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星照耀中国稿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
笔记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星照耀中国稿篇一

作者埃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革命战士的重重疑问，以一名
记者的身份，冒生命危险奔赴当时被刻意曲解的革命根据地，
与革命领导人进行谈话，然后他运用平实、质朴的文字把一
段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鲜活的呈现在了这本书上。

在书中，斯诺还对国名党进行狠狠的驳斥，驳斥了他们一直
对外宣称共产党为“狂热分子”、“无知土匪”的这种行为。
他在书中对毛泽东大加赞赏：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
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
研究，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的精力过人、
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除此之外，
还有头脑冷静不屈不挠的周恩来，战无不胜的x令地主乡绅闻
风丧胆的贺龙，还有彭德怀、朱德、洛浦、徐特立、左权等
一批优秀的革命领袖，以及他们那讲不完的英雄事迹。他们
用那火一样的爱国情怀，燃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
用那铁一样的坚定意志，斩去了旧中国的病根肿瘤。

作者在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如一颗闪耀的红
星照耀着中国的西北，且必将照耀全中国。”

我们现在坐在明亮温暖的教室里，可以接受的教育，不妨好
好想想，是谁让我们过上了这充满阳光与微笑的生活?是中国
共产党。即使现在是和平年代，不要也不能忘记无数在革命



斗争中流血流汗的革命先驱，是他们在那民哀国殇、狼烟四
起、人人自危的年代挑起了民族的大梁，为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革命先驱虽出身平凡，
却有一股刻在骨子里的救国救民意识。身为领导人，却与老
百姓同甘共苦，不摆架子，他们那颗爱国爱民之心，不为功
名，不为利禄，只为当时中国四万万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
生活。

一幅幅画卷展开，不带过重的色彩，却让革命先烈们有血有
肉的站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群有气魄有力量
有风度有抱负的，知道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生活和活力的苏区，
了解了一段令我们骄傲自豪的历史。

x年后的今天，如书上所说，共产党已如一颗红星，照耀了全
中国，让中国走上了富强繁荣的道路。

红星照耀中国稿篇二

是信仰，他们有着统一而坚定的信仰，为此可以付出一切。
因此，共产党才能绝处逢生，最终取得胜利。

还记得斯诺写道，他刚来到红区时，和他同行的还有几个人，
只有斯诺可以骑马，而且他的马就如一条瘦狗，其他人只能
骑驴子，当斯诺问，难道你们平日骑得就是这种马吗？随行
人员说，好马都被送上前线了，不管是谁的马，只要足够健
壮，全部送上前线。一切好东西都优先供应给前线，就算是
主席也不能藏私。

在这里，我看不到自私。所有人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坚持不
懈地奋斗着。

长征毫无疑问是一次伟大的征途。我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



人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红军翻雪山、过草地，越过了一道
又一道天险，度过了一个有一个难关，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这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红军的军心始终如一，从未涣散过。
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令我敬佩。

反观现代青少年，心理素质极差，甚至会出现因学习压力太
大而自杀的情况。我们应继承红军战士们百折不挠的长征精
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情况多么险峻，都不应该放弃。红
军那么艰难都熬过来了，我们也能一代更比一代好！长征精
神要长久地传承下去。

红星照耀中国稿篇三

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
察,并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完成本书的写作。
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斯诺所站的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描述
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了红
军及其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这本书可以说是让人
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时十分神秘的中国的红色革命。并
且，他把自己在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都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
后来汇编为《红星照耀中国》。整本书的内容丰富而且生动。

1936年，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
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
贝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在苏维埃社会一节中，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
是“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
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
者有其田。”;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
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
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

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



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
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
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我的认知范围中，当时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锢并
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讷。但是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进行批评和抱怨，这无疑就是他们言语
自由开放最直接的证据。大部分农民团结一致，并且看
好“苏维埃”和“红军”，以此证明他们思想觉悟是很高的，
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
对比当今，我们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这一块儿，这是我们所
欠缺的地方。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
许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
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
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
是铁打的军队。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
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
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
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
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同
样是六个字，差别却是很大的。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
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
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
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
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当时，当
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
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



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这足
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红军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
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
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
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红星照耀中国稿篇四

“十篇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充满时代感和历史意义的纪录
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它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十位红色英雄的崇高事迹，包括邓稼先、黄大年、卜仲勋、
陈毅、谭震林、戴芳杏、覃振清、苏振华、申维辰、何香凝。
这些伟大的人物在各自的领域，奉献了他们的一生，成为新
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推手。在观看这部影片后，让我深深
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历史背景，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第二段：邓稼先和黄大年篇

邓稼先和黄大年这两篇篇章，让我看到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
展历程。邓稼先是我国核弹研发的第一人，他的事迹让我深
深感受到了科技创新之难。而黄大年这位科学家在基础物理
研究方面的贡献，更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科研人员的艰辛和
付出。通过他们的事迹，我认识到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以及
人才的关键作用，也更加坚定了我在这个领域发展的志向。

第三段：卜仲勋和陈毅篇

卜仲勋和陈毅，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不仅
是革命的伟大领袖，更是在革命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
走出不一样的新路线。 在卜仲勋篇中，他提出了“两个务
必”的理论，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壮心澎湃前进，努力实现四
个现代化。而在陈毅篇中，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对人民军队的
感恩之情以及对解放战争中战士们的鼓励、赞许和褒奖。这



些历史事件给我带来的感动和启示，是提醒我要始终怀着革
命精神，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四段：谭震林和戴芳杏篇

谭震林和戴芳杏篇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的事迹更多感人
至深的情怀。谭震林是一位地质工作者，他为了石油的寻找，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而戴芳杏则
是在公安工作上赴汤蹈火，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国家的安全和
人民的利益。这两个篇章，给我带来的启示是，只有当我对
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所负责任，并且愿意为国家和人民付出
一切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成就自己的
事业。

第五段：覃振清、苏振华、申维辰、何香凝篇

在最后一篇，我看到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展开的奋斗，包括
覃振清的田间劳作，苏振华的舞台表演，申维辰的音乐创作
以及何香凝的美术创作。他们在各自领域中，通过坚守和拼
搏，得到了自身的成长，也让祖国的文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
和繁荣。这些篇章，让我认识到，每一个职业都有自身的价
值所在，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认真投入工作，坚持不懈，
都能取得自己的成就。

结尾

通过观看“十篇红星照耀中国”，我领略了十位红色英雄从
事重大事业的卓著贡献。历史的回顾让我更加珍惜今天的生
活，深刻感悟到了要发愤图强、敬业奉献的精神，为祖国的
建设和发展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如果能够秉承他们的精神
和理念，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红星照耀中国稿篇五

做人要有“先见之明”，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预测到
未来的事情，后来转化为称赞那一些有长远打算，不贪眼前
的小利益，顾全大局的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有两
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一个是我们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
毛泽东。另一个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先来讲毛泽东。他在此书有两次做了正确的长远打算并拯救
了新中国革命的未来。第一个远见就是从哪一个阶级的人物
下手革命。当时，在苏联共和国的工人革命成功之后，大家
一致认为只有做工人革命才能成功，当时像周恩来，朱德，
和陈独秀这样高明的人也一致认为只有工人运动才会成功。
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支持着武装农民，搞农民运动。后来，在
八一运动失败之后，大家才认同了毛泽东的说法。毛泽东的
第二个远见就是选择留在国内，不去法国留学。当时，大家
都想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也非常地支持他们去，但偏偏
自己一个人留在中国。毛泽东在这几年彻底地了解了中国的
地理与历史，这些知识也在后面的长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本书里，我们也看到了作者可怕的预测能力。他在勇敢
地潜入了红军基地之后，在那里进行了几个月的观察与采访。
他回到故乡之后，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预测：红军会
击败国民党!在当时，没有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获得胜利，因为
蒋介石手上有最先进的武器与装备。可是历史后来也证实了
斯诺的预测。我认为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讲的就是为什么斯
诺会做出如此奇葩的预测。我非常钦佩斯诺和毛泽东，因为
他们两个在受到了众人的质疑之下没有怀疑自己的选择，而
他们后来也各自取得了胜利。当全世界都不看好红色苏维埃
政府能获得胜利时，斯诺坚持了他自己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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