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名著读后感(优秀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一

想必大家都明白这本《故乡》是鲁迅先生写的。在那里，每
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每一篇动人的'文章都
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此书中，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阿长与《山海
经》了。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这篇文章记叙了“我”儿
时和长妈妈相处的七件事，刻画了一位虽然没有文化、粗俗、
好事，但心地善良，热心帮忙孩子解决问题的保姆形象，我
觉得鲁迅先生对她充满了尊敬、感激和还念之情。

还有鲁迅与儿时闰土的喜爱，可真趣味！但中年闰土可不一
样了，闰土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爷！”我们就明白，
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障壁了……变化真大。

这本书使我印象深刻。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二

今年断断续续的又读完了一遍《红楼梦》，掩卷而思，真有
一种“云深不知处”之感，红楼中那些可爱又可怜的女孩儿，
牵动着古往今来多少人的心啊。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独具人性，千人千面，没有丝毫的雷同



首先要说的就是黛玉，黛玉多愁善感，体弱多病，身世孤单，
精神压抑，加上寄人篱下而又性情高傲敏感，使得自己十分
脆弱。黛玉初进贾府时，时时小心，事事谨慎，言谈举止慎
之又慎，恐怕被别人耻笑。

第一次见到宝玉其人时，油然而生了一种亲切感。而宝玉眼
中的黛玉，自然与众人眼中的不同，“这个妹妹我曾见过”。
所以当发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没有玉时，竟摘下自己的
玉，狠命摔去。

很多人喜欢黛玉，不喜欢宝钗，我也佩服黛玉的美丽才情，
但总觉得大家闺秀就应该如宝钗般大度有气量，不要像黛玉
般小肚鸡肠、尖酸刻薄。宝钗博学多识，深沉理智，端庄贤
淑，然而也是一个苦命的女子，她的出嫁其实更多的是遵从
母亲之命，嫁给了一个不爱自己、亦不被自己所爱的丈夫。

红楼女儿们个个个性鲜明、美丽可爱，《红楼梦》这本书每
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它真是一本值得我用一生去品读的
好书。

文档为doc格式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三

小时候起，我就读过很多版本的《三国演义》。这次寒假，
我又重温了一遍。这本书真是太精彩了。它让我认识了魏蜀
吴，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忠孝仁义爱，它让我看到了各种不
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忠厚老实的刘备、忠肝义胆的关羽、粗
中有细的张飞、智勇双全却心胸狭窄的周瑜……不过，我最
喜欢的还是诸葛亮。

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羽扇纶巾，身披鹤氅。我感觉他肯
定很帅、很神气。封建统治时期，最讲究的就是忠诚。皇帝
需要自己的臣子能对他誓死效忠。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对刘



备、对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他草船借箭，
他借东风火烧赤壁打败曹军，他智料华容道，他巧摆八阵图，
他使出空城计击退司马懿，以木偶吓退司马懿，木牛流马运
粮草建奇功……每个故事都是那么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我
觉得就是因为有了诸葛亮，这些故事才会那么精彩，因为故
事里充满了智慧。

但是，我觉得诸葛亮并不是只靠聪明来打胜仗的，很多读者
也许只看见了他的聪明，却没有看到他背后的努力。只有熟
知气候，他才能借东风；只有实地考察地形，才能智料华容
道；只有刻苦钻研战术，才能以一人之力镇定地守卫空城，
掩护蜀国军民。所以，我佩服他，佩服他的.忠诚，佩服他的
智慧，佩服他的勤勉，佩服他的勇敢。

我还会继续读《三国演义》，因为每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像是在读新故事，在认识新的人物。好书，值得我细细品味。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四

“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着成信使照尘
寰”，司马迁一部《史记》为我们诉说着古今的变迁，讲述
着英雄的'史诗。读罢《史记》，内心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疑
惑“何人可谓英雄”。

或许有人说：“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可谓英雄。”我认为秦始
皇不可。原因有三：其一、秦始皇虽扫六合，但统治极其腐
朽。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求取仙丹，耗费国力。其二、秦
始皇教子不当，其子胡亥同李斯、吕不韦谋权篡位。其三、
秦始皇自认功劳胜过三皇五帝，过于骄傲。

再有人说：“西楚霸王项羽可谓英雄。”项羽此人优点极
多——懂得爱民，英勇无比，破釜沉舟打败章邯。但项羽不
懂得用人，未能重用亚父范增等一大批人才，虽在战场上扬
言愿与刘邦决一雌雄，最终兵败自刎未能统一天下。假如项



羽能重用范增等人，我想刘邦未必能称帝。不懂得用人，项
羽不能谓之英雄。

“汉高祖刘邦可谓之英雄？”我认为不可，汉高祖此人虽在
破秦之时善于用人，但自从建汉后便开始大肆杀戮良臣，韩
信、彭越、黥布三大开国功臣先后以“谋反罪”被杀，但还
好有张良、曹参、萧何三人帮助，不然早就亡国了。

文种、伍子胥、苏秦等不知功成名就之时隐逸归田，而偏偏
去与君王同喜同忧，结果只落得自杀归天，也不能谓之英雄。

蒙恬蒙毅兄弟二人，虽为秦始皇立下汗马功劳，但终究被胡
亥所杀，而蒙恬却怪罪于修长城，岂不荒唐！更不能谓之英
雄。

至于那战国四公子：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也是
各有短处，不能称之为英雄。

我认为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可以当选为英雄。因为二人
都曾在外流亡过，知道百姓疾苦，又有管仲、狐偃等忠臣辅
佐，故能称霸一方。

专诸报恩刺杀王僚，虽成但身死；豫让报智伯之恩二刺赵襄
子，临死斩空衣报仇；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
罪；荆轲刺秦王未成被杀身亡……一生舍己为国，“义”字
当先，个个可谓英雄！

读史记，尝得古代酸甜苦辣，品得义士忠义英勇，历史的星
空因有了一个个的英雄才不会黯淡。

星光闪闪，愿英雄威名永垂千古；月亮寒寒，盼义士事迹流
传万年。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五

《西游记》是我很喜欢看的一本书。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铲妖除魔，历经艰辛万苦，终于取得了真
经。

在这里面我最喜欢孙悟空了。

孙悟空本领超群，智慧非凡，敢于向天地至尊和玉皇大帝挑
战，他嫉恶如仇，一身正气，横扫一切妖魔鬼怪，迎难而上，
是一个光彩的英雄。

我认为“三打白骨精”很精彩，白骨精分别变成一个柔弱的
女子和可怜的老太太，都被孙悟空识破了，然后把他们打死
了，唐僧以为孙悟空乱杀无辜，就念了紧箍咒，孙悟空忍着
巨痛，还是把装扮成老爷爷的白骨精打死了，保护了师傅。

我佩服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辨别真假，善恶的本领。不畏
屈辱，迎难而上，不除妖怪，决不罢休的决心。令人感动的
还有他对师傅的一颗忠心。

现在我们周围也有真善美丑恶的事，我也要用孙悟空的火眼
金睛去识别，对的要做，不对的要抵制，更不能做。

想想自己不认真学习，贪玩，对老师，家长的忠告当耳旁风，
这就是在我身上的妖魔鬼怪，我要用金箍棒｛决心，毅力｝
坚决把它们铲除掉，我就会一身正气，成为优秀的'少先队员
了。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写成于清乾隆帝四十九年，原名《石头记》。被
评为中国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体小说的巅峰之作，被



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随着这部不朽巨著的.巨大影
响力，在现代产生了一门以研究红楼梦为主题的学科“红
学”。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文学作品。
作家曹雪芹是中国文学最伟大的作者之一，他出身高贵，晚
年的生活却贫困潦倒。他呕心沥血，用了十年时间，才写成
了这部长篇小说。书中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
写出了封建社会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也刻画了众多性格
鲜明的人物。

《红楼梦》一书让我时而高兴时而忧伤，时而愤怒时而感慨
万千，也让我想了很多，或许吧，事事不能完美，而人也如
此。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七

这几天，我读了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这本书以后，使
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主要内容讲蜀、魏、吴三国纷争的故事。人物有：刘
备、张飞、关羽、诸葛亮。在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是诸葛
亮那样足智多谋的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管别人有
什么计谋都瞒不过他。

在书中，我觉得最喜欢的故事是《草船借箭》。由于诸葛亮
足智多谋，用兵如神，这使的周瑜非常的嫉妒，小心眼，他
把诸葛亮看作是东吴第一大敌人，就想方设法地想害他，终
于在一次谈论军事时，周瑜找借口对诸葛亮说在水上打仗最
好的兵器是箭，这当时没有造箭的条件下却要他在三天之内
造出十万支弓箭，如果完不成就要严重惩法。但诸葛亮却胸
有成竹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在三天之
内向曹军“借”了十万余支箭，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读完《三国演义》之后，我要学习学习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
足智多谋，学习他的.各方面的知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八

一口气读完了《水浒传》这本书，书中的英雄人物总是在我
心中回荡，久久不能勾去。花和尚鲁智深，原来是官府提搳，
他为了帮助金家妇女免受郑关西的压迫，三拳打死镇关西，
但他并不后悔，后来他摊上了人命官司，又大闹五台山，最
终修成正果。小旋风柴进，专门结识天下好汉，不论是否犯
罪，他都敢私藏，就是宋江，林冲等犯了罪的，他都能够藏
在自己庄上。黑旋风李逵，所以外貌粗黑，长相十分丑陋，
但是他跟着宋江，绝无二心，十分忠义，它虽不能像武松一
般赤手空拳打死老虎，但是，他提着扑刀打死了四只老虎，
为自己老娘报仇，足见他的勇猛和孝顺。

梁山好汉，个个英勇，由于篇幅有限，只能例出二三。他们
能够为了兄弟而出生入死，绝无异心;他们不吝惜财物，仗义
疏财;他们看透了那个腐朽的朝廷，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就老
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要反抗社会的黑暗统治，他们孝顺自
己的父母，将父母之命视为己命。他们对兄弟姐妹十分好，
不忘兄弟情;他们有胆有谋，敢想敢做。他们三打祝家庄，凭
的是胆谋和勇气，他们勇斗曹家，靠的是无惧有谋的心，梁
山好汉一百零八人，集忠义孝胆于一身地，天地之间，他们
是大写的人。

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人，像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张思德，为了救学生而使自己双腿截肢的最美教师张
丽莉，不顾一切跳入石油搅拌机的王进喜，他们为了他人，
为了大局，并不在乎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
家服务，他们是大写的人。



中国名著读后感篇九

“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着成信使照尘
寰”，司马迁一部《史记》为我们诉说着古今的变迁，讲述
着英雄的史诗。读罢《史记》，内心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疑
惑“何人可谓英雄”。

或许有人说：“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可谓英雄。”我认为秦始
皇不可。原因有三：其一、秦始皇虽扫六合，但统治极其腐
朽。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求取仙丹，耗费国力。其二、秦
始皇教子不当，其子胡亥同李斯、吕不韦谋权篡位。其三、
秦始皇自认功劳胜过三皇五帝，过于骄傲。

再有人说：“西楚霸王项羽可谓英雄。”项羽此人优点极
多——懂得爱民，英勇无比，破釜沉舟打败章邯。但项羽不
懂得用人，未能重用亚父范增等一大批人才，虽在战场上扬
言愿与刘邦决一雌雄，最终兵败自刎未能统一天下。假如项
羽能重用范增等人，我想刘邦未必能称帝。不懂得用人，项
羽不能谓之英雄。

“汉高祖刘邦可谓之英雄？”我认为不可，汉高祖此人虽在
破秦之时善于用人，但自从建汉后便开始大肆杀戮良臣，韩
信、彭越、黥布三大开国功臣先后以“谋反罪”被杀，但还
好有张良、曹参、萧何三人帮助，不然早就亡国了。

文种、伍子胥、苏秦等不知功成名就之时隐逸归田，而偏偏
去与君王同喜同忧，结果只落得自杀归天，也不能谓之英雄。

蒙恬蒙毅兄弟二人，虽为秦始皇立下汗马功劳，但终究被胡
亥所杀，而蒙恬却怪罪于修长城，岂不荒唐！更不能谓之英
雄。

至于那战国四公子：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也是
各有短处，不能称之为英雄。



我认为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可以当选为英雄。因为二人
都曾在外流亡过，知道百姓疾苦，又有管仲、狐偃等忠臣辅
佐，故能称霸一方。

专诸报恩刺杀王僚，虽成但身死；豫让报智伯之恩二刺赵襄
子，临死斩空衣报仇；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
罪；荆轲刺秦王未成被杀身亡……一生舍己为国，“义”字
当先，个个可谓英雄！

读史记，尝得古代酸甜苦辣，品得义士忠义英勇，历史的.星
空因有了一个个的英雄才不会黯淡。

星光闪闪，愿英雄威名永垂千古；月亮寒寒，盼义士事迹流
传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