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 历史书籍读后感精
彩(汇总10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一

于是神农氏鼓起勇气，尝遍了山上所有的植物，边品尝边记
录边总结：发现有些植物味道甜美，非常好吃；有些植物味
道不错，但吃后呕吐腹泻，身体有不适反应；而有些又难以
下咽。他把这些都一一记下来并告诉大家。他又想：“为什
么大家要大老远的去采集食物呢？而不在家门口种植呢？于
是他又摸索总结植物的生长规律，教人们种地种庄稼，开辟
了中华农耕文化的源头。从此，人们的食物更加丰富了，生
活也更稳定了。神农氏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生
活中只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勤于实践，善于总结，就会
取得新发现。运用到生活中，小则帮助家庭，大则帮助社会
进步。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二

古代神射手后羿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功夫，他的射技已经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夏王想亲眼见证一下他的绝技，就
请他到皇宫后面的花园，叫人拿来了一尺见方、靶心直径大
约一寸的兽皮箭靶，用手指指着说“今天请先生来是想请你
展示一下精湛的本领，这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为了让这个
表演更有意思，定下了一个赏罚规则：如果你射中的话我就
赐给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我就削减你一千户封底地。现
在请先生开始吧!”



后羿听了夏王的话，面色凝重的走到离靶心一百步的地方，
脚步不是一般的沉重。然后，后羿拿出一支箭放在弓弦上。
想到自己这一箭射出去的后果，一向镇定的后羿呼吸变得急
促起来，拉弓的手也微微颤抖，瞄了几次都没有把箭射出去。
最终后羿下定决心松开了弦，“啪”的一声，箭离靶心足有
几寸远的距离。后羿的脸“刷”的一下变白了，接着又连射
了几箭，偏的更加离谱。

最后后羿收好弓箭，勉强赔笑向夏王告辞，悻悻的走了。

这个故事我反复读了几遍，从中我知道了一些道理，后羿平
日射箭，是在有一颗平常心之下射箭，水平自然发挥正常，
可是如果靶奖罚看的太重，他的心情就无法静下心来。只赢
得起、输不起这是很多人心里想的。

应该从后羿身上吸取经验，面临任何情况时都应尽量保持平
常心。在面临重大的事件时拥有平和的心态对于一个人来讲
尤为重要。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三

暑假最让我高兴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各种课外书了。贺
老师推荐我们看的《吴姐姐讲历史故事》，让我一下子就掉
进了历史的长河里，不能自拔。

中华的历史浩瀚无边，所以发生了很多的历史故事，如秦始
皇焚书坑儒、鱼肚藏剑、蔺相如完璧归赵、飞将军英勇抗敌
等等故事。这本书的故事分别生动地描写了忠、孝、勇，还
描述了古代国家强盛、政府的腐坏和懦弱，自此读了这一本
书后，我对历史的好奇心不断增加。当我拿起《吴姐姐讲历
史故事》的时候，我就卷入了历史的风暴，久久不能自拔。

这本书使我知道了很多的历史故事，历史里很多主人公的都
值得我们去学习，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看这套书，从书里吸



取更多的历史知识。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四

在家务、带娃、读博和上课的四重压力下，本人终于病倒了。
在这种生活的碾压下，断断续续把这本书翻了一遍。感慨人
到中年，这种烧脑阅读的效率和年轻那会儿，根本不能比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比前几本更难懂的书，观点更加艰深。
但是每每有一些让我觉得很有启发的观点。许多观点若能结
合史料，都是很好的文章。

作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新西兰奥克兰波利尼西亚语言文
学研究所所长，语言史和古代书写系统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
正如这本书的译后记里所评价，这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是一部人类阅读思想史。它超出了编年史的范畴，透过经济
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医学，生理学，神经心理学等多
维角度，系统客观的诠释与人类文化交织一处的阅读思想史。
对书写文化与口头传统文字审查与自由阅读各国本足语与拉
丁语的纷争，乃至宗教改革小说兴起等重大问题娓娓道来，
却不乏犀利深刻。在作者眼中，阅读与意识形态，个人信仰
一脉相承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佳佐证，是人类文明之声。
是借助阅读读者才得以超越自我，借鉴观念，谋求信息对称，
最终实现社会进步和共同发展。

在众多观点中有很突破了我原有的思维边框，比如说限制自
由阅读，就是限制人的.发展。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当
今社会，自我阅读早就超越了教育的限定的阅读。这些观点
都是我看来朦朦胧胧的，但现在却非常的清晰。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非常感慨译者的高度文化水准，这本
翻译读起来心情愉悦。汉字之美与逻辑之思，都能兼顾。

总之，我想这是一部值得我再重新细细翻阅的图书，充满了



学术之美。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五

历史悠久，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我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我
的中国名字不愿向困难低头，雨后会有彩虹!这也体现了我们
中国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

所以，我在这个学生寒假里读了《中国发展历史》里面还有
很多传统经典的故事，比如：开天辟地、文明的摇篮、炎黄
子孙……但最吸引我的是大禹治水，说到大禹治水，就让我
来给我们你们讲讲吧。尧、舜那个社会时代，洪水信息泛滥，
到处汪洋一片，人们没地方住，只好像没有鸟儿一样在树梢
上做窝避难。自从舜把禹找来进行治理城市水患问题以后，
禹就决心要努力避免自己父亲他们所犯的错误，不能同时再
用一个围堵的方法来提高治水了。

于是，他决定用相反的方式来应对洪水 - 他采取了“转移
法”。让洪水流入大海越好。他认为，我自己的劝说下，写
不行啊!于是，他选择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具有淹没他的统治
一起。

为了治洪水，他结婚直到第四天就出门了，整整十三年，没
回家了。其中一个三次产业经过自己家门，但都没有我们回
去。

第一次，他从家门口没有经过，听见自己妻子在痛苦呻吟，
儿子一个呱呱坠地时的哭声。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我
们已经会喊爸爸了。第三次，孩子发展已经到了十三岁了，
跑过来直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他们离开，他
也没法通过跟着学生回家去。

于是，他忙得脸色发黑，脸色消瘦，下巴尖尖的。他手脚上
都有老茧，腿上也没有毛发。但他最终成功了。



中国团结的土地上的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也一定曾经辉煌!
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只要你不放弃一切为了
使事情。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六

我是个很喜欢读历史人物传记人，在我所接触过历史任务人
物中。我认为综合能力居首是建立了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观点。每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功过得失，
所以李世民也不例外。可惜他死得太早，只做了二十三皇帝。
这个集政治，军事，文学，武功，治国，平天下等才能于一
生英主，留给后人太多思考，如果说李唐天下为什么会成为
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那其中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李氏宗
族里面出了李世民。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语去赞美他，或
许任何词语都不为过。这个五十四年生命中充满传奇色彩男
人，究竟有这什么样惊人能力和天赋，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更多人想到李世民第一反应就是玄武门之变。其实我觉得李
世民早期生活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李家在当时也算是
达官贵族。李世民之父李渊是世袭王爵，而李世民更是因为
才能出众成为隋炀帝钦点秦王，但是雄才大略李世民远不会
满足这样王爵。所以他在天下大乱"黄金时段"劝父起兵。在
深刻分析了天下形势后，他选择了勤王保政，进驻长安第一
步策略。这样既可以获得民心和休养时间，也可以使各路反
王相互争斗，消耗实力，李唐却可以坐收渔利。第二步打下
洛阳，作为发展根据地。在当时，洛阳是各家反王都想得到
地方，"得洛阳者得天下"。有着出色军事才能李世民当然会
清楚这一点。第三，招揽人才，以为己用。打仗除了实力，
更重要是人才。李世民对人才渴望和他出色首领气质，使得
投奔英雄人物不计其数。当然，最终李唐统一根本就是取决
于李世民这三点政策。所以没有李世民就没有李唐天下，更
不会有后来强盛王朝。完成统一大业李世民只有二十二岁。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七

有一个名叫逢蒙的人，仰慕后羿天下无双的箭术，于是跑来
拜后羿为师。

授艺的第一天，后羿教导逢蒙：学射箭最基础的一关就是不
能眨眼。于是他便躺在妻子的织布机下，双眼盯着脚踏板，
不管脚踏板快或慢都不眨眼，刚开始，逢蒙觉得眼花撩乱，
头痛不已，可是又不轻易放弃，过了三个月，他的眼睛终于
可以长时间一眨也不眨。

但是后羿又教逢蒙，要练习把小东西看成大的东西，把不明
显、模糊的东西看成明显清晰的东西，于是逢蒙用牛尾巴拴
住虫子挂在窗户上，每天就对着虫子看，一开始他觉得虫子
怎么看都一样大，差点就想放弃了，但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
下来，三个月后，逢蒙已经觉得虫子已经有车轮那么大了，
在看看四周其他东西，都变的跟山一样大了，而且连几百米
树林外的蜗牛都非常清晰，彷佛就在眼前似的。于是，从那
天起，后羿便把自己天下无双的箭法传给逢蒙，逢蒙的箭术
进步神速，最后成了天下闻名的神射箭手。

“逢蒙学射”的故事给我很大的启示，他在学习箭法的时候，
做到了专心一意没有丝毫的懈怠，而勤奋坚持则是他最后成
功的关键。古今中外有许多伟人，例如：科学家牛顿，幼年
时期反应很迟钝，被误为智能不足，但牛顿并不在意别人的
嘲笑与轻视，反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努力朝目标前进，终
于有了许多卓越的发明，如果没有牛顿的坚持与勤奋不倦的
精神，那么现在的我们就没有望远镜可一窥天空的奥秘，没有
“万有引力”可验证太阳与行星的关系，更没有现代如此进
步的科学了。

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遇到挫折能不
屈不挠，惟有对自己充满信心，不被挫折打倒，遇到挫折能
不屈不挠，惟有对自己充满信心，不被被挫折打倒，遇到困



难，不轻易放弃，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八

这个寒假我读了。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
书。《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
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
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个耐人寻味
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司马迁笔下的人物
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
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
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
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
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
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
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看《史记》就仿佛在作
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
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
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
你进入他们的世界。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
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
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历史，套用宋神宗的一句名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历史的意义便是在此了。然而，历史又是一个极不易说破的
词。就算历史学家，触及历史的本源时也是相当谨慎的。那
么现在我来说历史的意义，是不是属于寻找海市蜃楼的根基
那种的无知行径呢?我想，历史都列为过往的陈迹余音了，当
下的我们循迹辩音追索渐渐被流光掩盖的遗踪，从历史废墟
的蛛丝马迹里探求当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能被偏废。历史
的车轮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君王、一个党派，一个民族而停留
过，一个君王有多么大的功绩，多么的文成武德;一个党派有
何等优越的制度;一个民族有何等优良的血统，多么的文明灿



烂，历史都是如公证的无私的，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
和庇护。因而不断思索历史的意义作为一个永久的命题和课
题值得所有有知的人去探求与解决。

大唐盛世时魏征直谏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
史不说话，她的沉默正是她的价值。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
历史的兴亡更替当中领悟中兴的规则，使国家与民族以后的
历史朝良性发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纳入自我的
掌握之中。大唐的开元盛世离不开对大隋炀帝的借鉴与批判
的深入。历史的重演的特性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持
久地困扰并困惑着后来人。无数的史书历数当朝或前朝得失，
一为记载一个国度的发生史，第二恐怕就是要为后来的执政
者和人民留存一个参照的完整线索。有时历史正当被人所淡
忘，聪明而执着的人跳出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确横向比照中外历史以及对当国的纵线考察，发现历史居
然有惊人的相似。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九

最近我读了一套很有趣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写给儿童的
中国历史》。这套书讲述了中国上至夏朝下至中华民国的历
史故事。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吧!

这本书我认为写得最形象的人物是商鞅，他干的最著名的一
件事就是变法时候“立木为信”的事情。

话说那时社会非常不安定，忧国忧民的商鞅就打算变法。一
天，他派人往在城头上放了一根圆木，并召集老百姓站在一
个坡顶上，他大喊：“现在，我在这里立了一个木头，只要
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城的另一头，我就赏金一两!”受够了官
府欺骗的老百姓们当然不信，他们在城下议论纷纷：“嘿!伙
计，你信吗?”“这怎么可能!算了吧，反正是假的!”“要是
他真给这么多金子，那我家的大花猪就有六条腿!”“我居然



有一点儿相信!”商鞅见大家都不怎么相信，又补充道：“一
两不够，那就十两金子!”“我愿意!”一个声音传到了众人
的耳朵里，“我来做!”“嘿，朋友，你疯了，这样的话你也
信?别!”“俺娘病了没有钱治，我也是无能为力了。”于是
那个人便把这根木头搬到了另外一边，商鞅便痛快的把十两
金子给了那人，不料那人却说：“大人，我只要五两就够了，
多了也无用。”可是商鞅却说，“不，我说十两就十两，绝
不缺斤少两，我要守诚信。”那个人以及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儿，一个诚信的念头也已经种在了老百姓的心中。

读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商鞅是一个守诚信的人，在我们现实
生活中，我们依然要守诚信，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
重。最后，我也推荐大家读一读《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
本有趣的书。

历史的书籍读后感篇十

我最喜欢看历史书，尤其是唐朝的历史，令我爱不释手，我
可能太喜欢强大的唐朝了。在唐朝的历史中，你们一定知道
平阳公主吧?平阳公主是唐朝的一大名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
载她的名字，而“平阳公主”这个名字，只是她的父亲唐高
祖李渊给她的一个封号。

也许你会问：唐朝的女牛人那么多，比如：武则天、太平公
主、安乐公主、杨贵妃等等，为什么我就非要写平阳公主呢?
答案很明显，我非常敬佩平阳公主，她不仅仅是女中豪杰。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娘子军，就是平阳公主建立并统领起来
的，山西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娘子关就因平阳公主带兵驻
守于此而得名。顺便说一句，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用军礼
安葬的公主。

带领一个军队，对于男人来说也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在那个落后的年代，一个女人带领军队那就更难了。首先，
女人地位低下。能召集几万人的军队，说明平阳公主的政治



能力很强;其次，女人没有很多的学习机会，平阳公主还能带
领军队打那么多的胜仗，真是绝顶的聪明。

平阳公主带领她组建起来的几万部队和父亲李渊会合，顿时，
李家军队势力猛涨，在那个打仗靠人多的古代，这简直就是
助了很大一力。这也为以后的李渊建立唐朝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

其实我最佩服平阳公主的还有两点，第一就是，遇到困难的
时候，她不像一般的女人退缩，而是担当起了男人都不敢担
当的事情。第二，平阳公主不贪恋于权势，她能把她辛苦组
建的几万人部队毫无保留的全部交给父亲管理，不拉帮结派，
不结党营私，这也是最宝贵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