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的读后感 中国人读后感(实用9
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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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读后感篇一

我们有幸生活在处处有真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感受到
像于勒所遭遇过的那种炎凉世态。

我们中国文化在很多领域是引领世界的。比如刚才有人告诉
我，这是唐代的美女、这是宋代的美女。每个人都知道，唐
代的美女以胖为美，世界各国都学我们胖。我相信日本的和
服是当时看到我们唐代的美女拖了个背影，他看错了，回去
学了个和服。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唐代的文化引
领世界。日本学的最好，在日本会看到很多唐代的建筑。日
本有很多缺点，但是它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把传统文化和
西方文化结合的非常好，但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我们中国的唐
汉文化。

从历史来看，我们的文化在唐、宋，包括明朝都是在世界领
先的。十七世纪的欧洲，拿破仑时代的贵族阶层以收购中国
的瓷器、使用丝绸和饮茶为荣，就像我们现在用了苹果电脑
和开着奔驰600的感觉一样。如果当时拿破仑享受一下我们刚
才一开始的茶道，他一定会很震撼。其实今天我还忘了一点，
今天我喝了一段人生中最美味的文化茶。今天这个文化茶很
少见，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很多一定阶层的人家里
都是这样喝茶的，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文化。

到了1860年，我看到的数据是，英国人开始文化领先，靠他



们的文艺复兴，靠他们的工业革命产生了现代的机械工业，
形成了日不落国家。英国领先世界靠的是什么?工业革命是后
来的，首先靠的是宗教，第二靠的是英语、法制、军舰。你
会发现，最后它的军舰没了、日不落国家没了，但是它的文
化依然引领世界，它的英语、法制依然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使用。看看文化是多么的厉害，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多么伟
大的一项工具。

中国的读后感篇二

教室里安静极了，头顶的风扇不停地转动，发出“吱吱呀
呀”单调的声音，可此时此刻我的心却像波涛汹涌的大海，
千丝万缕复杂的情感涌上心间，在这张已被我填满的考试卷
上，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那一篇小小的短文《我是中国人》。
我不禁又细细地品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是一个在美国
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平时，“我”总是向别人介绍我的祖国，
并且在下课时，时常到黑板上写一些介绍中国文化传统的短
文。经过“我”的`努力，终于在年段大测验中获得了连美国
人也很少获得的好成绩，“我”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读完文章，我掩卷沉思，中国这个矗立在世界东方的大国，
又何尝不是我的骄傲呢？文章的字里行间中所体现出来的不
光是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更是世界拥抱中国的缩影。
而“我是中国人，我很自豪”这几个字更是不断扣动我的心
弦，它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放大，像放电影般一遍又一遍地闪
过，我不禁觉得热血沸腾。。。。。。

我陷入了沉思，记忆的旋涡又将我拉到了另一篇文章上：一
个高中生到外国留学，他作为高才生被美国的一家有名的企
业破格录用，虽然工资十分丰厚，但条件是必须长期呆在美
国。这位留学生毅然拒绝了这家公司的工作，他在家书中写
到：“就算在外国做再好的工作，也顶多算一个二等公民，
我要回到抚育我成长，给我锻炼机会的祖国！”，这一段激
昂的文字，震撼了我的心灵，这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爱国



精神，难道称不上崇高吗？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的经历是如此
相似，但更相似的是那爱国心！

“来到异国他乡，思乡的感情会变得特别强烈。”这不正是
心灵的呼唤吗？那些挤破头皮想要出国的人，眼睛是否已经
被那成捆的美钞和华丽的别墅蒙蔽了，他们看不到中国进步
的步伐。而我却总相信，无论何时何地，长江和黄河总能奏
出中华儿女的灵魂之声！

中国的读后感篇三

几个星期前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家
工艺品店，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商
店里琳琅满目的工艺品让我的眼睛都不够用了!我的目光在店
里搜索着，突然我发现墙上挂着许多中国结，实在是漂亮极
了!我看着心里直痒痒，手立刻伸向口袋，哈!幸好我带了钱!
我立马掏钱买下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中国结。。。。。。

这个中国结和市场上大部分中国结的颜色一样，也是红色的，
是那种热情洋溢的红，让人看着心里暖洋洋的。主结的形状
是菱形的，两边各穿着一个小铃铛，摇一摇会发出很清脆的
声音，好听极了。主结的下面还有一个饰物，是一个用线绕
成的大圆球，像一个小红灯笼。乍一看你会以为那是用一根
线缠起来的，可是你再仔细看一可能就会发现那是两根。那
两根线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间还有一根金线装饰，特别好
看。

我喜欢我的中国结。有的中国结代表爱情、有的代表祥和、
有的代表幸福。而我的中国结象征着团圆，因为每年我们过
年去外婆家过年，但遗憾的是全家总是不能团圆，不是小舅
一家不在，就是大舅一家不在，外公、外婆心里总是有点难
过，所以我才买它的。今年过年我要把它送给外公外婆，希
望它能让外公、外婆实现一家团圆的梦想!



中国的读后感篇四

肖立书友：

读了你的来信，我便去书店买来了美国人亚瑟·史密斯著的
《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书前有唐弢先生1988
年写的序《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唐先生从柏杨的《丑
陋的中国人》谈到《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又
谈到鲁迅先生先前认为史密斯对中国人的.批评“错误亦多”，
但同时对“有些意见表示首肯，也有同感”。时间已经过去
了70多年，今天重读新版此书，对我们又有什么启迪呢？我
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先来讲讲史密斯其人，史密斯生于1845年，毕业于比罗耶特
大学，1872年来中国从事传教与救灾工作，中文名明恩
溥。190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接见史密斯，史密斯建议
美国退还庚款予中国，他的申述为罗斯福所感动，庚款退还
的议案顺利在美国国会通过，以此款创办了清华大学，促进
了中美邦交。史密斯在《中国人德行》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人
的国民性，比如忍耐、坚韧、节俭、勤劳，也指出中国国民
存在的问题：要面子、守旧、好猜疑、缺乏时间观念与公共
精神，等等。这些问题，讲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过
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有的问题如“轻视外国人”早已不存在
了。新中国与旧中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中国国民中的陋
习是不是一扫而光了呢？译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梦阳在
“再版后记”中谈到“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并没有得到根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提倡“七不”已经多少年了，但乱穿马
路，乱扔脏物的事还是天天发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加快，“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要求每个中国人根治国民性
中不和谐的行为是多么需要反省。在此时，重读鲁迅先生的
教导，“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同
时，再读一读史密斯的书，我想也是有其必要的。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吧！



中国的读后感篇五

雷锋，人民的好战士，他存好心，做好事，却从不留名，曾
有外国人笑谈：“中国人的雷锋去外国旅游了吧？”不难听
出，现在的中国人还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无私奉献，现在的
外国人这一点也许比我们做的更好些了吧！

王进喜，号称铁人，他一辈子无私奉献在自己的岗位上，任
劳任怨。

这样的伟人人物还很多，以至于不可全部记起，在这里提起
只想唤醒中国人沉睡已久的自信力，当初面对战场的那股奋
斗力哪去了，当初那同生共死的勇敢冲劲哪去了，当初那决
心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坚定决心去哪了，都不见了
吧。现在人们，生活过的越好，就越贪婪，越自私，越为自
己为中心。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追求真理的
人……”

我认为中国人是在邓稼先、钱学森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找回
自信力的，那时的中国人全部都欢呼着，我看着录像带，心
中也有股冲劲，可想可知在当时人们心里那种真实的感情。

可当时的国.民党只一味的相信国联，把希望都寄托在国联身
上，仰人鼻息，自欺自人的丑恶现象都掩盖了。

我们中国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是中国人的脊
梁，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和名族的信心，他们是飘扬的旗帜、
是不朽的丰碑。



中国的读后感篇六

当我读到闻一多在自然博物馆跟讲解员辩论和反驳美国学生
对中国的羞辱时，不禁被他那种骨气所打动。他明明可以在
美国迷恋高楼大厦，过好生活。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自己是个中国人，就要像个中国人。

自然博物馆之行，使闻一多对苦难的祖国更加思念。他给国
内的朋友写信说：“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但是不要误
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
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闻一
多是多么的思念祖国啊！如果是我，我肯定没有他做的好。
我读过这篇文章后，我更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

然而，有些中国留学生却渐渐的看不起自己的祖国了。他们
迷恋美国的`高楼大厦，一心想留在美国。每每和他们谈起祖
国时，总说这也不是那也落后。闻一多看不惯他们的行为，
常常提醒他：“身为中国人，就要像个中国人！”

闻一多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我是中国人》来表达读祖国
的热爱。诗中写道：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的度量，

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

……

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

闻一多那种骨气，那种不忘祖国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
我们国家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虽然我们国家不是很富裕，
不是很强大，落后就要被别人欺负，不要让别人对我们中国
人畜意侮辱。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发展壮大，我们每一个中国
人都要象闻一多那样，不但不迷恋美国的高楼大厦，不忘自
己是个中国人。俗话说：“狗不嫌家平，子不嫌母丑”。我
是中国人，我是祖国的孩子，我从小发奋学习，掌握更多的
科学技术知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象闻一多那样，“身为中国人，
就要像个中国人！”

我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要做有知识、有贡献的中国人。

……

中国的读后感篇七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考察、采访、
记录红军生活方式和日常习惯、勇气、毅力的一本书。在记
录长征的过程中，让我感受到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艰险。在这
过程中，有不少人饿死，有不少人因为大草地而失去生命，
也有不少牲口也在也起不来了。尽管过程艰难，6000多里的
路程。红军依然坚持了下去。成功了，为了中国;成功啦，为



了红军;成功了，为了和平;成功了，为了好日子到来。

毛主席的《七律·长征》诗是这样写的——“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我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
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带领红军顽强不息，与蒋介石抗争到底，才换来现在
的中国的和平，需要那么多人的牺牲才换来现在的中国，我
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毛主席作为领导人，无处不关心同
志们，对待老百姓们也是没有身份，没有架子，有亲和力，
待人友善。红军们经常帮助老百姓，因此获得了许多民众的
爱戴。在路上，老百姓们也总会帮助红军，就算仅剩一口米，
也会拿出来帮助红军。军民团结的力量带来了中国的和平。

和平鸽代表着和平，但也有许多地方仍在继续开战，所以我
希望和平鸽不仅向往着中国和平，也向往着世界的和平!(杨
玉虹)

中国的读后感篇八

初看上去，用“面子”这个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来概括中
国人的“性格”，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在中国，
“面子”一词可不是单指脑袋上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
语义甚多的复合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
或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中国的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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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基础，完成了本书的的写
作。作为一名西方的记者，斯诺站在一个公平客观的角度去
描述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1936年，斯诺孤身一人前往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最危险、最凶
猛的时期，长途跋涉来到西北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一个未知的中国革命，让我对历史有了深
刻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