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一

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这本书，甚至不知道这本书叫什么。直到
在床头柜上看到它的时候，我才迷上了这本书，它的名字是
《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清楚地讲述了明朝从开始到覆灭的故事。
我对我喜欢的人物做了评价。如：不小的小人物——杨涟、
有争议的英雄——袁崇焕、还有身不由己的英雄——孙承宗。

三大案中，我原来以为只有李选侍，没想到还有郑贵妃。我
现在才知道，我所看到的只是历史的一角，还有更多史实等
着我去发现。我还知道了杨涟，他宁愿死去也不愿向大奸臣
魏忠贤低头。他的民族气节和大义凛然的气度是我学习的榜
样。

袁崇焕也是一位让我佩服的人物。他所修建的城墙是“山”
字形的，从突出的一竖那里可以随时攻击对手。由此可见他
的智慧之高。

读《明朝那些事儿》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历史。这本
书让我受益良多。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二

《明朝那些事儿》的第一部从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写起，写到



了崇祯皇帝的覆灭，生动形象写出了大明276年历史，那个风
起云涌的年代已经成了百年往事。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长
河中，那个时代的兵戈铁马铿锵在耳，刘基应天决断的吼声
在耳，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笑声在耳，曹文昭等人的无力回
天……今朝，我们沉浸于纸乱金迷之中，岁月如斯，在历史
的沉淀里，该如何笃定最初的信念?在曾经的青山脚下，夕阳
红似火的情景却大相径庭了。

日月山河永存，大明江山永存，纵观大明朝276年十六帝的长
河，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和亲不纳贡，远下西洋传
扬我华夏神威，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朱由检，或许有的
皇帝被人讨厌，几十年不上朝的嘉靖和万历，酷爱木工的天
启帝，但无论国家处于多么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一个软
骨头。

朱元璋建国之初，手下的几员大将徐达，常遇春，蓝玉等人
都是不出世的奇才，还有刘伯温这样的天才，到之后的张居
正，戚继光，郑和，徐阶，李成梁等等，那明末苦苦守卫大
明江山的曹文诏，卢象升，洪承畴，左良玉，陈奇瑜，左宽
这些将领，大明无论何时都会奋起播发，即使后期衰败，但
几万人击败十几万的日军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朝代富有过，
凋零过。它可能不完美，但不可替代。

朱棣是大明朝第二能打的皇帝，燕王扫北，赫赫武功，打得
鞑靼畏手畏脚，他的能力也着实逆天，朱棣似乎是史上首位
藩王造反成功的皇帝，从最初北平被迫起事，不过几千人的
兵马，短短几年竟然杀到了南京，夺了朱允炆的帝位，藩王
对抗中央，实在是难如登天!其他诸如下西洋等等功绩也非常
不错的，绝对是雄才大略的帝王。

没有于谦的保卫北京之战，可能就不会有后面的历史了，于
谦救大明于水火之中，正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
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国土无双，寸土
不让。



要说大明第一人，文才武略样样精通之人要属王阳明莫属，
他的心学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培养出了一大批能臣，一代儒
生，却立下伟大的战功，依靠知行和一，成为了可以和朱熹
并肩的思想大家。

我时常在想也许就是所谓的气节才能使中国在四大文明继续
存在吧，对手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中国依旧存在，依旧傲世
这一切。什么叫信念，就是这件事办成——死，办不成——
死，但义不容辞。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
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阅读了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该书风趣
幽默的语言令我难忘。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斗争
的描述淋漓尽致，对情节的把握炉火纯青，很令我钦佩。在
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朱元璋了，一个出身于农民世家
的人，竟然成功当上皇帝。

朱元璋小时候深受元朝的腐败统治之苦，家中十分贫苦，在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是唯一的一无所有的贫农，是通
过造反才拥有了天下。放牛、做乞丐、做和尚、造反、做皇
帝，一份十分简单的简历。没受过教育，却能直接带领千军
万马争夺王位，是个军事天才，也是个人事管理天才。对于
这种情况，我有自己的看法：平静的湖面，练不出不畏风浪
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宁静的世界，造
不出真正的英雄，朱元璋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成为一
个伟大的霸主。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朱元璋，
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

朱元璋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的各种本领：果断——让朱元璋能
在危险的情况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坚持——能让他在僵持
时打破僵局；冷静——能让他有准确的策略。这三样宝物合
起来，能让你在战场上完美地指挥出应敌的方法，假如任何



事中，都具备果断、冷静和坚持会让你在困境中发现机会。
在这三个本领前，相信无论怎样的困难都回迎刃而解，最后
将登上成功的彼岸。

朱元璋还教会了我自信，他曾经说过“我相信我是对的”。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
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胜利之
门。当你引领大军作战，当百万生灵的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
当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没有多少人能不紧张，而在战争
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
但朱元璋却在关键时刻相信自己的决定，把握住了机会。是
自信，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皇位。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说话，我读了《明朝那些事
儿》后，朱元璋成为了我生活中的老师，他教会了我果断、
冷静、坚持、自信等等必会的本领，他仿佛和我说：世上本
没有天才，但只要有了各种本领，你就是一定会成功，本领
能助你登上成功的高峰。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四

朱元璋真是一个孝子，知道家人是被元朝的那些破政治给活
活饿死的，便冒着被当作反贼砍头的生命危险，四处寻找和
他同一类的人。终于他真的登上了王位，将元朝变成了清朝。

世上谁有这样的儿子，那这个人肯定很高兴吧！而我并不是
这类人。以前我生病了，妈妈总给我刮痧，但上次妈妈发烧
了，我却动都不想动，只晓得看电视。最后妈妈给了我一元
钱，我才给她刮痧。

同时，我还要学会朱元璋的坚强。他有时候自己的生命已经
危在旦夕了，但依旧鼓起精神，与敌人拼杀。正因为朱元璋
坚持了下去，最终成了皇帝。而我却是个半途而废的人，有
时做航模的时候，手小小的擦伤，就不做了。



不过我觉得朱元璋太忘恩负义了。自己成王以后，却把以前
的战友给杀了。人家对你那么好，你却这样对待人家，这根
本就不符合常理嘛！如果你怕他们谋反，就给他们个罪名，
让他们滚回老家算了呗，干嘛要他们的性命，生命是最贵的！

总之，朱元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倒是喜欢好的
一面。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五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吸取古
人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不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也喜欢读
史书。去年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时，
由于抢手，基本没按顺序读;今年暑假特意买了一套让女儿读，
为了激励她，我又重温了一遍。明朝那三百年历史，在当年
明月的笔下，历史很严肃，很深刻，深刻到人性;语言很幽默，
很精彩，精彩的让人感叹历史书也能这么好看。

为师者，感叹自己的课堂如果有《明朝那些事儿》这么通俗
易懂，百听不厌就好了，学生觉得上课就是一种快乐，学习
就是一种幸福——多好。这就让我们为师者要智慧思考、不
断探索。当然我们要尝试创设这样一种氛围，细心解读教材，
扩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做到旁征博引、高角度的看待
教材，用知识的趣味性和知识的应用性让学生感兴趣。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平等的课堂。孩子再小，我们也应当尊重
他们，相信他们，让他们感觉老师的尊重、喜欢和关心，特
别是善待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让他内心踏实
的想象、思考、动手操作、提问回答……而不是总顾忌会受
到老师的批评和惩罚。在平等中，孩子会身心放松的投入学
习;在平等中，孩子们会充满自信的主宰自己的学习。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互动的课堂。我们的知识需要互动，这样
的课堂是自然和谐的。让孩子们主动参与，互相学习，让老



师成为孩子们的大朋友，去引领，去和他们一起探讨，让他
们经历自己学习知识、创造知识的过程，体会发现新奇现象
的喜悦。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生活的课堂。数学的抽象会让有的学生头
疼，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所发展，在学生的基础下应该把复
杂的问题简单化，要让学生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复杂的数
学问题，决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
学习数学，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学习数学。正如当年
明月笔下的文章让人回味无穷。

学校的课堂是孩子的课堂，让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编织属
于自己的理想课堂。老师用自己的知识和责任成就孩子们美
好的儿童时光，让孩子们在课堂中享受快乐、享受成长!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六

最近在读史书，《明朝的那些事儿》曾在网络红红火火，这
两天在看朱元璋卷。作者的写法，其实我并不是很感冒，阅
读的感觉像是鸡肋。对人物只能有个骨架，并不丰满。为了
恶补一下自己的历史知识，所以也就读了下去。

读罢，感触良多，结合最近读的《曾国潘》，真正明白伴君
如伴虎。朱重八——朱元璋，幼年放牛，少年做和尚，后时
势造英雄当上了皇帝！最记得朱元璋的名言——要么不做，
做了就做绝！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福！称帝后的朱元璋把
建明的功臣一一剃了头，名将——刘基、李善长、蓝玉等一
一都在他的屠刀下丧命；胡惟庸案牵连上万人，一一杀尽；
空印案牵连上三万官员，一律杀无赦；官不论多少一律杀无
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正在明朝，当官成了高危职业。
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抱抱妻儿，交待
后事，然后诀别而去，散朝的时候，家人在门口等着，如果
看到活人回家，就会庆祝一番——今天又多活了一回！恐怖！
悲哀！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大明律》
及《大诰》，《大诰》属判例法。为普及法律知识，朱元璋
确实花了一番心思，规定如果犯罪之人，如果家中有《大诰》
此书，则罪轻一等，如果则罪重一等，如此家中人人放一本，
以防身。为防官员，他设立锦衣卫。锦衣卫有特殊的权力，
只效忠于朱元璋一人，逮捕人不受任何阻拦，重权在握，大
臣家中一旦出现锦衣卫，就意味着一去不复返！

朱元璋为稳固帝业，肃清了周边的一切威胁，滥杀了无数无
辜，也可以说滥杀了无数社会的精英。社会底层的农民也许
是最远离官场是非，分得了田地，因此认真耕作起来，因此
渐渐农业出现了繁荣之景！

记得罗杰斯给女儿的箴言：多学习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
朱元璋从一个寒门子弟成就霸业，最后把一路成就他霸业的
功臣一一铲除，这样的历史在中国真的一再重演！人性，可
怕可怕！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七

最近我开始阅读一本书，它既不是某位名家的名著，也不是
某位大作家的散文集，更不是哪些哪些没有阅读意义的闲散
文字，而是作家“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

拿《明朝那些事儿》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比，我觉得前者
是更胜一筹的。《明朝那些事儿》的内容不像历史书那样死
板，它可以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来叙述一件事，也可以用现代
的流行词来形容一个人，也会时常变化着花样逗乐读者。但
它的严谨性与真实性却丝毫不亚于教科书：它引用了很多史
书上面的原文，再一一详细地解释。有时作者为了真实地还
原人物所处的场景，还自费去场景实地考察，用来更好地还
原场景，得到更高的可信度。



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小事记述，以小见大。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海瑞买肉。海瑞一生清廉，只靠朝廷的俸禄吃饭，拒绝任
何外来收入，所以海瑞家里并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为了减少
支出，海瑞一家老小都去干活，辛勤劳作，从来不买外面的
东西。有一次海瑞母亲过生日，海瑞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给
老人家祝寿，就去街上买了二斤肉。没想到，这一举动竟然
惊动了全城，到处都有人在议论这件事情“海县令今天竟然
买肉了！”海瑞买二斤肉就引起这么大反映，他的清廉可见
一斑了。

《明朝那些事儿》销量过五百万册，为三十年来最畅销的史
学读本，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以它独特的风格记录了许多不
为人知的人物和事件，把原来我们陌生的人物带到我们面前，
使哪些真正伟大的人不会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同时作者用
自己的思想和语言直观地展现历史，深度解剖历史，以幽默
的语言逗乐读者，给读者真正的阅读乐趣和使人们记住明这
个朝代。这些，才是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