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 初中明朝那些
事儿读书心得(实用9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心得感悟该
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一

每当我看到《明朝那些事儿》的封面时，那明朝时代战死沙
场，明争暗斗的情景便会浮现在我眼前。其中最让人敬佩的
人物还是传奇人物王守仁了。王守仁，字伯安，出生在浙江
余姚，家中父亲考中状元，他从小就手父亲影响，小时候就
立下讨平鞑靼的报国之心，他经过许多挫折困难，终于成为
皇帝心中的百战百胜的将领，敌人惧怕的一位军事家。是呀，
成功者一定是要经历许多磨难的！

在我记忆里——他头戴军冠，身穿铠甲，眼神犀利，手握宝
剑，是靖难杀敌的一位边疆猛将。晚年的王守仁依然镇守边
疆，并研究他的心学：“无善无恶之心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后来他的心学传遍东
亚国家，成为人人膜拜的伟人。读到这，我不禁为他年事已
高仍不忘学习的精神感动。正如子夏曰：“仕而忧则学，学
而忧则仕。”

他这样的大臣将军还专心学习，我们呢？有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好的老师，我们更加要认真听课，完成老师布置的作用。
孔子也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
言，无以知人也。如果我们不好好珍惜光阴，学习本领，懂
得礼节，将来就站不住脚。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明朝那些事儿》



十分精彩，真的能让读者热血沸腾。读了《明朝那些事儿》
之后，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恨不得把与明朝历史相关的书
一下就看完呢！

是呀，《明朝那些事儿》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启
迪。书中所讲述的历史就如同独一无二的绝世宝玉，价值连
城。正如书中说：“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是民族与民族、国
家与国家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如果没有战争，也不会分
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场面，那么历史也不会如此精彩，所以
读书即读心，真正的历史将在每位读者心中延续下去。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二

非常能读进去的历史书。诙谐易懂，有史可考。几年前读的
电子版，大概读到70%弃的，因为对万历年间不感兴趣，就没
往下读。整套书是不错的，适合历史小白，初级爱好者。历
史迷就不好说了，咱不是那个段位的。

第一次读有趣的历史故事，三国因为还有些文言文读起来不
顺畅，这个写的很通俗，我也没鉴赏历史的水平，这本书基
本上读起来是一气呵成的，并且直接导致我买了一本砖头
书——《洪业：清朝开国史》。有意思的书都是要读读的。

有一个情节是有三个人一起喝酒假设是a,b,c,a,b,c三人讨论朱
棣如果谋反成功以后自己怎么办，a说自己绝对不会投降，最
后a投降了。b没有说话，最后b投河啦。

忘了这个是那段了，哪位记得给提个醒。

有一个情节是有三个人一起喝酒假设是a,b,c,a,b,c三人讨论朱
棣如果谋反成功以后自己怎么办，a说自己绝对不会投降，最
后a投降了。b没有说话，最后b投河啦。



忘了这个是那段了，哪位记得给提个醒。

如果只是想了解下明史，这本书可以说是最合适的。历史本
是非常枯燥无味的，而作者笔下的历史却让我觉得我重回了
那个时代。但是再怎么说，它也是一部历史类的小说，参杂
了作者的主观情感。所以，从客观性来说，该书可能稍微欠
缺一些。

一口气读完的，作者风趣幽默，在不失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
向读者展示了古人的嬉笑怒骂，每个主人公都有血有肉个性
鲜明。让人觉得难忘的是作者在其中展露的自己的情怀与价
值观，忠臣良将的赞誉与误国奸臣的讽刺与惋惜，读的那叫
一个畅快淋漓。

以前对历史方面知之甚少，也很少系统阅读一个朝代的'历史，
明朝那些事写得生动活泼，作者的功底很深厚。

只可惜现在社会浮躁的人太多了，这本书出来后又有很多类
似的白话历史，名字都差不多，比如唐朝那些事，对于这种
作品，我还是不选择了。

几个感受：

第一个，为什么古代许多文人饱读圣贤之书，所做的事情却
是如此的小人。

第二个，好人可能做坏事，坏人可能做好事。

第三个，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第四个，明代首辅属于高危职业。

第五个，知行合一。

很喜欢作者的文字风格，将枯燥的历史讲的那么有趣。纵览



全文，你会发现无论在哪个朝代，总有一些人以天下兴亡为
己任，总有一些人保留着自己的坚持和操守。哪怕这些东西
在历史进展的脚步下显得那么苍白。但恰恰是这些东西，正
是一个文明的灵魂和闪光所在。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三

岁月不饶人，明朝时期的事情发生了种种事情，看完了这两
本书，我深有感触。这部书是当年明月，也就是石悦写的明朝
“通史”。这书从明朝开国的朱元璋说起对当时的十七帝王
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全景展示，充分的体
现出当时政治思想与当时开国皇帝建立的帝国进行了详述。

第一部中写的是朱元璋生于乱世当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
苦，从赤贫起家，没有背景，没有依靠，没有后台。他的一
切都是他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他历尽千辛万苦，一次次的
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一次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
尸体后继续战斗，一直坚持着。

也可以说在当时最优秀的统帅非朱元璋莫属。

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但朱允炆上台就要削潘。
后燕王朱棣以“倩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在读到第二部结尾时我的感觉只是当时的蒙蒙凄凉，它讲到
郑和下西洋，修着《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南安等，后来永乐
帝于北伐蒙古归来的路途上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
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了动荡时期。读到这里我也只是
觉得当时的“悲惨”，也只是慢慢的看下去。大官王振把持
朝政胡作非为而导致了二十万大军在土木堡丧于一旦幸亏忠
臣于谦奋力救回了明帝国，但随即又有两位皇帝争夺王位
的“夺门之变”后都被害身亡了。读到这里我才晓得了什么
叫历史小说的精彩与其对此使读者的眼球应接不暇，欲罢不
能。



也是这两部历史小说我感觉到告诉了我影月之殇影歌的感伤。
明朝的言官也告诉了我们直谏者未必忠。贪心的官们告诉我
们贪污者未必奸。皇帝嘛，呵呵，真活的不是人!朱元璋的身
世告诉了我们要自食其力，像他这样没有依靠没有后台没有
背景的人都能当上皇帝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四

《明朝那些事儿》是我国畅销书作家当年明月所著。

《明朝那些事儿》(最新图文精印版)共有9册，由于语言幽默、
风趣，所以广受读者喜爱。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部，叫做《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
这一本通过大量图片、延伸内容以及幽默生动的语言文字，
为我们生动地介绍了朱元璋从一个讨饭地穷和尚，后来起兵
反元，最终击败其他起义军和元朝，建立明朝的全过程。

朱元璋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小时候为了谋生就不得不去
四处讨饭，经常遭受冷眼和讥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落魄
潦倒的人，最终名震天下，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什
么造就了他?时代?有这个成分：如果当时元朝不腐败，朱元
璋也不可能消灭元朝。当然了，这个原因只是次要，主要原
因是他的性格。

他做事果断，遇到困难冷静沉着、不慌张，他还懂得坚持。
很多次处于劣势的时候，他沉着地指挥部队，脸上毫无慌乱
之色，最终反败为胜，成功逆转，他的这些优点功不可没。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当年明月对许多我们普遍的认识错
误，进行了更正，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不再被错
误观念误导。我觉得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明朝那些事儿》适合我们阅读，是一套很好的历史书。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五

历史是千百万人的历史，是大家的历史，每个人都有解读历
史的权利，《明朝那些事儿》是别开生面的，是一种创造，
那么你有什么明朝那些事读书心得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有关于最新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希望你喜欢。

今天我读了《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十章最后的名将――蓝玉。
主要写了朱元璋不放心北元，明洪武十三年和十四年向北元
发起两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
击，不断骚扰明朝的边境。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一次下令
远征，蓝玉在历次正沙漠的行动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蓝
玉是安徽远定人，是常遇春的内弟。蓝玉是一个要强的人，
他从不会承认比任何人差。这次远征无疑给蓝玉提供了一个
最好的机会，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请求，给了他右副将军的
位置，主帅自然是冯胜。蓝玉来辽东击破了庆州的重兵把守，
纳哈出率二十万队伍投降明军。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带兵远
征北元，脱古思帖木儿丢下队伍逃走，元军投降，北元灭亡。

好词：明目张胆、朝思暮想、百般无奈、无处不在、瓦解、
震慑、洋洋得意、狰狞、凶神恶煞、不共戴天。

我欣赏的句子有：“其实他采取这一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毕
竟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父亲被逼得搬了家，亲戚都被拉去吃
牢饭，此仇实在不共戴天。”“这些明军士兵用恶狼般的眼
神看着他，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呼喊，很快，更多
的明军士兵围拢了来他们一看珍稀动物似的眼神注视着他。
他很荣幸的成为第一个俘虏。”

实现理想之后的蓝玉任意妄为，让朱元璋再次挥动屠刀。



《明朝那些事儿》是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位列全国
十大畅销书之一。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是当年明月。

当年明月，原名石悦，1979年出生于普通干部家庭。2009年
写完《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
关于明朝的事情。每一章节以充足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年
代和主要人物为主线，对明朝十七个皇帝和其他王公官丞进
行叙述，尤其对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反映出封
建社会的氛围。

第一部就是主要写了洪武年间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故事。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家境贫穷，三代农民，为地主放牛。父
母早亡，朱重八出家入皇觉寺当和尚。元朝腐败，25岁的朱
重八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改名朱元璋，最后
经历一番苦战，当上皇帝。后来不断地排除异己，稳固皇位。

这本书很全面地写出的朱元璋，有他的好处：骁勇善战、深
谋远滤，还有他的坏处：为排除异已诛杀忠心耿耿的忠臣。
让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看清朱元璋，看清和朱元璋有关的每一
个人。

这本书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把明朝的历史展
现了出来。

这学期，许老师向我推荐了一套书——《明朝那些事儿》。
这套书是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文正说明朝大历史的书，共
有七本。作者讲述了一个朝代300年间发生的事情，从1344年
建立，经历兴旺、衰败，直至1644年灭亡。书中有着大大小
小成千上百的人物。这些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



让我们从第一个主人公说起。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他因为对封建社会和元朝掌权者的仇
恨而造反。在一代名将加上他天生的军事才能的帮助下，推
翻了元的统治，改国号为明。他一生中杀了不少的人，但也
拯救了不少的人。他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正如他的座右
铭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发挥雄才大略，带
领军队南征北战，收复失地，建立了大明江山。

但是，明朝稳定后，他就把那些统统杀掉了。朱元璋同志之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怕那些有能力的人去跟他争夺皇位。
喔，还有几位没被杀掉，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汤和。因为他已
经得了重病，对重八同志构不成威胁了。据说朱元璋在世时，
就给他的子孙后代都安排好了爵位和俸禄，真是考虑周全啊!

总而言之，历史给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是一个好人，
但绝对是一个好皇帝!

《明朝那些事》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记载了明朝的历史，
令人回味无穷。

这本书将朱元璋的成功之路完整的记录下来了，讲述了他为
推翻元朝政治的英勇作为，让人钦佩不已。一场场战役都诉
说着他的智慧，一个个决策都显出他的敏锐，哪怕有时的一
个错误也不会影响他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勇敢、冷静、敏
锐、聪慧。为了推翻元朝的阴暗统治，朱元璋带领起义军一
点点的把原称霸一时的元军，一点点的击败。他的英勇形象
永远留在读者心中。他的成功不能只归功于他一人，还有他
手下的大将们和谋士——李善长、常遇春、郭兴、汤和、刘
基……他们伴着朱元璋坐上皇上之位。

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到元朝动乱，父母兄弟饿死，他觉得
极其不解，觉得好人不是该有好报吗?为了有口饭吃朱元璋当
上了和尚，他做粗活还要兼职清洁工、仓库管理员、添油工，



他忍着。长期的困难生活，磨练着他的意志。朱元璋当了起
义军，从一个亲兵长做到一个首领，他用自己的计谋打败了
强大的敌人。

读完这本书，我更多地了解明朝的历史，更加了解朱元璋，
更加懂得了朱元璋当上皇帝的艰辛。

《明朝那些事儿》是一套我非常爱看的历史读物，尤其是第
一部。这一本书先是由朱元璋的农民出身开始讲起，到永乐
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为止。叙述了明朝人民起义军艰难的开
国过程。名将如云的朱元璋pk拥有千军万马的陈友谅，龙虎
之间的战争，刀光剑影，谁堪问鼎天下?战太平、惊天动地的
太湖大决战。卧榻之侧埋恶虎，用计铲除器小的张士诚。徐
达、常遇春等不世名将势如破竹，乘胜逐北直破北元王朝。
更有明朝历史上最大的谜团——永乐夺位、建文失踪的靖难
之役。高潮不断，留给人们的只剩下一声声惊叹。

一句话，我认为，这是一片知识的海洋，快乐的源泉!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六

明朝是怎样的呢这本《明朝那些事》会将你想明白的是统统
告诉你，也会带你走进明朝。

明朝的故事很丰富，令我最有映像的就是第一代皇帝朱元璋
了，他小时候是个平民，一无所有，是因为造反才得到了天
下，放牛、化缘、做和尚、造反、做皇帝，这是他一生的工
作。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能做皇帝呢是因为他有
很多猛将。

他以往打败过张士诚、程友良，记得跟程友良的那场大战他
没有在。他的侄子朱文正靠着一点点兵力撑了几个月，但却
自以为是，迟迟不叫援军，之后还是硬着头皮去叫了朱元璋，



看来没有大军是不行的。

当然他还有很多本事，他能够在最危险的时候能做出正确的
确定，他还能够在慌忙之中临危不乱，就是因为他的果断和
冷静才使他成功的登山了皇位。他应当自我都不会想到。

之后他登上了皇位，为天下百姓做出了很多有意的政策。就
因为他来自民间，明白民间百姓受贪官的压迫和欺压，所以
他发布了一条政策：只要贪者和欺压百姓者就一律斩首。

但人总是有缺点的，他为了自我的天下能够千秋万代，到最
终杀掉了自我以往出生入死的功臣，就他也没有逃脱了每个
帝王该有的缺点。不听劝告、刚愎自用。

所以只要你看了《明朝那些事》就会觉的自我在跟朱元璋说
话，怎样想看吧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七

书名《明朝那些事》（七）。内容梗概：本书说的是明朝末
年到清朝开始，蒙古人变得强大，明朝变弱，后来让蒙古人
打败明朝的故事。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使我明白了自己强大了，不要停止自己
进步的脚步，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会有人比自己更强大。

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前中国十分强，至少在亚州是最强的。
可是后来中国都在打内战，没有进步自己的武器，到了清朝
因为大臣无能，被变强的日本进攻了，虽然后来中国抵挡了
日本，却写下了一份份不平等条约，让别的国家拿自己国家
的宝贵文物、让别的国家拿自己国家的土地……清朝却一点
也不抵挡。



表明心态：我想把这些书带入我们学习的课堂，让我们明白
明朝的出现和明朝的消失，让我们明白历史。如果中国努力
发展就不只是今天这样了。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八

历史，原本并不是沧桑厚重的，只是因为时代的步伐给他们
蒙上了一层不可知的阴影和轻纱。用幽默轻快的笔调，叙述
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和封建王朝，这也许就是《明朝那些事
儿》的魅力吧!

初次品读这本书，我还没有感到多么的惊奇。平淡的语言，
朴实的介绍，有点讽刺和幽默性质的历史背景和故事，让人
们感到：这仿佛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充满幽默充满喜
剧色彩的故事书吧!但是在细细品读，文中的人，文中的事，
每一件历史，每一件文物，其实都在“戏说”之中为他们戴
上了一个金灿灿的光环，代表了历史的沧桑，更代表了历史
的厚重。

书中对人物的描写也是别具一格。他并不拘泥于其他历史书，
那种古板的介绍：先是对人物的生平，背景，作了一一介绍，
然后再开始逐字逐句地引出事情的原委始末。这本书的最大
特点，就是在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没有过多的介绍他的经
历和背景，而是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他所经历的大事，以及带
给人们难以忘怀的精神企盼等等。

令人难以忘怀的便是书中所介绍的王守仁了。王守仁原来在
朝廷为官，但是后来因为参加政治，所以不慎被贬到了一个
偏僻荒凉的地带。他非常熟知这里的地貌地形，以及这里常
年都多强盗多小偷，治安非常的不利!但是他却毫不气馁，希
望用自己的精神内涵来感化这里的人民，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为了这样，他苦心钻研了近七载，终于在第八年的时候，研
究出了一门震惊古今中外的学科——心学，就是“知行合



一”的理论，将中国古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他
也获得了心学之父的美称。

其实这个故事带给人的与其说震撼，更不如说是一种敬佩，
一种赞扬。能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投入到科学，以及精神
世界的研究中，是不易的，也是不平凡的。

《明朝那些事》用轻松愉快的笔调，在人们的心目中塑造了
一个让人回味无穷，却也不舍放下的明朝世界。细细品读，
方能品得其内在底蕴!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感悟篇九

在去年暑假，我去我的表姐家的时侯，表姐送我了一本书，
就是这本《明朝那些事》。当我回到家，打开第一页时候，
马上被那搞笑的剧情沉迷住了。这本书里面描写了嘉靖年代
发生的许多事情，许多的人物。同时我还发现这里写的历史
和一些历史书上写的历史不一样，一开始我还有一些认为是
作者写错了，但是经过多次翻看之后，我还是觉得作者写的
是对的。

先说一说嘉靖皇帝吧，史书上写的是心修道，无心从政 。但
是我看《明朝那些事》中，认为嘉靖修道只是手段，目的却
是暗中观察朝廷中的每一名大臣，虽说嘉靖在比较年迈的时
候确实是一心修道。可是他少年时候比较厉害呀!比如他15岁
刚刚登基的时候，许多大臣都瞧不起他，登基时甚至让他走
皇太子进京的路线，但是嘉靖露出了自己的獠牙制服了大臣，
登基后还在“大礼仪”事件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了名分。将奸
臣斩首，把大臣玩弄于手掌之间。

再说一说夏言，字公谨，他一开始上奏弹劾内阁首辅张璁，
和内阁首辅吵架，(书上是这么写，后面感觉不合理的，别问
我问，问这本书的作者。)成功之后，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使
得大明王朝蒸蒸日上，夏言有个特点一一廉洁。并且他当上



首辅之后还痛骂张延龄，整整的骂了七次，并且他还刚正不
啊，和皇上吵架是家常便饭。可是就这一点。却要了他。奸
臣严蒿设计陷害了他，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为夏言的结局
而感到伤心。

读完这本书，我感叹道，明代的朝廷上那么多人争的你死我
活，只为了一个物品“权利”。但是读完了这本书，让我更
深入的了解了明朝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