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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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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进程中，
中华儿女创造了无数辉煌成就，也经历了无数数不清的苦难
与挫折。

大家都清楚《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吧。传说尧舜时，黄河泛
滥，洪水冲毁了房屋，淹没了稻田，拔倒了大树，卷走了人
畜。叫老百姓们苦不堪言，老百姓们都往高处搬。不少的地
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性口，老百姓们苦不堪言。于是，
在舜主持的议事会上，人们一致选举禹领导治水。禹不敢稍
有一点怠慢，努力工作，勘察山川地势。终于，禹不负众望，
用了十三年的时间，终于把洪水驯服，治理得地平天升了。

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禹的品德是怎样一种的高尚，“三顾
家门而不入”的俗语传进千家万户。一次禹经过家门口，妻
子刚生了儿子不到十天，邻里乡亲的去看看儿子，可他此时
却倔得像头牛，说现在治水刚开始，没有工夫回去看。这是
怎样的一种对自己工作负责的态度啊！我们也说，禹回去看
一眼也费不了他多少时间，自个儿的.亲生儿子亲骨肉啊！可
禹为了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宁愿放弃去看儿子的机会，还要
惜时如金的去治水，不辜负老百姓对他的期望。这让我们知
道了大禹的高尚品质。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二

上下五千年里有许多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孙子练
兵。

孙子练兵讲的是孙子写完兵法后练女兵的故事。

其中，刚开始国王是哈哈大笑，他在笑敲鼓是走路，停时立
正这么简单的事也能练兵？然后是大吃一惊，在两女兵的过
程中，孙子要把国王最喜欢的人杀掉，原因是他们两个不听
命令。不听命令者，斩！国王一再要求，最后还是被斩了。
斩首完毕，宫女们再也不敢不听命令了，他们个个精神起来。
最后，一只兵队练完了，孙子请国王检阅时，国王没有心思，
最后，一个大臣的话让国王重新站起来。

在孙子的带领下，这个过大了很多胜仗，渐渐地，这个国强
大起来。慢慢的，这个国占领了许多国家，国王很高兴，让
孙子当大臣，并给孙子好好请功。读到这儿，我很佩服孙子
的用兵才能，觉得孙子很厉害。可是孙子并没有接受过往的
一切奖励，而是回了自己的家乡。和母亲住一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练兵要从简单开始，最后练难的，学习
也是一样。

我们要向孙子学习，认真学，从简单开始。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三

说起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不是用三言两语就能将它的意义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那么，
《中华上下五千年》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体现了。

书中有一篇故事叫做孟母三迁。具体是说战国时期的思想、
教育家孟子小的时候学习的故事。孟母为了把他培养成有用



的人，非常重视他的教育。孟子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玩游戏，
孟母便觉得这不利于他读书成材，便把家迁到了城里。于是
孟子便适应了城里的学习生活，静下心来读书。但日子久了，
孟子心思又定不下来了，还和小伙伴玩起了做买卖的游戏。
孟母便再次迁到城东的学宫对面居住。老师的言传身教，让
孟子收起玩心，刻苦努力的学习，还时常向他人请教。最后
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思想、教育家。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体会到，封建时代的教育非常严苛，连妇
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又何况是现在的我们呢？我
们现在衣食无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与之前古人的学习环
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古人凿壁借光，夜里挑灯看书，而我
们呢？只知道手机游戏的快乐，丝毫不理会知识对一个人的
影响有多大，从而忽略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越是良
好的环境，越要珍惜。鲁迅说过: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用
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罢了。”如果不学知识，将来怎
么在社会中立足；如果不学知识，以后该怎么做人，如果不
学知识，又怎么能凭一己之力创造什么奇迹呢？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年纪不用考虑太多，也不用担忧太多。把学习放在第
一位，和它做朋友，将心比心，它同样会同懂的回报努力的
你！

有一些人去国外留学了几年，就觉得中国文化比不上外国文
化，中国的历史比不上外国的历史伟大。而我并不这么认为。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我们不但不能否认
它，还要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有利于把传统文化贯
彻到每个人的心中，让智慧的结晶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同时
我们了解了优秀传统文化之后，不仅会被古人的智慧折服，
还能将文化转化为知识，丰富自我，发展自我。所以我认为，
我们可以去了解、学习外国优秀文化，吸取一切优秀文化，
同时也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一切腐朽封建文化。
让优秀文化进入到每个人的内心，让每个人都了解，让世界
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此，我向同学们提出建议:好好珍惜目前良好的学习环境，
多多学习、广泛吸收知识，多读书、好读书。在书中找到自
己的人生价值吧！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屈原沉江。楚怀王是非不分，勒尚
在楚怀王面前诬陷屈原并不在意得失，就是怕勒尚吧楚国毁
掉，所以屈原直谏，楚怀玉便对他更加厌恶，一怒之下把屈
原贬之三闾大夫，屈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楚国一天天衰败，
内心悲愤不已，他把满腔的爱国热忱华为悲愤的诗句，写出
了流传千古的《离骚》。公元278年秦国派人毁了楚怀玉的墓，
屈原悲愤难耐抱石投泊罗江自尽。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五

当我打开《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第一页的时候，便是此
书的前言。细细浏览一遍，发现其中并没有太多的修饰词，
也没有什么夸张之处，但句句属实朴素，字字铿锵有力，刚
劲端庄。从中我也获取了不少信息，“前言”这位老师也教
予我不少知识――原来，中国是一块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形似
雄鸡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世界最高的山峰，有最深的峡
谷，最长城池……更是生活着团结友爱的56个民族。这片土
地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西倚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这
便是中国。中国已有五千年的苍桑历史，我们的中华母亲也
已有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故事了。

当我再翻开另一页，来到了“目录”。粗略地看一遍，这本
书目是把五千年的历史分为了十大块。一是“远古传说时
代”，二是“夏商西”，三是春秋战国时期，四是“秦朝汉
代”，五是“三国西东晋南北朝”，六是“隋唐五代十国”，
七是“两宁辽金”，八是“元朝”，九是“大明王朝”，十是
“大清帝国”。



粗略地看完目录，我便一面一面地看，一页一页地翻，在看到
“三国西东晋南北朝时，我至甚喜爱。其中的原因是这版块，
让我更深刻了解三国时期人物的不同一面，和平常人没有发
现的人物个性的独特之处。

比如说“曹操”这个人物吧。以往，在我个人的印象中，
他“挟天子而令诸候”这是一种多么卑鄙、肮脏的手段，也
可见他是多么的狡诈，心怀不诡。但见“一代枭雄曹操”这
篇文章后，我对曹操这个人物又有了新的认识。我突然才发
现曹操这个人物撇开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说，但还是充
满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况且，他在平时也十分喜
爱题诗吟曲，著名之作《观苍海》、《龟虽寿》等。这些诗
词被后人广为流传，堪称佳作，为此，也可见他才华横溢。
再看，当曹操刺杀董卓失败时，他便镇定自若地谎称自己是
献剑的。在此节，也可看出曹操随机应变的本领。而且，曹
操对于有才之人，更是礼贤纳士，珍惜良才。对于曹操这人，
用“奸雄”这词来形容，的确有偏离史实。

而蜀国之首――刘备，在我平常思维中是位仁德之君，几乎
没有太大的缺点。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便是重情重义，而这
优点，到头来却成了他致命的弱点。关羽麦城被杀后，刘备
便决心攻打东吴。而诸葛亮、赵云百般劝解之下，并告诉了
他种种的害处，但他还是义气用事，攻打东吴。结果打败而
归，刘备这时才悔悟过来。从这件事中，也可知刘备把情意
看之太重，有些不顾大局，以致他的兵力大减，得不偿失。
从刘备做得种种事中，我可以体会到刘备虽为一代仁德之君，
但也有些不顾大局，常常义气用事，这便是他之不足。

这又是一个周末，那暖暖的阳光依旧照耀在我身上，是那么
的惬意，我看完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最后一页，合上了
整本书。这本书的封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灿烂。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六

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它里面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可以增长我的见识，广博见识。

《上下五千年》中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大禹治水、郑
和下西洋、赤壁之战等等。

在看到一半之时，讲的是昏君奸。每一个朝代都被这些人给
毁了，有些皇帝身边有些清官，可皇帝偏偏不听他们的劝，
听信谗言，一个好好的国家败在了自己的手里。

我喜欢皇帝和蚩尤。皇帝在自己的生命里打败了炎帝和蚩尤，
终于统治了全国，并且确定了全国的版图。

蚩尤被杀后，天下因蚩尤被杀而大乱，可见人们队蚩尤的尊
重，后来，他被封为战神。

一个个小故事让人惊心动魄，有机会你也去看看吧！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七

记得妈妈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她每天都要给我讲故事，这样
可以帮助我的语言发展。我读过中国上下五千年、论语、希
腊神话等书籍。

通过看中国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和一些
古人：大禹治水、司马光砸缸、盘古开天地。原来天和地才
是这样形成的。

盘古觉得这个世界非常黑，所以就用斧子将一团混沌之气一
分为二，彻底避开。轻的气向上飘浮，就形成了天，重的气
向下沉，就形成地，于是从此便有了天地之分。盘古有点担



心天地会合在一起，他就用手托着天，脚踏着地，将天地支
撑起来，直到盘古累倒后，再也没有起来为止。

我觉得盘古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古人，因为他用生命换来了天
和地，我们从此就生活在这个充满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所以
我要好好读书，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争做一名社会有用的
人。

我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要坚持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从书
里学到更多的知道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争取考上哈佛大学；
学更多的知识，当一名科学家，为祖国争光添彩！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八

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我知道了我们的祖国是一
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

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在遭到酷刑之后，
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费了13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辉煌
巨著《史记》。司马迁这种为完成父亲遗志矢志不渝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想：
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在他的世
界中，他认为为了人民事业而献身的，则死的重于泰山，有
的人对人民没有贡献，甚至于有害于人民，他们的死则轻于
鸿毛。司马迁发奋著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表现了司
马迁将荣辱置之度外，事业高于一切的可贵品质。

我还喜欢越王构践这个人物，因为越王勾践在被俘后，受尽
吴王折磨和羞辱。三年后勾践回国，不忘雪耻报仇，此柴草
为被褥，每天舔尝胆汁，激励自己，最后终于灭了吴国。这
个故事告诉人们只要痛下决心，不怕吃苦，不忘耻辱，刻苦
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学习也是一样的，考
得不好或受到挫折，也要象越王那样，发奋图强，决不放弃，



就一定能成功。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的困难和挫折，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我们应坦然面对，而不是逃避。当我们碰到过不去的坎，就
读读这本书吧，看看古人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和意志
力，想想自己的言与行，也就放开心，微笑面对人生。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九

寒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叫《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是一本
讲述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发展的书。

书中有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从上古时期的良师尧虞舜，到孙
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从书中我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被称为炎黄
子孙，也了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兴衰，它不仅丰富了我
的课外知识，还对以后学习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想了解这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打开这本书，一定
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