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读后感 上下五千
年的初中读后感(汇总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读后感篇一

《上下五千年》记载了从远古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的历史，此间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历程。看完了这本书，我仿
佛又重新走了一遍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样。中华，一个泱泱
大国，可是这五千多年间发生了太多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事
情。但在一段又一段曲折离奇的历史中，出现了太多令人敬
仰的英雄：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的楚庄王；力能拔山的项羽；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诸葛
亮；尽忠报国的岳飞；天下为公的孙中山……使我印象最深
刻的应该是《毛遂自荐》的故事了。

赵国的邯郸被秦国包围，赵王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援。平原君
计划带二十人去，可只选中了十九人。一个叫毛遂的人请求
与他同去，平原君同意了。在楚国，平原君从上午谈到中午，
还没有谈出结论。毛遂按着剑，一步步往前走，又举了商汤
和周武王的例子给楚王听，楚王这才答应救援。

事成之后，平原君大加赞赏了毛遂，说他的三寸不烂之舍可
以与百万雄兵匹敌了。从此，他把毛遂尊为上宾。

我觉得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现在的真实情况，他劝
导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他给了我们借鉴的标准，明君，昏君，
忠臣，奸臣……历史就是这样，每当我们乘风破浪，推翻旧



社会的道路上，他总是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思考历史的
轮回，今日的对错。

今晚，读完了这本书中的一章节，夜很深了，我又陷入了深
思。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读后感篇二

今年的寒假，老师除了让我们做寒假作业，还要多读些课外
书籍，于是我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这本书很厚很厚，
当我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有些害怕，心里想这么厚是书什么时
间能看完啊，起初我只是随手翻了一翻，随便看了几页，结
果越看越来劲，越看越上瘾，不知不觉的就喜欢上了这本书，
没用几天的功夫就读完了这本书。

我喜欢的第一则故事是《大禹治水》。大禹爱国爱民，看见
洪水淹没农田，冲倒房屋，于是决心治水。他仔细察看水流
和地形，不怕苦不怕累，亲自带领老百姓挖通九条大河，劈
开九座大山，终于把洪水引入大海。在治水的中，他三次过
家门而不入。他的儿子连自身的父亲都不认识。禹这种舍小
家顾大家的献身精神和治水时的顽强意志深深震撼着我!

我欣赏的第二则故事是《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国和越
国交战，越国兵败，越王勾践派人向吴王求和，表示愿意给
吴王当奴仆。勾践夫妇来来到吴国，受尽吴王的屈辱。两年
后，吴王放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白天耕田，晚上睡在柴
草上，每天吃饭前舔尝胆汁，时刻激励自身，不忘报仇雪恨，
最后终于灭了吴国。这个故事说明了人只要痛下决心，刻苦
自励，就一定能实现自身的目标。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就
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当受到挫折时，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奋
发图强，永不放弃。

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故事是《五丈原》。书中写的是三
国时代的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出山辅佐刘备。



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明确提出了“隆中对策”，
从此，刘备的事业才出现了转机。诸葛亮一生跟随刘备和后
主刘禅，南征北战、浴血沙场，为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
下了汗马功劳，最后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诸葛亮以
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
后一息，他的忠君爱国精神，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
长期受到后人的敬仰。

《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很多令人感动、催人奋进
的故事，让我回味无穷，时时激励自身不断奋发图强，努力
学习，希望自身长大后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出一份应有的力
量。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看了一本由林汉达撰写的《上下五千年》。书中讲
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发生的一个个小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感人
肺腑；有的令人火冒三丈，恨不得自己穿越过去说他们几句；
有的则让人回味无穷。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禹治
水”这个故事。

传说在尧舜时期，河水到处泛滥，洪水冲到了房屋，淹没了
庄稼，卷走了几乎所有的东西。这对人民生活构成了极大的
威胁，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生活十分艰难。于是人们一致
选举禹来领导大家治水，禹不敢疏忽怠慢，带领大家勘察地
形、努力工作。终于在他和大家一起尽心尽力的工作下，与
洪水对敌了十三年后，成功战胜了洪水。最后让大家过上了
安宁的日子。

这件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禹“三顾家门不入”的高尚人格，
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地负责。我平时是班里的中队干部，
是老师的小帮手，但有时会因为贪玩而怠慢了老师布置的工
作。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下决心今后也要像禹一样对工作认
真负责，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读后感篇四

人常说读史使人明鉴，使人明智。悠悠中华，华夏儿女，历
经五千年，而历史的长河到至今绵延不绝，《上下五千年》
让我们能够深入历史，让我们对历史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感
到惊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创造了无数辉煌成
就，也经历了许多苦难与挫折，同时也让我感到作为一个青
少年，更应多读史，明史，鉴史，更好的将历史传承下去。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唐史，房谋杜断，武则天称帝，安禄山反
叛，颜真卿宁死不屈等。书中述写唐代的荣誉兴衰，从贞观
之治到开元盛世再到后来黄巢起义，让我领悟到了许多道理。
比如唐太宗重用魏征，魏征敢用真言，明辨是非，唐太宗能
不计前嫌，颇有当年齐威王重用管仲之风范才有了贞观之治，
以仁当政，名扬古今，一个人是否勇敢，在于这个人是否勇
敢，在于这个人是否正视自己的不足之处，并能接受别人的
正确的鉴言，落到实处，不断让自己取得进步。

中国从夏至清，只有一个女人称帝，那便是武则天。在古代，
作为一个女人原本就比男人低一等，但她却有审实夺势，非
常人一般的本事，才能成为古代一位女皇帝。同时让我学会
了善于抓住机会，利用机会，审实夺势。颜真卿作为玄宗、
肃宗、代宗三朝旧臣，以清明的处官之道奉为儒雅的.朝廷重
臣，在八十岁时被派去对未降服的李希烈进行劝服，面对了
李希烈的强硬，四镇的使者诱骗不为所动，坚守己态，宁死
不屈。为人处世，最嫉的便是墙头草，两边倒，唯有坚守内
心认为正确的道路才不会愧对青天，愧对自己。

唐代的历史纵然使我感触良多，但阅观中华上下五千年，也
叫人叹为观止。古为今用。上古时代盘古开天的神话，周代
烽火戏诸侯，失去天下人的信任，爱美之人的伟大诗人屈原，
名扬古人，于每立端午为之纪念，秦代焚书坑儒，失至多文
物，实乃一代文化的重大遗憾。汉代七国之乱，后以施
行“推恩令”以治之，三国虽纷乱战事多，但刘备“三顾茅



庐”的典故早已深入人心，为后代人所赞颂。

东晋出书“书胜”王羲之，以《兰亭序》为后代人所喜爱。
五代中李煜为一代诗人皇帝，其诗多婉转，悲凉的风格。精
忠报国的岳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是将土地扩张至地中
海，使中国疆城空前辽阔；明代所编《永乐大典》传世至今。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从蛮
荒走向文明，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挫折，更创造了无数的辉
煌成就。在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中，这片古老的华夏大地涌现
出一个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故事，让我感受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华夏文明源远流长，
作为历史的接班人，中华民族的子孙更应该以五千年历史为
基石，以现在为起点，振兴名族，实现中国梦。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触颇深，我明白了祖先们为了祖国的繁
荣昌盛而不懈努力奋力追求。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努力
学习，为祖国再创辉煌！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读后感篇五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复兴中华从我做起》这本书。书中
主要讲述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的来源以及中华民
族辉煌的历程和光耀的业绩铸就了走向复兴之路的伟大丰碑
都是过去各族人民努力拼搏创造的结晶的源泉。

读后我的心伏久久不能平静，它使我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爱国之情喷涌而出。

我们中华民族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他们的
英雄壮举不正是中华民族结实的脊梁吗?他们是中华儿女的楷
模，他们的英雄气概将浩气长存，永垂不朽……屈原投身泪
罗，张骞出使西域，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狼牙山五壮士视



死如归，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邱少云烈火焚身如顽石，刘胡
兰宁死不屈……他们个个精忠报国，大公无私，为了祖国，
宁可抛弃一切。头可断，血可流，中国人士不可辱。这就是
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人的血脉流淌出的从来就只有顽强不
屈、坚贞不渝的精神。

董存瑞的壮举，充分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他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第一个
想到的是祖国这个鲜明的字眼!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出
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虽然我们不需要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献身于祖国，可我们
要爱自己的班集体，爱自己的民族，将我们的强烈的民族团
结精神和浓厚的爱国情谊展现出来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社会的良好风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
民族历来崇尚文化，热爱艺术，在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创造
了源远流长、魅力永恒的文化史。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积
极向上的美好心态，不向困难低头，不向失败屈服，努力学
好科技文化知识，永远做一个阳光少年，那么中华民族的美
好前途好如初生的太阳，蓬勃向上，日益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