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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卖油翁后感篇一

我们在七年级上学期学习了一篇令我印象最深的文言文，那
就是《卖油翁》。

卖油翁讲的是卖油翁和陈尧咨的对话和卖油翁酌油的高超技
艺。我觉得自己即使有什么长处也没必要骄傲自满，重要的
是熟能生巧。

在工作中，例如修电脑，一个人修电脑要熟练，要掌握技巧，
多帮别人修，自己多练习，才能做到熟能生巧。

还有养花，养花最主要就是先了解话的生活“习性“，在看
看养花技巧方面的书，要多观察，只要了解花的“习性“和
养花的技巧。就对养花能“熟能生巧“了。

举了这三个例子都说明熟能生巧的好处。

在我身边，我观察到一些现象：在老师布置默写古诗时，我
总是反复背，反复读，反复默，不读，不默，不背，“三个不
“，令我很苦恼，而他们却是把古诗写在一张小纸上或手上，
还有就是事先写好在要默写的本子上，这些“小手段“我已
经见多了，而我觉得默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背，只要付
出了，就能取的好成绩，只要默多了，背多了，就能够成为
自己的一种技巧了。



从《卖油翁》这篇文言文，和我所举的身边的例子中，都是
说明熟能生巧，多练习，多勤奋，就能取得成功，成为踏进
成功的一大步。

所以在这儿希望天下的人能做是勤奋，刻苦，努力，没有什
么事做不到的。

相信自己，我能行！

读卖油翁后感篇二

人们看到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总以为他们有什么秘诀。殊
不知任何高超技艺，都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也就是俗话所说
的`熟能生巧。读了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卖油翁》一文
后，我对这一点体会更深了。

文中共写了俩个人物；一个是箭艺高超，闻名当世有点骄傲
自大的陈尧咨，一个是卖油翁由于自己的勤学苦练而练出了
超凡的倒油技术，然而我明白，不管是陈尧咨的箭术高超，
还是卖油翁卓越的勺油技术，都是他们平时努力实践。勤学
苦练的结果。不难想象，如果陈尧资没有经过风吹。日晒。
雨淋。常期刻苦练习的过程，卖油翁没有无数次的勺油实践，
是不能具有这样的技术和本领的。所以刻苦练习，反复实践，
乃是大达到巧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就不
可能提高，更不可能有飞跃。

由此让我联想到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无论是学习语文，数学，
英语我们都要多读，多写，多问，此外还用不断开动脑筋，
善于思所，把练，和想结合起来。

读卖油翁后感篇三

《卖油翁》。在假期里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这则故事。故事
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有位文武双全的将军，他在集市上炫



耀自己的本事，引来不少路人围观，这时，一位卖油的老翁
走过来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就把一个装油的葫
芦放在地上，再把一枚铜钱放在葫芦口上，接着舀了一勺油，
然后把油倒进盖着铜钱的葫芦里。油没有滴一点在外面，铜
钱上也竟然没有沾有点油星儿。众人看了纷纷啧啧称赞。而
那位文武双全的将军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读完这则故事，我非常欣赏卖油翁的本领。那位将军虽然文
武双全，可是如果让他也像卖油翁那样来倒一下油，结果会
怎样呢？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在
我们的学习中，我们不能像那位将军一样骄傲自大，拿自己
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比，我们要谦虚一点，互相学习，共
同进步。

读卖油翁后感篇四

《卖油翁》讲述的是陈康肃公常常以善射而自夸，有一次，
他在花园射箭，有个卖油的老者，却对他的箭术不以为然，
令陈康肃公很生气，于是卖油的老人拿出一个葫芦，上面放
一个铜钱，用勺子把油往葫芦里倒，油从钱孔穿过，而钱不
湿。这让陈康肃公对卖油翁敬佩起来，改掉了自夸的坏毛病。
这篇文言文告诉我的，也正是熟能生巧的道理。

我是一个酷爱篮球的人，每当看见球星，或是别人打篮球时
在球场上帅气潇洒的动作，随心所欲的技巧，我就心动，觉
得我也会，自己也能那样帅气，没有啥了不起的。当我上场
后，结果却令我很失望，做的动作也很别扭，篮球在自己手
里不听话了，做一些篮球的技巧也漏洞百出，去和别人一起
打团队赛事，让队友质疑自己，会不会打球？甚至连球都碰
不到几次。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很多次都是认为自己了不起。觉
得会了，不再练习，可是一打，却输得很惨。而那些大牌球
星就行，本来基本功就扎实，而且他们还坚持练习投篮，例



如科比当时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到篮球馆去训练，每
天至少得投篮一千多个，难怪他们那么出色，手感那么好，
投篮那么准。这样一比自己就差的远，不是别人厉害，而是
人家努力啊，熟练呀。只有不断努力，做得更好，最后才会
有所回报。

学习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例子，不是人家优秀，而是人家勤
于苦练。上学期，有的人数学练习科辅也许两本都做完了，
而我上学期连一本也没做完，就这还十分嚣张，不虚心。别
人做了两本遇到多种多样的题，见得多，做得多了，自然考
试时候，就能够得心应手。而我遇到的题少，考试时候，很
可能就会遇到不会做的题，上学期的数学考得不是很理想，
人家考得好是因为做了一本又一本，熟能生巧，自然就考得
也好。

最近疫情防控期间，呆在家里，和妈妈学做包子。妈妈包的
包子很漂亮，我包的却不怎么样，不好看。《卖油翁》让我
明白，妈妈以前包的肯定也难看，只不过啊，练习得多了，
熟练了才包得这样好。

《卖油翁》故事虽然短小，但是蕴含的道理却让人受益匪浅，
那就是——熟能生巧。

读卖油翁后感篇五

《卖油翁》这个故事向人们揭示了“熟能生巧”的道理。古
代有个叫陈尧咨的人，擅长射箭，以此自矜。而卖油翁只略
表赞许。他把一个油葫芦放在地上，用一个铜钱盖在葫芦口
上，将油通过钱孔灌入葫芦中，钱孔却不曾溅上一滴油。真
可谓妙哉。陈尧咨的超人本领和卖油翁的绝技，是天生就有
的吗？非也。卖油翁曰：“我亦无他，唯手熟尔。”

的确，老农能辨别风云，善治理田地；演员翩翩起舞，表演
精彩动人；雕塑家的作品玲珑精巧，形象逼真；诗人的作品



脍炙人口，耐人寻味；……人们总会向他们发出各种赞叹；
了不起啊，了不起啊！岂知所有这些，哪一样不是长期经验
的积累，日夜苦练的结晶。当今，有一些青年人，既不钻研
业务，又不虚心求教，他们总是这样叹息：“我太笨了，能
混碗饭吃也就够了。”他们真的笨吗？非也。他们谈起服装
发式来头头是道；织的毛衣，称得上是艺术品；玩起扑克来，
谁也比不过他的'机智灵活。这也可谓：“无他，唯手熟
尔。”若是他们把这些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为四个现代化也
如此钻研，那结果该是如何呢？本领不是天生就有的，它需
要经过勤奋的劳动才能获得，此所谓：“业精于勤。”年轻
人精力充沛，只要肯下功夫，钻一门学问，经过长期的努力，
一定会熟练掌握它的奥秘，这样才能应用自如的。这也是
《卖油翁》给人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