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 刻舟求剑读后感(实
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一

通过学习《刻舟求剑》这则寓言，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凡事
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认真地想，深入地分析，才能找到一
种合适的方法。走方法之路，要比一味的愚昧更方便，更快
捷。

文中的这个人在乘船时不小心将剑掉入水里，便在船上刻了
个记号，下船后，便依照船上的记号下水寻找，船已经向前
走了，而剑没有走，结果呢，当然是一事无成，事倍功半了。
其实他只要肯动点儿脑筋，花点儿心思，讲究方法就能做到
事半功倍了。例如利用竹竿，船浆之类的工具，再借助剑不
会游走的特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剑找回来了，既省时、
又方便，岂不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了吗？现在，我
们可以看到：注重方法是很重要的。

同样是方法，一种是好方法，另一种是愚昧无知的方法，效
果完全不一样。

关于刻舟求剑改写作文合集九篇

关于刻舟求剑改写作文十篇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寓言《刻舟求剑》。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坐船
过江，不小心把宝剑掉到河里，船上的人都劝他赶快去捞，
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自己有主意。“说完，他就在船身
上用小刀刻了一道。等船到岸时，他才下去捞。最后，他双
手空空地上了岸。

看了这个故事，我真为丢了剑的那个人婉惜。我就不明白他
为什么会这样想。他就不知道剑不会像船一样走吗？他是不
是犯傻了？读了这个寓言，我感觉那个人很可笑。

这个故事告诉我：我们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去灵活处理事情，
不能一成不变。我们身边就有人犯这种错误，我希望他们改
正。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三

从前，有一个楚国人在乘船的时候过江的'时候，一不小心，
把随身佩带的宝剑掉到了江中急流里。船上的人都让他下水
找宝剑，可楚国人不慌不忙的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
个记号，让后说：”大家不用慌，我在船上刻了个记号，到
了岸边停下来后，我在顺着记号下水找。“船行了好半天，
到了以后那个楚国人反复地潜进水江水，可是每一次到两手
空空还找来众人的讥笑。

我的感想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
化，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应当考虑到这种变化，适合于
这种变化的需要。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四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读过，
当时没怎么懂这个故事的意思，今天我又一次来读这个故事，



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一个楚国人，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一天他做船过江，突然，
他带的一个体宝剑掉进江中，船夫看见了说：“宝剑掉下去
了，快下去找呀”！可是楚国人一点也不着急。他掏出一把
小刀，在宝剑掉进江里的地方刻上记号，等船靠了岸再顺着
记号下去找，可船靠了岸，他下去找里却毫无收获。

《吕氏春秋。察今》：“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
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
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这句
话正是说明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方法不对头，办事拘泥，不知道随着
形势的变化而作相应的.改变，那是不对的。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五

有一个楚国人出门远行，。他在乘船过江的时候，一不小心，
把随身带着的剑落到江中的急流里去了。船上的人都大
叫：“剑掉进水里了！”

这个楚国人马上用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个记号，然后回头
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

众人疑惑不解地望着那个刀刻的印记。有人催促他说：“快
下水去找剑呀！”

楚国人说：“慌什么，我有记号呢。”

船继续前行，又有人催他说：“再不下去找剑，这船越走越
远，当心找不回来了。”楚国人依旧自信地说：“不用急，
不用急，记号刻在那儿呢。”



他在岸边船下的水中，白费了好大一阵工夫，结果毫无所获，
还招来了众人的讥笑。

从这个故事中，我懂得了：一个事物，时常要发生变化的，
用眼光去看时常发生变化的事物，必定要犯大错误的！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六

《刻舟求剑》选自《吕氏春秋》，讲的是战国时期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郑人买履》。那个郑国人宁可相信绳
子，也不愿相信自己的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江中船上刻记号找落水的.剑，是愚蠢
的行为，不能根据变化的现实决定行为取舍也是不理智的。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刻舟求剑》，认识到了一个很深的道理。文中
大概内容是：从前，有一个人去了江面上，他看着周围的美
景，心里非常高兴。当他正高兴的时候，他的宝剑落入了水
中。他在船上刻了个记号，于是他让船靠岸，有一个渔夫看
见他，问：你要干什么？那个人说：我的.剑从这里掉下去了，
我要把它捞上来。渔夫笑着说：你的剑是从湖心掉下去的，
你从湖岸找不到的。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做事要动脑子。不要做出愚蠢的行为，
日常生活要随机应变。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八

《刻舟求剑》讲的是：楚国有一个人渡江时，剑掉进了水里，
他就在掉剑的地方，用小刀可了一个记号。别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等船靠了岸，我从这个画记号的地方跳下去，就能



捞到宝剑了。“同船的人都笑他无知。等船靠岸时，那个楚
国人跑到江边找到他画记号的'地方，摸了半天，也没摸着，
只好再买一把。

这个人只认死理，我以前也是只认死理。学数学，老师教我
们”2＋3＋5＝10“我就知道了要先算最前面的数。下一堂课
我就没有好好听，结果老师教的是乘法在后，加法在前，应
该先算乘法。老师给我出的是二加三乘五得数是十七，我以
为还是先算前面的，结果，得数是二十五，害得我被老师狠
狠”pk“了一顿。

我知道了：做事情不能死板硬套、只认死理。做事情要灵活
运用、举一反三！

我现在就比以前灵活多了，呵呵。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九

通过学习《刻舟求剑》这则寓言，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凡事
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认真地想，深入地分析，才能找到一
种合适的方法。走方法之路，要比一味的愚昧更方便，更快
捷。

文中的这个人在乘船时不小心将剑掉入水里，便在船上刻了
个记号，下船后，便依照船上的记号下水寻找，船已经向前
走了，而剑没有走，结果呢，当然是一事无成，事倍功半了。

其实他只要肯动点儿脑筋，花点儿心思，讲究方法就能做
到“事半功倍了”。例如利用竹竿，船浆之类的工具，再借
助剑不会游走的特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剑找回来了，既
省时、又方便，岂不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了吗？现
在，我们可以看到：注重方法是很重要的。同样是方法，一
种是好方法，不费力，花很少的时间，另一种是愚昧无知的
方法，效果完全不一样。



刻舟求剑的读后感篇十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读过，
当时没怎么懂这个故事的`意思，今天我又一次来读这个故事，
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一个楚国人，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一天他做船过江，突然，
他带的一个体宝剑掉进江中，船夫看见了说：“宝剑掉下去
了，快下去找呀”！可是楚国人一点也不着急。他掏出一把
小刀，在宝剑掉进江里的地方刻上记号，等船靠了岸再顺着
记号下去找，可船靠了岸，他下去找里却毫无收获。

《吕氏春秋。察今》：“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
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
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这句
话正是说明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方法不对头，办事拘泥，不知道随着
形势的变化而作相应的改变，那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