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 荆轲刺秦王
读后感(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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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
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一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荆轲刺秦王》，虽然它是整本书里字数
最少的一个故事，但它给我留的印象是最深的。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燕国的太子丹在秦国作人质，他十分恨秦
王，一心要报仇，荆轲被太子丹的决心所打动，和秦舞阳一
起去刺杀秦王嬴政。临行时，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达了他对太子丹的忠诚和自己的决心。
看到这我不禁被荆轲的勇气所打动，并为他捏了一把汗。

到了秦国的王宫，还没上殿，秦舞阳就吓得脸色大变，浑身
发抖，秦王起了疑心，让荆轲一人上前。荆轲沉着地走到秦
王旁边，将地图打开，露出了匕首，刺杀秦王，但是没有成
功，反儿被乱剑砍死！

我觉得荆轲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能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又是一个勇敢的人，面对强大的秦始皇不害怕不屈服，他
的精神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二

今天我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一篇文章，就是，《荆轲
刺秦王》主要内容是：秦王派自己的大奖灭掉了赵国以后，
又攻打燕国，燕国很弱小，敌不过强大的秦国，有一位勇士



名叫“荆轲”，燕王说你去杀了秦王，荆轲说：“要想杀掉
秦王，必须得先靠近他。我只要拿着土地督亢的`地图，和燕
国大将樊於期的头颅去，他肯定会见我。”于是燕王照办去
做。秦王果然见了他，他的属下也去了。属下看到文武百官
的样子，颤抖了起来，秦王起了戒心，让属下退下。荆轲上
来了，漏出了匕首，秦王吓得跑了起来。秦王的医生急中生
智，拿起药罐子扔了过去，药罐子被打碎了，秦王拔出宝剑，
把荆轲杀死了。

我的感悟：做事要小心，危机时刻，要多动动脑子，急中生
智。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三

今年是20xx年，春晚节目上有许多有趣的小品、相声，但让
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小品《荆轲刺秦》，因为它向我们表达了
一个重要的道理。

小品的'主角儿是一位卖盒饭的大叔，他因为儿子是一部电视
剧的副导演而被儿子订了他的盒饭，他的儿子却正因为演其
中一部戏中的"秦始皇"的群众演员没来，急得焦头烂额，无
奈之下，让他爹去演"秦始皇",去拍戏，闹出了不少笑话。如：
"爹你扮着，我给你说说戏：第一句：下站者何人？第二句：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第三句：请荆轲呈上来。耶！记住了
吗？""记住了。""第一句？""下站者何人？""第二句？""燕
国来降，可有诚意？""第三句？""请荆轲呈上来。
耶！""——不是，没有耶！""是没有耶！""没有耶！""到底
有没有耶？""没有耶！""没有耶你告诉我干什么？""还怪起
我来了！嘿，真是！"……更可笑的是，当他们手忙脚乱的时
候，竟然皇上手拿拂尘当起了太监，太监坐在龙椅上演起了
皇上来！然而，当大叔刨根问底的问着电视剧为什么让秦始
皇被荆轲刺死时，导演把这是一部穿越剧的事实告诉了大叔，
大叔却非常愤怒的说："盒饭吃不好，顶多闹几天肚子；你们
这场戏拍不好，坑害的是几代人！"



是啊！这大大的讽刺、批评了现代那些穿越剧、穿越小说。
现代人乱拍那些电视剧，不但影响人们对历史真实性的辨别，
而且还会坑害几代人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希望所有人都能明
白这个道理，不再受那些穿越剧的迷惑！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四

读了《荆轲刺秦王》我被荆轲的精神感动了。

其中“说时迟，那时快，没等秦王反应过来，荆轲左手伸出，
飞快地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起匕首，奋力捅出。”说明
了荆轲刺秦王的坚定，还表现了荆轲的动作快，有着不怕似
的气势。“直刺荆轲，砍断了他的左腿。荆轲动弹不得，就
将匕首用力向秦王抛去，却又插进了殿柱。秦王连连挥手，
荆轲身中八剑，鲜血喷撒满地。”这里可以看出秦王很强壮，
对荆轲一点也不手下留情。

其实荆轲根本不该这么莽撞，以到坏了燕国的大事，促成燕
国迅速灭亡。不过他视死如归的精神的确是很感人至深的。

现实中的我就是“荆轲”。小时候莽撞，没搞清楚就帮别人
接热水，结果烧住了她的手。现在也鲁莽，没看清题就做，
结果错的不堪众目。我要改掉这个毛病，不做莽撞的人。

《荆轲刺秦王》让我想到了很多，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再做，
不然你就是下一个荆轲。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五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个燕国勇士仿佛就
这样永存在人们心中，你的天赋，才能。和你一样一去不复
返！也许你胸怀大志，正如你临死前所言“你想活捉秦王，
报答太子丹”即使秦王被刺杀，秦还会有二世，三世。



当你用你的天赋去，取下樊於期人头时。樊将军心甘情愿，
如果你将这种外交才能运在六国联盟。六国团结一致，不会
被秦所灭。秦的反间计也许更不会得逞，你将成为连接六国
的纽带，六国联盟的实力会大大加强。也不会被秦逐一消灭！

秦国正利用了各国的缺点尽可能的加大本国利益，而当秦军
兵临城下之时而惶急委屈求情。堂堂七尺男儿，却伪装成一
时臣，送地图，送人头！

或许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分久必合。公元前221年秦王一统
天下秦朝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结束了中国奴隶制的
历史，开辟了中国更辉煌的时期封建制时期。

你是一个勇士！

为了燕国百姓奋然前行，不卑不亢。你奔赴秦国，你知道九
死一生。你保卫国家，欣然起行。你报知遇之恩，抱着必胜
的信念。你的意志，爱国之心。我们会继承。白昼，朝阳，
美好的未来，你去开创。你以那爱国之心，做一个深明大义
的人。你无私，年纪轻轻就历此一劫。

你是一个见证者！

你向我们证实了意志与信念的伟大，见证了国家有难，匹夫
有责。我想，再强大的武力也无发使人屈服。正如“你可以
击倒一个人，但从不打败一个人”。见证了精神力量远强大
于外力，见证了不败的'传说。

而你，失败了。依柱任说着自己的失意，你代表了燕国。它
的不屈服，燕国的灵魂的刚强。或许你成功了，你在人们心
中永存，成了人们的焦点。

伟大的战士，不灭的心。不惧的世间，将你磨砺成为一颗明
珠。永远，永远镶嵌在历史的王冠上。在历史黄河中闪光，



不灭的明星永存！

荆轲，真正的英雄！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六

看完《荆轲刺秦王》，我几次感慨于樊於期为报国仇家恨而
义无反顾把刀剑刺向自己的咽喉;几次感慨“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凄凉之歌;几次感慨荆轲断股后甩
出匕首的最后一搏。樊於期的以命相报，太子丹的重托以及
全燕国人民屏息凝神的翘首以盼，都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只是刀尖到秦王的距离，毫厘之间，便毁灭了一代人的命运。

清末变法志士谭嗣同在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我自横刀
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想必这也是你视死如归的铿锵
壮语吧，荆轲。在太子面前决意请辞，易水送别而去时终己
不顾，临死之前依然傲视怒骂秦王……其实你已经做到了：
冒敌进入秦朝王宫，使群臣兵力慌张得尽失其度，面对死神
巍然不惧。一位可敬的忠臣，一名勇猛的武士，绵延数千年
的燕赵悲歌倾诉着这段悲壮感人的故事，徘徊在人民心中，
永不散去。

这重于泰山的死亡，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永远会被我们后
人所铭记，永远，永远……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七

说到荆轲应当是家喻户晓了，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荆珂刺秦
王了。

荆珂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祖先是齐国人，
后迁居卫国，原叫庄轲，到了燕国以后，才中荆轲，他喜欢
读书击剑，结交明人勇士，他这个人很精明，机智勇敢。



他精明在何处呢？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荆轲和樊於期对
话，他先用话挑起樊於期对秦的`仇恨，再问樊於期面对这样
的深仇恨怎么办，然后针对顾计不知所出早的表示，试探性
的提出了既能为樊於期报仇，又能保全燕国的计划，一层进
一层，结果是樊於期慷慨陈词，毅然自刎，这是以体现荆轲
的精明之处。

燕国的一个勇士叫秦武阳，他在十二岁时就杀过人，太子便
把秦武阳作为荆轲的助手，然而见秦王时“秦武阳色变振
怒”，“荆轲顾笑武阳而向秦王作了解释，在这处千均发之
际，镇静的神态和得体的言辞消弥了危机，这说明荆轲的沉
着，随机应变，机智勇敢。”

这就是荆轲，虽然没有刺杀成功秦王，可他在我心中，永远
是英雄。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八

几天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上下五千年的书，我对它爱不释
手。其中我最喜欢看的要数‘荆轲刺秦王’了。

它主要讲的是战国时期秦国最强。一次，秦王准备攻打燕国，
太子丹听了非常害怕，连忙找刺客刺杀秦王。当时有一个叫
荆轲的人愿意帮太子丹刺杀秦王，并用‘割地求和’的方法
靠近秦王。太子丹让工匠做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而且带
有剧毒，然后，荆轲带着地图、匕首和秦舞阳去了秦国……
可最后刺杀失败了。

看完这篇文章后，我被两个人所感动，第一个是樊於期，樊
於期本是秦国大将，后来投靠燕国，秦王一直在通缉他。荆
轲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想‘用’一下樊於期的头。樊於期
知道这关系到燕国的存亡，爽快的答应了。让我感动的是樊
於期选择了舍小保大；第二个是荆轲，因为不管刺杀秦王成
功或者失败，他都要被杀死。



可他明知道去那儿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死，但他为了自己的
国家还是去了。而秦始皇看起来很坏，可他统一六国也为了
百姓好。因为其它六国不在战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樊於期是英雄，因为他为了“国家”；荆轲是英雄，因为他
有不怕死的精神；秦始皇也是英雄，因为他为了百姓，统一
了六国。

荆轲刺秦王读后感想篇九

最近我读了文言文《荆轲刺秦王》，它主要讲述的是荆轲刺
杀秦王的因由及全过程始末，读完之后我深有感触，荆轲刺
杀秦王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挥之不去。

。但是还未等到荆轲近身，秦王已经惊恐的挣断了袍袖，荆
轲随即追逐秦王，两个人绕着柱子奔跑，结果后来秦王拔剑
砍下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无法再追下去，便将手中的匕首掷
向秦王，结果却击中了铜柱。“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
成。”荆轲失败了，功亏一篑，可悲，可叹啊!

功亏一篑终究意味着失败，荆轲和燕国都为这次失败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身死国灭!纵观全文，我看到的是一份精心策划
近乎完美的谋略与荆轲他志向意图明朗的侠义之举啊!究竟导
致他功亏一篑的原因是什么呢?荆轲本有识人之明，认为秦武
阳不是实施计划的适当人选，而因为太子丹的干预，最终放
弃了自己正确的选择——这也便是荆轲的谋略上的缺点!由此
看来，荆轲如果采取正确的决断，坚持正确的选择，那么秦
王会必死无疑了吧!然而，历史是不能容许我来予以假设的，
真实的历史残酷地说明了荆轲还是犯有严重的错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将荆轲否认，在他身上，我们还是可以
看见许多非常崇高的精神。

首先，他十分忠诚，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主人太子丹。人



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但是他却能在
一个国家陷入危难之际，以壮士的身份挺身而出，丝毫不为
自己的性命着想，为了国家他可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而太子丹对他稍微失去了点耐心他就十分过意不去，
甚至改变了他等朋友的计划。这在客观上也减少了他成功的
可能性。荆轲如此忠诚，也完全称得上是“士为知己者死”
了吧。

壮士荆轲有一种像革命先烈一样的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的精神，虽然他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值得我们学习。可是他
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称道!我们应该做一个像荆轲一样能为祖
国付出一切的爱国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畔的这首悲
壮的歌至今传唱不衰，荆轲作为一名勇士而被世人颂扬。荆
轲刺秦未遂的历史事件，千百年来都为文人们深感遗憾，无
数的诗词文赋，都是以暴君来形容秦王，而肯定荆轲的英雄
行为和侠义精神。然而从战国历史中*治成败的角度去审视这
个历史事件时，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东西。“人
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前人误入失败的陷阱，可作为我
们今天行事的前车之鉴;而前人获得的成功经验，可作为我们
继续前进的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