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历史书读后感 历史书的读后感(模
板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书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部令我荡气回肠的书籍，这本《三国演义》是我的最
爱。在书里描绘得令人心潮起伏的战争，无数的豪杰英雄，
血洒疆场的将军美人无不让人怦然心动。可是细细的品位三
国，就能感受到这是人性的五味杂陈。生动的描绘了在那个
时代政客枭雄们对于国家，地位的人性披露。

我喜欢武圣关羽，在我的感受中他是一个正义的化身。勇猛
且充满了智慧，刚毅中带着一位将军的英雄气概。我喜欢他
的义气，可以为了兄弟付出一切的精神。自从和刘备结拜后，
便死心塌地的为他征战，数十年来立下了赫赫战功。

对于他的朋友他能够坦诚相待，推心置腹，从不耍奸计。对
于敌人他能够常怀仁德之心，以德报怨，铭恩于心，在华容
道义释曹操的故事彰显了他的大义。最终以勇猛善战，义薄
云天，忠心护国而成为一代名将。

我十分敬佩关羽，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让我学会了正义，
为一切不平事挺身而出的品格。对于朋友，要真诚相待，以
心相交。对于国家我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忠于祖国，要
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像他一样爱国的人。



历史书读后感篇二

我想大家一定都读过《上下五千年》这本书吧，它让我们了
解了中国的历史，就让我们去翻开《上下五千年》去看一看。

书里有许多小故事：有的故事惊心动魄，有的故事感人肺腑，
有的故事回味无穷。首先向我们介绍的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
造人，书里说了，神话终究神话，我们了解到，人类的祖先
是一种古代的生物“猿猴”。还讲了《神农尝百草》，神农
是古代的一位部落首领，有一次，他看到自己的族人因病而
死去，别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人痛苦地死去，无可
奈何。神农因此下定决心，要走遍天下，尝百草，他准备了
两个袋子，右边的袋子放可以治病的药，左边的袋子放可以
食用的草，让族人就不会误食有毒的草，有一天，他找到了
一种草，他便尝了一下，刚吃下去的时候，感觉胃很清爽。
但好景不长，一次神农因为误食了“断肠草”，还没来的急
吃解药，就毒性发作死了。我非常敬佩他，为了大家的健康，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人们本来是不知道的，
但是，只要通过一点点的尝试，就会慢慢地积累出许多经验。

这本书告诉我们了许许多多的中国文化知识，从盘古开天辟
地到改革开放，经历了五千年，我非常喜欢读。

历史书读后感篇三

《图说清朝三百年》内容简介：清朝历史三百年，给我们留
下了众多扑朔迷离的谜团：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为什么被杀?
下嫁的大清公主幸福吗?玄烨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宫女是要在
宫里呆一辈子吗?宦官和宫女能“成亲”吗?安德海是如何死
的?李莲英到底又是怎么死的?清朝是怎么选美的?满汉真的不
能通婚吗?鳌拜是怎么死的?曾国藩真的是癞龙转世?袁世凯是
怎么死的?孝庄是不是嫁给了小叔子多尔衮，她死后为何不进
清皇陵?道光的陵墓为什么在西边……太多的谜团吸引着后人
去揭开那神秘的面纱，一睹其真实的面目!



图说清朝三百年读后感，来自淘宝网的网友：大清王朝十二
帝，在清朝近三百年里，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幽居深宫的后
妃，在太液池边面对月光倾诉了多少哀怨?延续大清血脉的皇
子公主，为争夺皇权爵位在金銮殿前留下了多少刀光剑影?还
有那陪伴君王身侧的宦官宫女、官场沉浮的肱骨大臣，他们
为大清三百年的青史，留下了几丝痕迹?……图说清朝三百年，
说的是一个逝去时代的缤纷史实，留下的却是深刻而不失生
活的况味，清朝历史书籍读后感。

图说清朝三百年读后感，来自当当网上书店的网友：我们每
个生活在现世的人们其实还是对于这个三百年的朝廷充满着
好奇。我们也许看过了不少的文字版本记载，但是我们并没
有能够很详尽地找到一本真正归纳总结了清朝那时候的人活
着事的书籍。然而，现在居然有了这么一本书，可以来弥补
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缺陷了。《图说清朝三百年》看书名，我
们便可以对书中的内容有了一个大致的圈定。这是一部话说
清朝的书籍。而这部书籍的一大特色便是有别于其他的历史
类书籍，它全方位地采用了图说的形式来展现一个过去的朝
廷。读这样的书籍，读者可以更加形象和直观地认识那个时
代的演变和发展。引用书中编辑的评价，这本书就是通过独
特的视角来审视末日王朝，全方位展示清朝世态万象。通过
这本书的阅读，我看到了很多以前的史书并不能看到的清朝
故事。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题外话。但是，正是诸多的题外
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清朝故事，读后感《清朝历史书籍读后
感》。没有这些又怎能让我们认识一个真真正正的清朝历史
呢?一个朝代的内容和话题实在是太多太多。而图文并茂的展
示，让我们读者可以有一种全新的.感知和震撼。尤其是书中
的很多话题也许以前还并非如此归纳总结般地展示在我们的
面前。

夜，我还难以入睡。我的心就像波浪一样跳动。原因只有一
个，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清朝历史》。

于是，大清铁蹄踏进了中原，在努尔哈赤的基础上，顺治帝



登位后稳定政策，统一天下，开始了清朝的盛世，经康熙帝，
雍正帝，乾隆帝，这些皇帝的开明统治，大清开始了盛世。
直至乾隆晚年，由于奸臣和坤当道、农民起义、设置文-字-
狱。使得清朝向衰败靠近。

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感慨万分，清朝带着盛世，悲痛走到了
最后。

我最敬仰的皇帝就是康熙皇帝了。从康熙皇帝的一生：8岁登
基，14岁亲政。16岁智擒了鳌拜，23岁平定了三藩叛乱，，
平定葛尔丹叛乱，签订“尼布楚条约”……等等，我崇拜他，
不是因为他的荣华富贵，而是崇拜他的军事才能，我只会和
别人硬干，说硬干，其实胆小如鼠。他还慎用人才，我呢，
只会看别人脸色,说的话。我发现我有时很自私。有人在求助，
我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康熙他特别关心民生。想到这我
终于知道康熙为何能创造盛世了。

当然，我认为这本书是很经典，这本书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
人，向我们倾诉着他的喜，怒，哀和乐。向我们倾诉着这三
百年他是如何走来的。他告诉后人大清三百年的历史不可轻
视，任何一个朝代都要经过时间的洗礼。他不可轻视，中国
历史更不能轻视!

你认为我说的说对吗?

历史书读后感篇四

在我们初中学语文的时候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给我们强调，
史书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叫通史即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
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了
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另一类叫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
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
都属断代史。这段话被我奉为真理，为此形成了我基本的历



史观。直到我看到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

在书中描绘了以万历在他的即为的第十五年为起点描绘了万
历、张居正（虽然张首辅已经驾鹤西游5年有余了）、申时行、
戚继光和海瑞在这一年前前后后的人生变化，描绘了一幅帝
国黄昏的众生相。如果说以往的史书都是宏观历史的化，那
么这本书应该可以叫微观历史了。

在万历十五年年发生了以下事件。这些事情之间究竟有没有
什么因果关系，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历史大轮回的神秘
力量在安排这一切吧。事件一：戚继光死了。就像黄仁宇先
生的评价，戚继光的死，我们失去了使军事在世界上保持领
先的机会，而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的国运。32年后，
大明的军队与努尔哈赤所部交锋，没有戚将军所强调的纪律
及苦心拟定的战术的明军众不敌寡，一举丧失了明金对峙时
期大明的优势，而后八旗军作为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
间最终取代大明王朝，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事件二：海瑞死
了。一个人民的偶像，中华民族的门神走了，虽然海瑞不是
一个会办事能办事的官员，但我认为他的存在是一种象征，
象征吏治的清廉，象征百姓的福音，然而他去了，并且终大
明王朝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高级官员；事件三：一直勤政的
万历突然在这一年开始了长达32年的怠政工，我认为这是三
件事里最严重的'一件，从此君王不早朝，32年中，前5年有
申时行撑着，大明的国力还不至于江河日下，申退休后可以
说明白人都死光了，从此大明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看完此书我不经想，假如戚继光多活几年，能和孙承宗并肩
剿灭大明的内忧外患吗？如果海瑞多活几年，那么一个清廉
的偶像，一个顽固的斗士依旧会同官场上的黑战斗到底，大
明还会死鱼内忧外患的国库空虚吗？假如万历依旧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那么万历年间中华大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会迅
速发展，中国会是世界第一强国吗？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有
很多缺憾，没有假如。所以我说，自755年繁荣的中华谢幕后，
1587年昌盛的中华又一次凋谢！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这一



年可以说是中帝国由盛及衰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一些看似
毫无关系的事件，联系起来便注定了历史的滚滚洪流。

历史就是一个滚雪球的进程，好的积累就能及盛，反之则衰。
结合我们工作，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基础数据，如果能好好利
用，例如分析好缺陷发生的设备类型，部件类型，发生的条
件等等运行人员能分析出缺陷是怎么来的，而检修人员能研
究出缺陷应该怎么送走，通过一点一点的数据积累，那么我
们的缺陷率肯定会降低，缺陷消除率也会提高，不也就提升
了我们的工作质量？当然说比做来得容易。企业的兴衰和王
朝的盛亡一样，匹夫有责！

历史书读后感篇五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
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
从欧洲的历史，到经济学都有利用。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提起中
国历史，对我而言只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上，自己知
道的只是一些朝代和历史重大事件，有的还对不上时间，总
的来说都是零零碎碎的。读了此书才系统的了解中国历史的
独特与辉煌，这些使我受益匪浅。

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大都是以历史朝代为时间顺
序，以史料为借鉴内容。但从《中国大历史》我感受到的是
跨越性与总体性。书中著眼于历史大局、中国，从宏观角度
阐述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进行对比。中国历史
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独特性。我深
深体会到历史中蕴含的价值。

一般的历史著作将中国历史看成帝王家史。先秦时代，中国
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上至天子、封君、下至公卿、大夫、
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种世袭的



次数理论上是无限的，直到更朝换代活占据这个爵位、官职
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为止。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
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然依著道德轨迹，否则便得不到万民
的支持，俗话说“得民心者的天下”。

在经济上，书中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从古至今中国
经济体制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体制的变化往往对应著社会体制的改革，适合自己的就
是最好的，在历史的作用下中国逐渐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经
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