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孟子梁惠王上读后感受 孟子·梁
惠王上练习题及答案(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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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孟子梁惠王上读后感受篇一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
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
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
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
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
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
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1. “王知夫苗乎？”孟子以禾苗为喻来说明他反对 ，主张
的政治主张。(2分）

2.孟子认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一百年后，秦以武力
统一中国。请就此谈谈你对孟子这一观点的看法。(3分）

1.答案：杀戮（暴政） 德政（仁政）。

2. 答案：秦以武力统一天下，事实无情地证明孟子的观点不
合时宜，难怪不能为当时诸侯所接受。（1分）但孟子的思想
无疑有其先进性，不施仁政的暴秦，很快就走上了灭亡之路，
从而证明得民心是很重要的，行仁政才是长治久安之路。（2
分）



孟子梁惠王上读后感受篇二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
路》第9章）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洿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和鳖不可胜食，材木
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
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
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
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第三章）

18、对下列选段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多了，应该要先使他们富裕起
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教育他们。

b、孟子列举了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三
个事例，喻劝君王要善于以时养民。

c、孟子认为，王道之始，重在使人民养生丧死而无憾，只要
做到这点，君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d、孟子提出了他的施政思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
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19、上面两则选段反映孔子和孟子在治国施政方面的共同点
是什么？（4分）



参考答案：

18.c（2分）

19、（4分）先富后教，以德治国

孟子梁惠王上读后感受篇三

文化经典阅读：阅读下面选段，回答问题（6分）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子路》第9章）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洿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和鳖不可胜食，材木
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
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
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
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读后感受篇四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其思想深邃，成为
后世历史文化的典范。在孟子晚年时，在梁惠王的支持下，
孟子开始创作一部哲学类著作——孟子，记录了自己的思想、
政治主张和对社会的认识。其中，孟子见梁惠王的原文对他
的影响尤为深远。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五个方面谈谈孟子
见梁惠王的原文心得体会。

第一，责之以国家利益。梁惠王原文中提到：“今者琴瑟弹
唱之间，悲怒哀乐，庶几有钧正之音，足以御疾移情，足以



合群。”孟子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国家不应该将文艺作为
治国的手段用于管控民众，而是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导向，发
配罪犯才是根本之策。他认为，只有将责任和作用与国家事
务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和忠诚度。

第二，追求教育普及。孟子在梁惠王原文中看到的问题是，
当时社会中富裕家庭的子女都能接受家教、门楣和陶艺等方
面的教育，而较贫困和普通的家庭则没有获得同等机会。为
改变这种状况，孟子提倡广泛教育，并提出了“教育没有地
位”和“教育应该是一种基本人权”的观点，这在当时诸侯
国中是不同的声音，值得称赞。

第三，强调品德人格。孟子认为，在梁惠王原文中，梁惠王
重视礼仪、仪态和声乐，却忽略了品德上的正直、诚实和谦
虚，以及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他提出“道”的重要性以
及“仁、义、礼、智、诚”的五种基本品质，倡导维护公正、
诚实、勇气和良好的品德人格。

第四，强调国家政策。孟子还通过梁惠王原文中的一些问题，
提出了他的治国理念。他认为，国家政策要以人民利益为导
向，政府必须在它们感兴趣的事情上进行广泛的社会咨询和
集体决策。此外，政府还应该建立多种形式的福利体系，确
保最基本的人权和福利保障。

第五，关注权力分配。在梁惠王原文中，梁惠王曾询问“对
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应该怎样做？”孟子的回答是，“哈哈，
这是一道好题！”孟子认为，权力均衡分配是维持政治稳定
的基本形式。在孟子的治国思想中，儒家文化的关键问题不
仅是要合理地分配国家资源和财富，还要关注弱势群体对各
种政策议程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在权力分配上给予弱者更
多的权力，这样才能践行人民代表，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孟子的治国思想强调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注重教
育普及，强调品德人格，关注国家政策并重视权力分配。这



些思想观点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我国优
良的传统文化中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

孟子梁惠王上读后感受篇五

原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
以利吾国乎？”

译文：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
而来，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原文：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译文：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
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
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
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

原文：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
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

原文：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
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
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
谈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