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史读后感(大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一

前几天，我读了《二十四史》这本书，书中有一篇小故事，
它讲述了时间在古时候的重要性。在打仗时，速度与时间的
把握成为了制胜很关键的一方面，往往速度迅速的部队能够
大破敌军从而取得胜利。它使我对时间有了新的观念。

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军大败袁绍，袁绍从此一病不起，
几年后去世了。袁氏集团开始分裂，长子袁谭联合曹操杀了
袁尚的大将、夺了他的地盘。随后袁谭在与曹操的斗争中兵
败被杀。袁氏兄弟只好逃入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郡的乌丸
地区。

曹操率军出征，郭嘉见大军进行缓慢便对曹操说：“兵贵神
速，我军现在是远征千里偷袭敌人，带着这么多的军用物资，
行军速度肯定快不了。不如先留下沉重的军用物资，让士兵
轻装前进，趁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发起突袭。”曹操觉得郭
嘉说得有理，就命令部队轻装前进，果然取得大胜。

看完这个故事，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紧张生活很需要人们对
时间观念的加紧，我们应该很快的适应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要想享受这种生活就必须把握节奏，珍惜时间，该干什么快
干什么。

时间如梭，光阴似箭，我们进入了初二，面对着中考的压力，
我们珍惜时间就是珍惜自由学习、复习的时间。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二

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记载着一个国家、民族产生和发展的
全过程，蕴含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智慧，昭示着
国家和民族兴衰更替的客观规律。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书
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民族的未来。学习历史，对民族、国
家和个人都具有重要的观实意义。

这个暑假，我有幸借到了《二十四史》这本书，它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真实性、趣味性和启发性的历史故事吸引着我去
阅读、去发现，当然，自己的认识可能不足以向外人说道，
但在读的过程中，我确实有了自己的收获与思考。我不仅看了
《史书》、《汉书》等二十四史中王朝的兴衰，历史的更替，
在历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
身上传奇故事。在连续的阅读过程中，我惊奇的发现很多朝
代的衰落、更替都源于统治者自身的一些弱点：有的生性猜
忌多疑听信谗言，有的生性暴躁、暴力无常，有的目光短浅、
鼠目寸光，有的骄奢淫逸，有的骄傲自大，等等，总而言之
他们这些性格的缺陷，在历史的兴衰和更替过程中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们的这些性格缺陷导
致了王朝的衰落。

了解昨天，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握今天，创造明天，是为了充
实自己的头脑，汲取宝贵的人生启迪。诸如这些帝王将相尚
且存在很多性格上的弱点，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李阳疯狂英语的例子，李阳在小的时候就用
自己的勤奋好学克服了自己的种种缺陷和弱点，不仅提高了
自己的学习成绩，而且还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学习英语的好方
法。由此可见，我们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在我看来，我们没个人都应该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充分认
识自我，在不断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不断的发现自我，完
善自我，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弥
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创造明天幸福的



生活。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三

二十四史读后感1000字，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底蕴深厚，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二十四史读后感，欢迎阅读!

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记载着一个国家、民族产生和发展的
全过程，蕴含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智慧，昭示着
国家和民族兴衰更替的客观规律。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书
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民族的未来。学习历史，对民族、国
家和个人都具有重要的观实意义。

这个暑假，我有幸借到了《二十四史》这本书，它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真实性、趣味性和启发性的历史故事吸引着我去
阅读、去发现，当然，自己的认识可能不足以向外人说道，
但在读的过程中，我确实有了自己的收获与思考。我不仅看了
《史书》、《汉书》等二十四史中王朝的兴衰，历史的更替，
在历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
身上传奇故事。在连续的阅读过程中，我惊奇的发现很多朝
代的衰落、更替都源于统治者自身的一些弱点:有的生性猜忌
多疑听信谗言，有的生性暴躁、暴力无常，有的目光短浅、
鼠目寸光，有的骄奢淫逸，有的骄傲自大，等等，总而言之
他们这些性格的缺陷，在历史的兴衰和更替过程中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们的这些性格缺陷导
致了王朝的衰落。

了解昨天，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握今天，创造明天，是为了充
实自己的头脑，汲取宝贵的人生启迪。诸如这些帝王将相尚
且存在很多性格上的弱点，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李阳疯狂英语的例子，李阳在小的时候就用
自己的勤奋好学克服了自己的种种缺陷和弱点，不仅提高了
自己的学习成绩，而且还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学习英语的好方



法。由此可见，我们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在我看来，我们没个人都应该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充分认
识自我，在不断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不断的发现自我，完
善自我，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弥
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创造明天幸福的
生活。

最近不知为何，突发奇想的愿意看〈二十四史〉，纯白话的，
可能是开篇写尧舜的那几篇吸引了我，在我看来，那就是简
单的人物传记而已，我很想看看古人是怎么成功的，是怎么
样将自已的人生，做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千万年后的人来
膜拜的。

其中有一篇《吕后》，吕后，沛微时妻也。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其中说道，为什么成功的男人大多喜欢
找小三。

文中说，妻，大多是在男人卑微时嫁给他的，知道他所有的
不是光辉的东西，而情人，只看到男人的现在，看到他的光
辉，自然的对他是顶礼膜拜，而不象妻，动则对已是成功人
士的夫呼呼喝喝。

回到吕后身上来，吕后，在刘沛微时下嫁于他，沛称帝后娶
了另一位美貌娇妻，称戚夫人，“爱幸”(古人言语真是精
辟)

沛初登帝位，天下未定，常年在外征战，吕后年纪大了，只
能留在家里，“希见上，益疏”。娇俏的戚夫人，得以常待
左右。

此时的吕后，想必已在心里种下了嫉妒的种子吧。



吕后，终于可以痛快的为所欲为了，她:断戚夫人手足，去眼，
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更要命的是，吕后
还请当年的太子现在的孝惠帝来观〈人彘〉，孝惠帝知道此
为戚夫人后，嚎啕大哭，他对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
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从此，纵情声色，不问朝政。

记得看过一个节目，大家在讨论“道德”是什么，专家的回
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做的事，不想让你妈妈知道，那
就是违反道德的”。

吕后，做了如此残忍的事情，竟然还叫最亲爱的儿子来看，
可见，在她心里，估计是没有道德二字的。

读史可以明智;以史为鉴赏，可以知兴替。以前不是很想看史
书，现在静下心来，对史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尤其是纪传
体类的，其实就是一个个历史人物传记的汇总。然而“一篇
读罢头飞雪”，面对《二十四史》这部历时一千八百多年、
总计三千二百余卷、四千多万字的皇皇巨著，临时是没有时
间研究的。《快读二十四史》节选了二十四史中的精华，让
人用很快的速度领略中华历史文化的神韵。读罢感慨:几千年
的历史浩浩荡荡，风流人物陆续登场，就是曾经波澜壮阔，
放在这历史长河里，回头往往，都不过是浪花一朵。

附: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
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
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
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
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
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
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
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
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
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



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
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
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
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
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
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
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
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
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
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
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
迹。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四

如果历史是一杯香茗，读史便犹如品茶，别看一杯清澈见底，
其中滋味，却需要细细茗品，是苦中带甘，还是醇香馥郁，
真是无比的耐人寻味。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说过：“以人为
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翻开《二十四
史》，感受历史的伟大！

通过读史，我们要学会淡泊名利的心境。淡泊无疑是一种解
脱：从利益纷争之中解脱出来，从政界争执之中解脱出来。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用淡泊为自己撑开一片晴空。晋
代的陶渊明，清廉正直，淡泊名利，因看不惯政界中的黑暗，
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以一首《归园田居》退隐
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南山之下，每天过着“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轻松生活，日日沉浸在乡村田园
的悠闲自得之中，为自己开启了一方乐土，此淡泊名利，退



隐山村之举，皆为后人所称赞。因此，人要学会淡泊。

通过读史，我们要学会奋发进取的`精神。奋进无疑是一条成
功的捷径：只有奋发图强，努力学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
往上爬，才会离成功近一点，再近一点。古人云：“学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
学习上，奋进都会给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机遇，创造出更多成
功的机会。战国时期的苏秦，由于学识浅薄，曾到好多地方
做事，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的态度亦是十分冷淡，
这让他大受刺激，于是决定发奋读书，头悬梁、锥刺骨，终
于学有所成。正因为苏秦拥有奋进的精神，并持之以恒地付
出了常人所不能及的辛苦与努力，后来，苏秦凭着满腹学识
先后去游说六国联合抗秦，取得了成功，被封为六国宰相，
一时风光无限。因此，人要学会奋进。

合上《二十四史》，我感慨万分：悠悠历史长河中，我们要
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让我们趁一个慵懒的午后，在窗明几
净下持一卷古色古香的史书，让指尖抚过墨香浓郁的字迹，
让历史陶冶我们情操！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五

我是无意中点开了《二十四史》这本书的。

当时正在微信读书中翻阅，正好系统推荐了这本中小学生的
简易版，看到地个多彩的历史人物的封面，于是就点开了。

不过，其实还有一个潜藏的原因，那就是之前看到很多人夸
赞郭德钢的儿子郭麒麟很有素养，被教育的很好，事实上郭
麒麟年纪很小就辍学了，但他们家有很多书，其中这一部
《二十四史》就是他的必读书。

记得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也对这本书有了初印象。



在经过这两天的阅读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是一本宝藏书，读
来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受。

我目前在看的是史记部分，看到了五帝本纪、以及夏商周朝
代。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我越看越为自己知识的浅薄觉得汗颜，
原来之前有很多的历史知识，我只是一知半解，或者说是只
能算是知识碎片，而看这本书的时候，让我开始一一把它们
都串联起来。

为此，我昨天还特地做了思维导图，虽然用手画的并不算很
精巧，但一下也让我更加地清晰明朗。

在最开始的五帝部分，我不仅知道了炎黄子孙这个词的来由，
也了解了尧舜之前的黄帝、颛顼、帝喾；更是知道，除了舜
是尧通过禅让取得首领之位外，其他四帝之间其实都是有血
源关系的；而舜也是尧的女婿，也是有一层亲戚关系。

而我们所熟知的大禹治水，经历了13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
最后舜把首领之位让给了大禹，在这之前大禹的父亲鲧则因
治水9年不成，被舜处决。

看到这些历史，才发现了之前的了解真的只是零星点点，有
太多未知的故事等待我去阅读，以及思考。

所以，真的觉得《二十四史》这本书是可以让我们更多更深
入地了解那些历史人物，希望同学们都可以读一读，会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