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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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
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少年看史记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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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看史记读后感篇二

暑假里，我上《阅读与写作》课时，老师让我们找一本自已
喜爱的书看，然后写读后感。于是，我选了司马迁写的《史
记》，在《史记》中选中前十八篇，而十八篇都是关于辩士
的。

看完关于辩士的文章，我终于知道为何有句话叫：辩士纵横
天下了。

比如说孙膑，孙膑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他一生命运坎
坷，因为有才华而遭人嫉恨，被自己的同窗庞涓，挖去了膝
盖，变成了一个无法站立的人。但老天给了他一个机会。齐
国大将很欣赏孙膑，并把它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孙膑请
教兵法，并拜为军师，孙膑借用了魏国与赵国攻打韩国这个
机会，用万箭复仇这个计谋杀死了庞涓，凭借自己的口才与
兵法的见解报了自己的仇。并大败魏国。将魏国太子申俘虏
回国，也使孙膑名声大噪，他的兵书流传后世。

看完孙膑的故事，让我知道即使身陷困境，也不要颓废，坚
持本心，相信一定有岀人头地的.一天。让我也对历史产生了
更浓厚的兴趣，了解了前人的智慧，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少年看史记读后感篇三

悠闲、舒适的暑假，除了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吃无数的美
食之外，去图书馆补充精神食粮是绝不可少的。五册一套的
《少年读史记》，是我在浩瀚的图书海洋中的精神陆地，而



其中的《帝王之路》更让我印象深刻。

从书架上取下《帝王之路》，我就被封面上的四个大字“成
为大器”吸引住了，它如同有魔力一般，吸引着我一口气读
了下去。我迫不及待地翻看着，津津有味地品读着，历代帝
王的非凡举动呈现在我的面前：尧和舜是最早的两位帝王，
他们禅让王位，传贤不传子；秦始皇登基以后尽显能力，统
一制度，然而却疯狂地求仙，追求个人的长生不老；汉武帝
外儒内法，充满了欲望；刘邦和项羽楚汉争霸……凭借文字，
我穿越了历史，走近帝王，了解帝王。

作为一介平民，作为一个小学生，当然不能以“大器”来衡
量，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大器”当作自己的追求目标，不仅
仅是将来有所作为，更是学会权衡利弊，以大局为重，不拘
泥于个人的得失。这样，别说“晚成”，就是不成又有什么
关系呢！

少年看史记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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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看史记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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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