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大全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阅读了《中国历史》中的六册，其中一篇“宁可对不
起天下人”是我印象深刻。主要讲了汉武帝去世后汉献帝继
位，因国家大乱汉献帝无能治理不了国家，自己都没吃没喝
的，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曹操看见后帮助并且保护汉献帝，
让他安稳的`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住在宫殿楼宇里，让他吃好
的东西。可曹操却带领兵队去征战四方，占领了大西北，他
心怀远大的梦想想要统一国家，不受打仗的战乱影响，让人
们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觉得曹操是一个勇敢、有追求，能用智慧解决问题的人，
他以前也是一个读书人，凭自己的本事从一名读书人变成一
名战士，从战士变成将军，我非常佩服他。他说过别人要对
的起他，他可以对不起别人。从这句话中似乎觉得他是个坏
人，但实际上在乱世中，这是一种生存方式，实际他是个保
家卫国的将军，是一个希望和平，希望没有战争的人。

让我懂得做人要善良，要心胸宽广，不能做坏事，保护好自
己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同胞！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二

历史悠久，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我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我
的中国名字不愿向困难低头，雨后会有彩虹！这也体现了我
们中国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



所以，我在这个学生寒假里读了《中国发展历史》里面还有
很多传统经典的故事，比如：开天辟地、文明的摇篮、炎黄
子孙……但最吸引我的是大禹治水，说到大禹治水，就让我
来给我们你们讲讲吧。尧、舜那个社会时代，洪水信息泛滥，
到处汪洋一片，人们没地方住，只好像没有鸟儿一样在树梢
上做窝避难。自从舜把禹找来进行治理城市水患问题以后，
禹就决心要努力避免自己父亲他们所犯的错误，不能同时再
用一个围堵的方法来提高治水了。

于是，他决定用相反的方式来应对洪水，他采取了“转移
法”。让洪水流入大海越好。他认为，我自己的劝说下，写
不行啊！于是，他选择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具有淹没他的统
治一起。

为了治洪水，他结婚直到第四天就出门了，整整十三年，没
回家了。其中一个三次产业经过自己家门，但都没有我们回
去。

第一次，他从家门口没有经过，听见自己妻子在痛苦呻吟，
儿子一个呱呱坠地时的哭声。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我
们已经会喊爸爸了。第三次，孩子发展已经到了十三岁了，
跑过来直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他们离开，他
也没法通过跟着学生回家去。

于是，他忙得脸色发黑，脸色消瘦，下巴尖尖的。他手脚上
都有老茧，腿上也没有毛发。但他最终成功了。

中国团结的土地上的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也一定曾经辉煌！
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只要你不放弃一切为了
使事情。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三

"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



役。"

公元前1世纪中期，匈奴人彼此攻杀不休。其中一部的首领呼
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请求和亲。宫女王昭君自请前往，汉
元帝便把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此后，边境安定了较长一段
时间。呼韩邪单于和昭君也为汉匈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做
出了重大贡献。

我曾不止一次的问自己："为什么昭君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她
难到没有想过，她将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吗？难道她不会难
过吗？为什么？"也是，古人曾经说过："少年不识愁滋味。"
昭君当时的心情有多么零碎，我搜索枯肠而不可得。也许昭
君明白：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吧，为了国和家，她毅然
决定远离家乡而去遥远的边境。感慨那"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
豆"的万种风情啊！

昭君！我一直深深的敬佩着！

你虽为一介女流，却有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品质。你深明
大义、刚毅果断，面对和亲，当后宫嫔妃争着躲避时，你却
挺身而出，甘愿当和亲的使者；你不慕虚名、不贪富贵，当
虚荣的女子个个争先贿赂画工毛延寿时，你却依旧保持自己
纯清的禀性。你智慧过人，不少李清照、蔡文姬的才气；你
天生丽质，不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丽；你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不缺黛玉宝钗的灵巧。

我常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和昭君一样深明大义的女生，在生
活中和同学若有了摩擦，我尽量告诉自己："也许我应该宽容
些，这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宽容是一种美德，要做到深
明大义就要先学会宽容。昭君为汉朝立了很大的功。虽然我
只是个普通的学生，还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壮举，但是我可
以先从小事做起，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学
校里，我可以多多关心班级，有一定的团结合作意识和集体
荣誉感，为班级卫生多操一份心，使班级变得干净整洁。我



相信，等我长大了能在我的岗位上为社会尽一份微薄之力！

昭君，永远的昭君！你善良的面容，你纯洁的心灵，你托起
一个朝代兴盛的双肩……一切，绝美如诗！

"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
无声五十年。"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四

（一）

《中国历史故事集》主要讲述了从春秋、战国、东汉、西汉
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比如《千金一笑》、，《退避三舍》、
《三家分晋》、《统一中原》、《昭君出塞》、《投笔从
戎》。每一个故事多令人难忘。

掩卷沉思，里面的无数英雄好汉无不令人折服。其中我最喜
欢的就是项羽了。

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
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
觉得刘邦、韩信等只是这乱世的配角。

在钜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江东的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
侯，我仿佛看到了血染征衣的项羽挥戈于千军万马，楚军的
呐喊响彻云霄，看书从未有过这样真实的感觉，不知是司马
迁传神的笔抑或是那喊声本存在于虚空之中。钜鹿是他的一
个起点，那时起，他注定是楚人的骄傲，“楚虽三户，亡秦
必楚。”的誓言在项羽的振臂间得到应验。

面对危难，置之死地而后生，不退缩终将成功，是项羽为人
们所立的榜样。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如，《张良拜师》让我明白
了，最人要谦虚并尊重他人。就像张良尊重老人一样。

有好人也有坏人，如《千金一笑》中周幽王为了褒姒一笑，
不惜烽火戏诸侯。最后一直外族入侵时无人来救。这告诉了
我们不要为了眼前的一些小利益而花“大价钱”。还有宋襄
公为了“仁义”二字，以至于惨败。这让我们知道了为人处
事要灵活变通，不要一味的遵守一些条件。否则，会导致失
败。

历史是一面活生生的镜子，它可给我们知识，可给我们借鉴。
让我们一起去理解更多的历史吧！

（二）

《中国历史故事》是我的启蒙书，是我“不说话的老师”，
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
历史。

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说：晏
子相齐、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周武王伐纣等故事。这些故事
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
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
的要数《女纺织家黄道婆》这个故事了。

黄道婆善良、好学、诚实的品格，让我钦佩。她家境贫穷，
父母养不活她，就把她卖给别人当童养媳。黄道婆整天都要
干活，还要被公婆打骂，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因为她的勇
敢，她终于逃出了公婆家，到处去流浪。有一天，黄道婆偷
偷地上了一条船，跟着船一起来到了海口市。她和当地居民
一起学纺织。但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家乡，过了三十多年，黄
道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乌泥泾镇。她把自己学到的纺织技术
传给了镇上的妇女，从而生产出了大批的“乌泥泾被”。当
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



这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感触。从书中，我知道了黄道婆，了
解了黄道婆为了家乡的发展，她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她真
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三）

我就读了这么一本经典的书籍《中国历史故事集》，爸爸说，
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了基本的了解。
果然，一打开这本书，我就被书中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深
深地吸引住了，这本书从春秋战国故事讲到了三国故事，而
且所有的故事都用一个生动的四字标题，比如说：晏子使楚、
完璧归照、三顾茅庐等。这些故事有得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足
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还有的讲一些不忘国耻的
故事。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孟母搬家”.小的时候也背过“昔
孟母，择邻处”,但是不明白其中含义。今天，我终于懂了。
书中说的是孟子小时候很调皮，他妈妈对他非常严格。为了
让他有个好的环境，能够专心读书，搬了好几次家。慢慢的，
孟子开始变得懂事了，爱看书，也有礼貌了。孟母还教育孟子
“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做事不能
半途而废”.孟子长大后，成为了天下文明的大师。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妈妈也为了我能专心读书，放弃了
很好的工作，细心在家教导我，教育我。虽然有时我会嫌她
唠叨，但渐渐地我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都是为了我能够成
为有用的人。“不能辜负妈妈的期望“，“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争取用好的成绩来回报我亲爱的妈妈”，我给自己定下
了目标。(.)

这本书里我喜欢的故事还有晏子使楚，说的是春秋末期，齐
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三次侮辱晏子，想显示楚国的威
风，晏子用他的机智，巧妙回击了楚王，维护了自己和国家
尊严的故事。这样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一个个真实的历



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让我认识到了中华五千年
文明的璀璨，中华民族崛起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明白了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如此的珍贵，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才能
使中华民族更加富强。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五

一种毫不起眼的东西，它没有台灯的漂亮，也没有台灯的灯
光亮，但是，蜡烛也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你瞧，我这个古灵精
怪的妹妹，是不是很好玩。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读后感作
文看了这一切，我感受很深，啊。再来一个；快看，快看。
别说，这俩小家伙还真训练有素，数到了二十几个还没有出
错。

书中的一些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如《老马识途》《完璧归赵》
《昭君出塞》《火烧赤壁》......也有好多故事是我第一次
阅读，如《“仁义”大旗》《取经求佛》《豆粥麦
饭》......这些故事图文并茂，读起来浅显易懂，我一打开
这本书就废寝忘食地看了起来。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管鲍之交》，它主要讲了管仲和鲍
叔牙之间深厚的友谊。他们俩一起合伙做生意，鲍叔牙出资
多，却体谅管仲家里穷，反而拿的钱少；他们还一起打仗，
管仲为了能奉养多病的`老母亲，冲锋时排在后头，退兵时又
跑到前头，别人说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却极力为他分辩；公
子小白和他的师傅鲍叔牙逼死了公子纠之后，成了齐国国
君——齐桓公，这时鲍叔牙极力推荐管仲为相国，鲍叔牙反
而成了他的副手。

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情谊简直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深！人
与人之间就要像他们一样，相互体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

我们要像鲍叔牙学习，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别人考虑问题。我



们更要学习鲍叔牙的大将风度，他虽然是帮助公子小白当上
国君的功臣，却甘愿把相国的位置留给才华更加出众的好
友——管仲。这是一份多么伟大而又无私的情谊啊！

齐桓公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为人宽宏大量，虽然曾被管
仲射过一箭，为了齐国的利益，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国，
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是啊，没有齐桓公的弃忘前嫌，
哪来齐国的全面兴盛？没有齐桓公对管仲的充分信任，管仲
哪能积极改革、大展拳脚？一个斤斤计较、生性多疑的人，
是不可能成为一方霸主的！因此，我们也要胸怀宽广，和周
围的人友好相处，只有这样，社会才会更加美好，生活才会
更加多彩。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六

暑假的时候，表姐帮我卖了这本《中国历史故事》，我爱不
释手。之后，我就利用空闲的时间去阅读。

《中国历史故事》主要讲的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战争、思
想、品德的一些小故事，从这些小故事让我明白了许多关于
做人、关于学习、关于生活等方面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铁杵磨
成针》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做事要有耐心，不能
半途而废，就像故事中的老婆婆一样。

读了《中国历史故事》让我懂得了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

记得在去年的暑假，我到乡下大姨去玩，那时刚好是西瓜成
熟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过了一会儿，大姨端
来了一盘西瓜，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姨问我：“千，
吃完西瓜要不要跟我到瓜地里去摘西瓜？”“太好了，大姨
我们来比赛，看谁摘的西瓜最多！” 我高兴地说，“好啊，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大姨笑眯眯地说。我便快速地把西
瓜给吃完。过了一会儿，我就背着个大竹篮跟大姨一起到瓜
地里去摘西瓜。到了瓜地，太阳毫不留情地烤着地里的西瓜，
还没有开始摘西瓜，我就汗流挟背了，“千，快来摘西瓜呀，
我们还要比赛呢！”大姨在瓜地里喊着，“哦，来了!”说完，
我就跑了过去。开始摘西瓜了，我双手抱着西瓜，用力地拔，
西瓜好像跟我作对，我怎么拔也拔不动，这时，大姨走过来
笑着对我说：“千，不是这样拔西瓜的，是……，知道了
吧！”“哦，原来是这样！”我点了点头，接着像大姨教我
的那样，很快就摘了两三个西瓜。第一次顶着火辣辣的太阳
摘西瓜，真有些不习惯，我想：又热又累，真不想干了，我
还是到树底下休息一下吧！然后我就跑到瓜地旁的大树底下
休息，突然，我想起了《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说：“不
行，不能就这样放弃，我还要和大姨比赛呢！”我站起来，
跑向瓜地，又开始摘西瓜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竹篮
已经被西瓜装满了，虽然我摘的西瓜没有大姨那么多，但是
看着我辛苦劳动的成果,我开心地笑了。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在学习，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许多困难的事，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我们不能半途
而废。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七

《左传.襄公二九年》：“(吴公子札)聘於郑，见子产如旧相
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

春秋郑国公孙侨(子产)与吴国公子季札在外交事务中一见如
故，互赠缟带纻衣以表友情。后因以此比喻朋友之交的典故。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
乃指一囷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



《三国志.吴书.陆抗传》：“故得将士欢心。”裴松之注引
晋.孙盛《晋阳秋》：“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抗尝遗祜酒，
祜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

依样画葫芦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谷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
建隆(宋太祖年号)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
出谷下。谷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
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
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
力(致力，用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
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
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亦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见
《稗海》第三函)

此事又见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四，宋释文莹《续湘山野
录》，内容大略同。

陶谷以自己是翰林苑老臣，希望得到提拔。但宋太祖认为，
翰苑之人，没有创新，只是模仿照搬，故不用。

后常用以比喻照式模仿，毫无创新的作法。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
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
之案也。”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看了《中国历史故事》中《屈原投江》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
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他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



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听信奸臣谗言和诋毁，罢免了屈原的官
职，放逐到湘南。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
一心为国，却被奸臣排挤。放逐到湘南的他，常在汨罗江边
徘徊，一边走一边吟唱着伤心的诗歌。有一天，当渔夫问他
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时，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
有我是个干净的人；人们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
被感到这儿来了。” 渔夫劝他让他不要自命清高，屈原又说：
“我宁愿跳进江里，埋在鱼肚子里，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
子跳进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那天，不愿随波逐流的屈原，抱着一块
大石头，跳进汨罗江结束了自己忧国忧民不得志的一生。

《屈原投江》的故事让我看到了屈原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宁
可被放逐，甚至投江自尽，也不肯改变自己对于国家、对于
百姓所应坚持的原则，他不会置国家、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顾，
他更不会去溜须拍马，他的气节、他的情怀、他的人格，永
远为后世的人们所敬仰，屈原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源远流
长，被后人一代代歌讼。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两奇人，一个是拿破伦，
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海伦的书——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心被海伦的精
神深深的震撼了！ 在书中，海伦说：“知识给人以爱，给人
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
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否则就不懂人类生命
的音乐！”。的确，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知识使海伦
创造了这些人间奇迹！

海伦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正是因为有了知识，她才
如此幸运。在她19个月失去视觉和听觉后，就与这个世界失
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这个的幼小生命不知道如何排谴与
世隔绝的孤独感，她古怪、粗暴、无礼，直至她的莎莉文老
师走进了她的生活，教会她认字，才使她张开了心灵的眼睛，



得以与人沟通。一接触到了知识，孤独的海伦意识到只有知
识才能铺就一条通向光明之路。当海伦感悟到“水”——这
个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字后，便开始了对知识、对世界强烈的
渴求，开始了迫不及待地认字、阅读，像一块海绵不断地从
生命本身汲取知识。对知识的渴求，使她在常人难以想象的
单调和枯燥中竟然学会了德语、拉丁语、法语等多国语言，
阅读了多部文学和哲学名著，吸取着那些伟人和智者的思想
精髓。她把学习比做攀登奇山险峰，跌倒了再爬上去，每得
到一点进步，就有一份鼓舞，逐渐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直
到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希望的顶峰！这些知识，像一
道道彩虹，点亮了海伦心中的灯，照亮了她的内心世界，也
架起了海伦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

海伦，用她艰难却幸福快乐的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她
的一生是人类的奇迹，她的自传，使我汗颜，也使我警醒。
的确，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拥有美好的一切——健全的体魄、
良好的学习环境、优秀的老师……从今天起一定抓紧每一分
一秒，不要让光阴虚度，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要像海
伦凯勒那样，不埋怨、不放弃，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奋
发学习，以微笑面对厄运，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以杰出
的成就显示生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