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郑和远航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
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郑和远航读后感篇一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归纳课文主要内容，初步懂得详写、略写的作用。

4．通过学习感受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人不畏艰险、勇往
直前的精神，激发学生振兴中华的情怀。

教学重点：教育学生学习郑和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人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的精神。

教学难点：通过学习课文，激发学生振兴中华的情怀。

教学准备：录音机、投影仪。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都知道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可你们知道
吗？我国早在明代就有一位著名的航海家，第一次下西洋的.
时间比哥伦布早了八十多年！它的名字叫郑和。

2．揭示课题，质疑。

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就是以这位航海英雄为主人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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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远航读后感篇二

郑和七下西洋，长驶远驾，“示中国富强”。如此盛大的远
航，却突如其来，悄然而去。它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
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

今天，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读完了第十课——《郑和远航》。
读完后我思绪万千。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明朝期间，35岁的三保太监郑和被皇帝
派遣到西洋各国访问，并带着礼品与各国商人友好交往。但
是在途中也遇到许多的危险，它既要防止海盗的偷袭，还要
与大自然斗智斗勇。面临着多重的风险，他还是坚持航行。
中国曾经拥有绝对的航海有势，郑和远航将这种优势推向瞬
间的高峰，然后就突然停止了。实际上，在西方扩张势力进
入亚洲海域之前，中国就已经自己消灭了自己海上的力量。
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而此时，西方的海
上扩张已经开始，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公元15是全球历史上关键的一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
海洋；后半叶，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张。决定未来命运的、双
方不可避免的遭遇与突击，即将开始。历史的意义不是重温
往昔的'辉煌，而是反思曾经的辉煌是如何消失的，那些灾难
性的转机在哪里。



在生活中，有许多持之以恒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向郑和一样，
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将会克服一切困难。

郑和远航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我被郑和那种不屈不
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1405年7月11日，郑和受明朝皇帝派遣，率领二百多艘船只及
两万七千八百多人，由苏州府刘家港码头出发，向西洋行驶。
途中，每经过一个国家，郑和都要向这个国家的国王递交国
书，并代表皇帝向国王赠送礼品，然后进行贸易，受到这些
国家的官员及百姓的尊重和欢迎。想起郑和远航的情景，我
好生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他让我改变了对
祖国过去的看法，不再为大清朝的腐败无能而感到羞愧，她
让我感到有这样的祖国而扬眉吐气。

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获得崇高的荣誉，他得到了全世界的
赞誉，“他是和平的使者”，他牵连了明朝和全世界的友情，
他是伟大的`圣人。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像郑和一样，为祖国争光。

郑和远航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我被郑和那种不屈不
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1405年7月11日，郑和受明朝皇帝派遣，率领二百多艘船只及
两万七千八百多人，由苏州府刘家港码头出发，向西洋行驶。
途中，每经过一个国家，郑和都要向这个国家的国王递交国
书，并代表皇帝向国王赠送礼品，然后进行贸易，受到这些
国家的官员及百姓的尊重和欢迎。想起郑和远航的情景，我
好生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他让我改变了对



祖国过去的看法，不再为大清朝的腐败无能而感到羞愧，她
让我感到有这样的祖国而扬眉吐气。

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获得崇高的荣誉，他得到了全世界的
赞誉，“他是和平的使者”，他牵连了明朝和全世界的友情，
他是伟大的圣人。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像郑和一样，为祖国争光。

郑和远航读后感篇五

郑和七下西洋，长驶远驾，“示中国富强”。如此盛大的远
航，却突如其来，悄然而去。它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
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

今天，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读完了第十课--《郑和远航》。读
完后我思绪万千。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明朝期间，35岁的三保太监郑和被皇帝
派遣到西洋各国访问，并带着礼品与各国商人友好交往。但
是在途中也遇到许多的危险，它既要防止海盗的偷袭，还要
与大自然斗智斗勇。面临着多重的风险，他还是坚持航行。
中国曾经拥有绝对的航海有势，郑和远航将这种优势推向瞬
间的高峰，然后就突然停止了。实际上，在西方扩张势力进
入亚洲海域之前，中国就已经自己消灭了自己海上的力量。
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而此时，西方的海
上扩张已经开始，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公元15是全球历史上关键的一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
海洋；后半叶，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张。决定未来命运的、双
方不可避免的遭遇与突击，即将开始。历史的意义不是重温
往昔的辉煌，而是反思曾经的辉煌是如何消失的，那些灾难
性的转机在哪里。



在生活中，有许多持之以恒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向郑和一样，
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将会克服一切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