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史读后感小学生 少年读史记读后感
(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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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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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读后感小学生篇一

史记这本书是西汉时期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的。他把
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间所发生的著名事件，以前的故事
仿佛又再现了。这里记载了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说得
是沛公刘邦和张良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在这儿款待了他们。
范增几次向项羽使眼色，可项羽并没有理睬。没方法，范增
只好让项庄进去舞剑，乘机把沛公给杀了。张良看后，知道
情况有变，马上叫驭手告诉项羽。刘邦假装上厕所，趁机逃
跑。正是因为项羽放走了刘邦，不然，谁会跟他抢。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侯，吃尽了苦头。原来，他曾为一位将
军求情，从而的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苦刑，但他为了完成
父亲的遗愿，活下来，写史记。司马迁坚持不懈、矢志不俞
地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这本书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也让
我们明白了许道理，看出人物的性格，如：《尧舜禅让》可
以看出大尧品格端正，为了找继承帝位的适宜人选，并没有
让自己的儿子丹朱继位，而是让品行高尚宽厚仁爱的.舜继位。

读这本书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历史，别人犯过的错误以史为
记，增长我们的知识，使我们懂得更深奥的道理，教人向上。

读史读后感小学生篇二

“史记”是记录历史的相机，它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永远封存



了下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史记，看看春秋第一刺客专诸
背后的故事吧！

专诸出生平民，是春秋晚期吴国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刺
客之一，因为偶然结识了伍子胥，伍子胥又将专诸推荐给了
公子光，公子光非常赏识专诸，对专诸和他的母亲都十分友
好，专诸母子受到公子光的礼遇，都想方设法要报答公子光，
于是，专诸决定帮公子光完成心愿—刺杀吴王僚，刺杀成功
了，但是专诸也被侍卫夺去了生命，专诸不惜牺牲自己的'性
命，完成了公子光的心愿，报答了公子光的知遇之恩。

读完这个故事，我对感恩这一词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感
恩是无形的，它可以变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感恩，可以是
别人帮助你之后的一句感谢，可以是别人帮助你之后的回报
的物质，也可以是别人帮助你之后用生命换来的回报。从小
妈妈就教育我：做人可以不优秀，不卓越，但是一定要懂得
感恩！不懂感恩，就像一个人只知道花钱不知道赚钱，等钱
花完了，余生就只剩下了悲惨。

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他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应当用实际行动
来报答他人，要存有感恩的心。懂得感恩，是一个人良知的
基本，也是鉴定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的底线。感恩，是一种
人生态度，是对他人付出的真情回馈，有来有去，才能平衡。
就像我们学校举行了各种类型的感恩活动，比如：护蛋行动、
十岁成长礼……为的就是让我们学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的道理。

读史读后感小学生篇三

《少年读史记》这本书很值得同学们认真的读一读，首先它
是张嘉骅写的儿童文学作品，用一个个历史故事阐述人生成
长必须的道理。

这本书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第一章尧舜禅让的故事，尧是盘



古开天时期的一位帝王，到了该把帝位禅让的时候却不知道
禅让给谁。这时候一些诸侯建议把帝王禅让给一个叫舜的人。
于是尧决定好好观察一下舜是不是像诸侯说的那样，尧默默
的观察到舜每天都很勤劳，而且他还有爱心，总是帮助需要
的帮助的人们。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的人，毫无怨
言的为父母端茶倒水、问寒温暖，时时刻刻的把父母牵挂心
间。可是他的父母为阻止他与兄弟继承家产要将他活埋，他
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成果的逃出来。他不让父母因为私心
成为一个作奸犯科的罪人，即便这样舜也毫不怪罪自己的父
母。尧通过一段时间认真的观察舜的所作所为，尧认为舜具
备一个担当帝王的大任人，尧决定把带领大家过幸福生活的
帝位禅让给舜。从这篇文章让我懂得了最基本的“百善孝为
先”道理。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通过读《少年读史记》这本书让我
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一定按照书籍中的典故认真的学
习，踏踏实实学好本领。让书籍中的哲理做教会了我做一个
正直的人，做一个具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努力通过这些有益的书籍中吸取给养，让我快乐的成长。

读史读后感小学生篇四

在寒假里，老师推荐的“必读书目”中有一本“少年读史
记”的书吸引了我的目光。历来对历史故事感兴趣的我立刻
叫爸爸买了这套书。

《少年读史记》是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的
白话文版，而且他在翻译的基础上，还在内容上做了一些无
伤大雅的修改，让书中的历史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拿到书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读完第一本“帝王
之路”，我发现这套书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每个章节后面
都会有《史记》的原文摘抄及现代文翻译。



在“帝王之路”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章就是“不能不打
的仗”。这一章讲述了汤武革命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
完美地诠释了一句我曾经听到过的俗语,是“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会有反抗。”汤武革命指的是商朝开国国君商汤灭夏的
战争。《易·革·彖辞》中，由：“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
乎人”的名言。

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
者——商汤天乙。书中提到，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诸侯
反抗夏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桀的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
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
新的统治秩序。而“武”则是指周武王，他领导商王朝的诸
侯国西周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西周。
这两次王朝更迭合称为“汤武革命”。

从发生在古人身上的这件事，我懂得了即使自己有天生的优
势，但不能对自己的优势用心经营，任意妄为，那么最后自
己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

读史读后感小学生篇五

在寒假里，老师推荐的“必读书目”中有一本“少年读史
记”的书吸引了我的目光。历来对历史故事感兴趣的我立刻
叫爸爸买了这套书。

少年读史记》是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的白
话文版，而且他在翻译的基础上，还在内容上做了一些无伤
大雅的修改，让书中的历史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拿到书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读完第一本“帝王
之路”，我发现这套书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每个章节后面
都会有《史记》的原文摘抄及现代文翻译。在“帝王之路”
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章就是“不能不打的仗”。这一章
讲述了汤武革命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一



句我曾经听到过的俗语,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
抗。”汤武革命指的.是商朝开国国君商汤灭夏的战争。
《易·革·彖辞》中，由：“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名言。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
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书中提到，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
其他诸侯反抗夏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桀的残暴统治的同
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
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而“武”则是指周武王，他领导商王
朝的诸侯国西周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
西周。这两次王朝更迭合称为“汤武革命”。

从发生在古人身上的这件事，我懂得了即使自己有天生的优
势，但不能对自己的优势用心经营，任意妄为，那么最后自
己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