时期，华夏民族成为一支稳定的部落力量，鲧、
禹父子授命，治理黄河水灾。鲧治理黄河水灾耗费了九年，
仍为见其效，当时的首领舜降罪于他，革去官职，流放羽山。
经过众人举荐，这项任务便由鲧的儿子大禹来继承。大禹深
知肩上担子沉重，授命后当即收拾行囊与妻子告别，此时妻
子正怀上了大禹的儿子，但为了不阻碍丈夫的志向，隐瞒不
予告知。

大禹带领着伯益、后稷等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实地考
量了各地的水文地理，山势脉络，而大多地方都在穷乡僻壤
之地，条件极为艰苦，大禹一行人手持准绳与规矩，走到哪
里便测量到哪里，足迹遍布黄河沿岸。

在勘测的过程中，大禹亲眼所见当地百姓深受水灾之害，家
破人亡，流离失所，看到民众眼里的挣扎与期望，大禹心中
更加坚定了不治水灾不言归家的决心，十三年期间，大禹三
过家门而不入，也未曾见过他刚出世的儿子。

最终大禹成功治理了黄河水灾，驯服了咆哮奔腾的黄河，使
其平缓地流入渤海，黄河沿岸的田地皆成为了万亩良田，百
姓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