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实用10
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好
的心得感悟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
得感悟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
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一

成长同样为这本书中的的重要精神，也同样是整个共产党，
整个红军的的重要精神。中国的共产党组织同样是经历多种
挫折，在险恶的环境中缓缓成长，这也同样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成功的来之不易;红军同样如此，五次的国民党剿共战争，
每次的胜利都不骄不躁，每次的失败都能总结经验，所谓的
成长便是如此，不断地经历挫折，不断地总结。

在这本书中，最令我动容的反而是每个红军战士在背后的生
活的.模样：在吴起镇的兵工厂里，工人们会打篮球，爱唱歌，
爱跳舞，一起办墙报，做演出，识字育儿;在红军军队中，士
兵们跳远跳高，赛跑跳绳，吃完饭就积极地打乒乓球，听着
缴获来的留声机里的音乐;保安里的干部和指挥员们，和斯诺
打网球，打扑克牌，做巧克力蛋糕，每个这些令人尊敬的人
物，原来他(她)们也与我们相同，有着自己的生活，原来
他(她)们的生活也如此绚烂多姿，仿佛他(她)们的形象就跃
然眼前，仿佛他们脸上的每一个生动的表情，他们逼人的英
气与活力，都浮现眼前，我们也就真的与他们会心一笑，仿
佛淘气的歪过头，笑着同时说出：“我们都是一样的啊!”。

最后让我们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标题吧，“红星不仅照耀中
国”，我认为，这个红星不仅代表着苏维埃，代表着共产党，
更是每个人在拥有了自身信仰后，或是在实现自身价值，追



求理想的路上，那个拥有着充实生活的自己，是向目标努力
冲刺时的那份心情，是为了信仰不顾一切，奋力向前的执着
与拼搏。所以，我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努力的生活下去，
不再为了小事争吵，不再战争，让千千万的理想与和平构成
闪耀的红星，照耀世界。(王浩枫)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二

在20世纪初期那个刚刚建国的时候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烽
火连天，但就是这样的年代，却有人逆火前行，从光明走进
了黑暗，而《红星照耀中国》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红色中国
带到了世界眼前。而他的作者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评读了这本书。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还认识了解了许多家喻户晓的领导人。
譬如我们最伟大的毛主席，在书中的第四章，就对其有详细
的描写，透过这些文字描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歌颂
敬畏的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其实还干过许许多多的
大事。原来毛主席童年时期也是个有点叛逆的中二少年。而
且毛主席十分的和蔼友善，对老百姓也非常好。这可真让我
大开眼界，我情不自禁的把第四章读了好几遍。

从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会给我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而在这本书
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所谓的红军的长征精神，不管前方是
崇高峻岭，还是在湍急大河，又或者是刀山火海，我们的红
军战士都从不退缩。他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难关，也许即
将到来的是死亡坑和红色信息深深铭刻于战士们心中，他们
绝不放弃，这就是红军的长征精神。

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使我体会到了那不屈不挠的红军精神，
这使我感到非常敬佩。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三

《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毛主席和蒋介石对抗之时，这本书
的作者也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专门来到我们国家，
来寻找那个能统治国家，爱护人民的人。

他先去采访了国民党，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蒋介
石更是荒唐，他是先除掉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合作一起打败
日本人。后来斯诺经过重重阻拦来到红色苏区，采访了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他采访完毛泽东，看见毛泽东在路
上碰到农民，就跟他聊上了几句，探讨探讨种地的问题，问
农民今年有没有收成，埃德加斯诺就想，南京政府悬赏二十
五万来要毛泽东的人头，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的聊着天。

在红区里有一所红军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
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在一班老练的战士们组成
的学生里，平均年龄二十九岁，没人有平均八年的`作战经验，
以及平均三及处的伤疤。这个大学大约就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
“高等学府”。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四

《红星照耀中国》是震撼世界的成就，这本书的意义首先在
于它是通过一个外国人的所见所闻，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了
红军的真实情况。1936年，埃德加·斯诺冒生命危险深入西
方媒体眼中的“土匪聚集的地方”在延安，他解开了心里的
疑惑。

《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人物的外貌刻画细致入微，如第二篇
中，对周恩来的外貌描写，个子清瘦，中等身材，胡子又长
又黑，外表却仍不脱孩子气，眼睛又大又深，富有吸引力。
还有第三篇中对毛泽东的外貌描写，面容消瘦是一个像林肯
的人物，个子高出一半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
发留的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还描写



了彭德怀，林伯渠等人，并配附大量照片，为后人留下许多
珍贵影像。

第三篇中还写了许多关于毛主席的事，表现了毛主席的性格
特点，如毛主席在街上和两个年轻农民谈话，作者起先没认
出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像中国农民一样质朴的人。他颇有
幽默感，喜欢憨笑生活简朴，甚至有些粗俗，而且不拘小节。

作者还写了，毛主席对作者写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从来不
加任何检查，使作者尽力弄到能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材料，这使作者非常感激。流露出作者对毛主席的敬佩、赞
美之情。

这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作品值得我们仔细
品读。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五

1949年前的中国，或许并不完善，但是她却拥有一群完善的
缔造者。

——题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功
伟绩，但是却只被浓缩成了几个宏大的代名词;很多英烈光华
闪烁的姓名，仅仅只是被“共产党”，“红军战士“这样笼
统的称谓所代替。

我，不知所言。

今日，我想有些人，也应当被牢记，比方“邓发”。

邓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国共内斗，共产处于下风之时，
照旧铤而走险，深入敌内，不断供应重要情报。可以说，共



产党的成功，邓发功不行没。

在《红星闪烁中国》中，埃德加·斯诺对于邓发有如下一段
描写：“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
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假装，他并
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

短短几行，却饱含了不少的讯息：邓发是个卧底，他熟知身
份，且经常锻炼，身体健康。

在书中对邓发并没有太多的文字去描绘，只有寥寥数百字，
而字字皆为精髓，我读到的是一个幽默幽默，在敌人的狼窝
中，靠着冷静睿智，与敌人周旋，也照旧保持着强大的心态，
不畏任何危急的宏大共产党员，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为国
无私奉献的邓发。

我想，新中国的成立，也是有着许很多多像邓发一样的人，
发着光，发着热，尽管最终泯于无形。假如树立一个纪念碑，
或许应当有很多从未耳闻，却立下丰功伟绩的英烈被铭刻吧。

或许1949年前的中国并不完善，但是，她有一群完善的缔造
者，正是有他们的努力，才有今日这个前途无量的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六

终于找到了答案，然后写出了大名鼎鼎的作品《红星照耀中
国》。

这本书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人物：邓发、贺龙、林彪、彭德怀、
林伯渠，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变得鲜活，让人们能更深刻地
了解他们，比如周恩来，他富有个人气质，不屈不挠，处事
冷静，这也是为什么他成功领导了起义但可惜最终失败了。

其中，我最敬佩的伟人是毛泽东，他是“中华人民苏维埃主



席”，不过我更敬佩的是他的精神，他勇敢无畏，勇于反抗，
表现在他勇敢反抗封建势力，公开反抗父亲，保卫自己的立
场，积级组织新民学会，专门反抗湖南督军；他一心向党，
虽在秋收起义间被捕，险些枪决，最后死里逃生，依然继续
工作。

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呈现他的`个人经历，也呈现了整个红
军的成长。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七

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感受颇深。

毛泽东，我们伟大的领袖。一个平易近人，富有幽默感、朴
素的人。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和他的夫人只是住在两间窑洞
中，四壁简陋，空无所有，仅仅挂了一些地图。虽然他做了
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
可是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只是一卷铺盖和几件随身的衣物。
他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伙食普通，
衣着简朴。

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一丝不苟。有一阵子作者向他采访共
产党的党史，中途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
是他要求作者改期再谈。在接下去的三四天中，他专心读书，
似乎其他什么都不管了。他是一个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的人。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他坚持不懈，不屈不挠，不
是一下子就这样的。少年时代的他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
在学校刻苦读书，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锻炼他们自己。
他们知道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困难困苦的能力。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有着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他讲到在
战争死去的同志或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的死人事件时，
他的眼睛总是湿润的，他和红军战士们共进退，因为有了他



卓越的指导，红军变得更加强大。

读了书中的三四篇，文章内容丰富多彩，我知道了好多事情，
里面的情节深深影响了我。

这么多年过去，很多内容还记得清清楚楚。借着这次全民读
书活动之机，使我重新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重读了一遍。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八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通过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展的实地考察写下的。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
的军事策略;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这本书先后被译
为二十多种文字，并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
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之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
作品。这本书具有强烈得时代印记。随着书页的翻动，使我
仿佛置身于70多年前的战争年代，走进西北苏区使我对革命
先辈们倍感崇敬，对伟大的祖国更加热爱。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年轻领导人进展采访，他们个人的经历，
正像斯诺所说已不仅仅是他们的`历史，更是共产主义在中国
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用户和支持的
记录。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
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全世界。读《西行漫记》，
我看到的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共苏区，是为人民群众浴血
奋战的革命先辈，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优秀中国共产党领袖，
是一群一心一意为了民族生存、国家存亡不断拼搏奋斗不息
的青年。更看到的是中国的希望--那些藏在我们骨髓中、到
危难关头一定会爆发出来的昂扬斗志。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
国共产党能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并成功领导民进展社会主义建
立的原因。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九

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不易断。“团结”这个词每个人
都不陌生，我们生于对个集体，但在每个集体，我们都应该
团结。

一个人的声音再洪亮也大不过一群人，一个人想法再优秀也
好不过一个群体优秀;一个人力气再大也大不过一群人的力
气;因此，一群人的力量远远大于一个人。

我们都见过拔河，“拔河”是一个非常考验团队协作的集体
项目，当你真正拔时，你会有种信仰——我要用力用力再用
力，这个团队要我们一起用力。这种信仰会让你忘记疼痛，
只想为团队做些什么，一个队伍，就像是一个家一般，少了
谁都不行!

红军长征也是一样，他们每个人互相帮扶，一起努力，早已
忘记艰辛的'生活，只想向前走，为国家而奋斗。

团结就是力量每当所有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时，那种信仰会
惊天动地!

红星照耀中国第阅读感悟篇十

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感受颇深。

毛泽东，我们伟大的领袖。一个平易近人，富有幽默感、朴
素的人。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和他的夫人只是住在两间窑洞
中，四壁简陋，空无所有，仅仅挂了一些地图。虽然他做了
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
可是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只是一卷铺盖和几件随身的衣物。
他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伙食普通，
衣着简朴。



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一丝不苟。有一阵子作者向他采访共
产党的党史，中途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
是他要求作者改期再谈。在接下去的三四天中，他专心读书，
似乎其他什么都不管了。他是一个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的人。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他坚持不懈，不屈不挠，不
是一下子就这样的。少年时代的他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
在学校刻苦读书，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锻炼他们自己。
他们知道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艰难困苦的能力。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有着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他讲到在
战争死去的同志或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的死人事件时，
他的眼睛总是湿润的，他和红军战士们共进退，因为有了他
卓越的指导，红军变得更加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