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优秀12篇)
即兴不仅存在于戏剧舞台上，还可以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中
得到应用。那么在即兴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要如何保持灵感
的持续流动呢？请欣赏以下即兴表演的精彩片段，每一位演
员都展现了他们独特的才华和魅力。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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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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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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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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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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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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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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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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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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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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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十一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叫《成语故事》。在书中，
我比较喜欢愚公移山，读后我感受颇深。

传说在古代，有位老人，叫愚公，九十多岁了。他家门前有
两座大山，高万丈，使愚公一家 出入很不 方便，愚公决定
挖掉两座大山。

愚公带领儿子和孙子，开始挖山了。他们从日出干到日落从
不停息。有个老头对愚公说：“你太老了，凭剩下的一点力
量，是不可能成功的。”

愚公说：“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子子孙孙，总有一天我
会把山给移走的。”

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派两个神仙，把这两座
山给移走了，从此他出门，很方便。

读完这个，我想起了暑假里的一件事。我喜欢画画，可没几
天，我没兴趣了，就放弃了。我已后知道了，不能放弃，要
坚持到底。

如果有人跟我一样，半路放弃的话，我想告诉你：做任何事
都要坚持，不能半途，否则什么也做不成。



成语故事的读书感悟篇十二

今天我读了一篇成语故事——滥竽充数，是讲在古代，一个
国王特别喜欢听吹竽，特别偏爱竽合奏，那声音既悦耳动听，
又雄浑壮丽。乐手们也享受很高的待遇。有一天，国王感觉
乐队还不够大，想组织一支三百人的大乐队，加上原来的，
还差一名。这时有一个叫南郭的人，根本不会吹竽，他想混
有人群里，应该没什么事。所以他跑到国王面前吹嘘自己吹
得怎么好，国王信以为真，让他参加了乐队。

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也喜欢听竽，不过，他偏爱听竽独奏，
这可吓坏了南郭先生，他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地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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