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画蛇添足读后感个字 画蛇添足读后感
(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画蛇添足读后感个字篇一

“十一”假期中，我又把《画蛇添足的故事》翻了出来，重
新阅读了一遍。照样看得津津有味，真是百看不厌，每看一
遍都有体会，都重新接受一次教育，都有新的收获。

故事讲的是很久以前，楚国有一群人在祭祀典礼完毕后分得
一壶酒。酒是美酒，人人都想喝个痛快，但却只有一小壶，
分开来喝，每人只能喝到一点点，哪能喝出味道呢？如果给
一个人喝，当然过瘾，但给谁喝，别人都会有意见。争论了
半天，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大家同时在地上各画一条蛇，
谁先画完，谁就喝酒。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很有趣，也是公平
竞争，就都同意了，于是比赛就开始了。

一个人很快把蛇画完了，他沾沾自喜地拿过酒壶，准备喝个
痛快。他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于是，他放下酒壶，给蛇添
了四只脚。恰在这时，另一个人也画完了蛇。那个人把酒壶
抢了过去说：“蛇是没有脚的，有脚的不是蛇。你画得不是
蛇，我才是第一个画完的，这壶酒该我喝。”

大家也都赞成这种说法，画蛇添足的人只好认输，他后悔莫
及，懊恼万分。

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它告诉我们做事要做到恰到好处，
过犹不及。如果多此一举，反倒会弄巧成拙。同时，我也想



过：假如这群画蛇者在美酒前能发扬风格，你谦我让，可能
会留下一段酒的佳话。或者大家同甘共苦，平均每人喝一口
美酒，尝一下美酒的滋味，哪该多好啊！

画蛇添足读后感个字篇二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名字叫《画蛇添足》这篇文章讲了：
有一位官员他想把一壶酒送给他的助手喝，作为奖赏。但是
助手太多，要是分开喝，每一个人只能分到一点点。给某一
人喝又害怕其他助手有意见，官员想了一个办法。让助手画
蛇，谁先画好，酒就让谁喝。有一个人用飞快的速度画好了，
刚要喝酒，他想：现在有的是时间，要是我在画几只脚的话
说明我更能干。于是他画了起来。

正好有一个人也画完了，他说第一个人画的.不是蛇，什么也
不像，于是就把酒喝完了。读完这篇文章我想：我们做事不
要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要多动脑子，不然的话，会像第一个
画完蛇的人一样，反而干不好事情。

画蛇添足读后感个字篇三

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博大精深，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其中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画蛇添足》。

这个故事主要讲：楚国有个祭祀的官员，给手下办事的人一
壶酒。手下们互相商量说：“我们来比赛画蛇吧！谁先画完
蛇，这壶酒就归谁。”其中有一人画完蛇后，非要给蛇添上
四只脚，本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却输了。

《画蛇添足》告诉我们，做事不可多此一举，否则有时还会
失去一些东西，得不偿失，弄巧成拙。

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了一些事：以前，我考试的时候，也经
常做一些画蛇添的事，比如：在试卷上乱涂乱改，这使我的



卷面分总会扣一两分。不是我的答案是错的，而是我喜欢追
求完美，所以一改再改，把卷面搞得一塌糊涂。每当我看到
自己的成绩时，就没精打采的'，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我吹飞。

我以后做事一定不要多此一举，尽量少“画蛇添足”，
多“画龙点睛”。

画蛇添足读后感个字篇四

成语“画蛇添足”通过战国时期几个楚国人比赛画蛇的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多此一举，很多时候不但无益，反而会
坏事。

这个故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大家都会觉得那个第一个画
好蛇的楚国人有点傻傻的。但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也会经
常发生，我自己就做过类似多此一举的傻事。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尽量少做“画蛇添足”之类的傻事呢？
我认为，一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平常做事或学习的
时候，应该做到认真和仔细，但不能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和骄
傲自满、显摆的心态。否则，很有可能做出“画蛇添足”的
傻事。那个楚国人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和与众不同而给
蛇添了足。结果，成为了人们的笑柄。

而我那次数学考试检查时发生的错误，多少也有患得患失的
心理在作祟。二是平时要多观察、多学习、多积累。只有通
过观察和学习，积累尽可能多的生活常识和丰富的知识，才
能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和做事能力，保证在关键的时候能做
出正确的选择，把事情做对、做好。三是我们做事要三思而
后行。如果我们在做事前先考虑清楚，这件事能不能做？应
该怎么做？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做对、做好？那么就可以避免
很多错误，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



希望我们大家尽量少“画蛇添足”，多“画龙点睛”。

画蛇添足读后感个字篇五

今天我读了成语《画蛇添足》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有
个人，他把酒赏给几个仆人喝，仆人觉得酒太少了，决定比
赛画蛇，谁画得好就先让谁喝。

有一个人画的最快，画完后还给蛇画了脚，结果别人赢了，
因为蛇是不长脚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那些多
余的事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