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 历史经典
故事读后感历史故事读书(实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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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我聚精会神的读了很多遍，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
《岳飞精忠报国》和《杨业抗辽》因为岳飞和杨业都是为国
捐躯，我很钦佩他们的勇气。

岳飞从小勤奋好学，并且练了一身好武艺，岳飞19岁的时候，
有金兵侵略宋朝，岳飞为了国家的安定，就去当兵了，他的
母亲在他身后刺了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后来当岳飞领着士兵
最后冲刺时，皇上却听了奸臣的建议，让岳飞退兵，岳飞回
来后，叹息道：十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看来江山是很
难保了，说完岳飞泪流满面岳飞回到朝廷后，奸臣秦桧串通
皇上，把他关进了大牢，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年仅39岁的岳飞
杀害了，（我至今还恨秦桧）岳飞满怀爱国之心，以不怕死
的精神，精忠报国、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这样一个精忠报
国的英雄赢得了世世代代人的纪念。

北宋时期，北宋和辽国经常发生战争，杨业身为北宋的一名
大将，因为能征善战、骁勇无比，被人称为杨无敌，最后杨
业看着剩下不多的战士们，决定以死报国。不过敌人有很多
的兵，一溜烟似的把他的部下全杀死了，杨业孤军奋战，但
因寡不敌众，受了重伤，当了俘虏，辽军多次劝他投降，但
杨业坚贞不渝，绝食三天，壮烈殉国。

这本书里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过去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学习。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成语故事》里的成语故事多不胜数，这本读物，它不止有
对成语由来的小故事，对其中的生僻字做了详细的解说之外，
还增设了历史典故，人物介绍和小知识等小栏目。让我们在
认识成语的同时对当时的背景与学者的认识加深巩固。

“妒贤嫉能”这个故事写出了项羽的愚昧，他之所以不能得
到天下，这便是最主要的原因，从古至今，不赏识人才的人，
都是失败者。《成语故事》里关于三国的故事也有许多，还
能够一边补充对三国的认识。

有个“名落孙山”的故事让我苦笑不得，讲述的是一个叫孙
山的人和同乡去考科举，结果自我最后一名，而同乡没有居
榜上，结果回到家，同乡的父亲问他儿子的成绩，孙山还委
婉得意的说最后一名是自我，你儿子榜上无名。趁机显露了
自我的才华，但其实在别人看来，滑稽了点。

“程门立雪”更是印象深刻，因为看了《恰同学少年》的缘
故，看到了借鉴前人“袁门立雨”，在外人看来是可笑的，
为什么必须要一动不动呢?个性是“程门立雪”，杨时和游酢，
因为老师睡着了就一向站在门口，下雪也不进去，这种行为
其实能够称为“愚昧”，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半对半错，
毕竟是初次登门拜访，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而且古代的
思想和我们不一样，因此评论的话还是少说为妙，他们的老
师也都被这精神感动了。

“害群之马”这个成语见的多，它的典故却是才了解，原先
治理国家和放马的道理相似，只是除掉那些对马群有害的坏
马罢了。朝廷上，只是将危害江山社稷的奸臣扫除而已。这
个以小见大的道理，就那么简单。

一个又一个的成语，只是短短数十字，却全都蕴涵大道
理，“勤能补拙”，既然我的基础不好，就要“亡羊补牢”



了!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读了这本成语书，我不仅学会了许多成语还学会了许多成语
的意思并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这本书中包含了战国时期
人们会用的许多成语，表示了许多的意思。在这本书中，我
最喜欢和最熟悉的有：班门弄斧、乐极生悲、人杰地灵、暗
箭伤人、草船借箭、千钧一发……等许多成语都得到我的喜
爱，我觉得这本书有精英的编辑，深沉而有博大的知识值得
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去品读它。

成语故事中的成语有很多有利于我们在写作文时用它。我对
大公无私的成语意思记得很牢我来给你说说：春秋时，晋平
公对祁黄羊说：“南阳少一个县长，应该谁当比较合适?”祁
黄羊说：“叫解狐去最合适，他能行的。”平公惊奇的问他：
“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祁黄羊说：
“你只问我什么人能上任，谁最合适，你并没有问解狐是不
是我的仇人呀!”于是，平公就派解狐到南阳上任去了。解狐
到任后，替那里的人办了不少好事，大家都称颂他是个好县
令。像祁黄羊这样的人才能算是大公无私啊!还有千钧一发拔
苗助长等我也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这些故事深受人们的品读和利用，成语真是妙不可言啊!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读了《中华成语故事》，我再一次被汉语的奇妙所震撼，为
它的魅力折服。成语是人们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简洁而精辟
的词语或短句。它是我国语言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因
为，每个成语的形成一般都有一个典故，每个成语的背后都
有一个故事。通过这一个个的`成语故事，我们不仅理解了成



语的意思，还可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宝贵的文化遗
产、高超的智慧。

有一个滥竽充数的成语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国时期，齐宣王喜欢听人合奏吹竽，所以派人搜罗能吹善
奏的乐工，组成了一只吹竽乐队，并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有
个叫南郭的人根本不会吹竽，但也混了进去。每次合奏吹竽
的时候都只是做做样子。齐宣王去世后，他儿子齐湣王偏喜
欢听乐师们单独吹竽给他听。南郭先生听说后十分害怕，赶
紧溜走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滥竽充数这个成语的意思，它是指
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充数，或是以次充好。同时，
我也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弄虚作
假，靠侥幸取胜。没有真才实学，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我学管乐时的情形。有一次，滥竽充数
的故事再次上演，而我就是故事的主角。管乐课学了新曲子，
老师让我们回家多练练，我也没在意，只练了一遍，心想到
时候做做样子就行了。

上课了，老师先让我们合奏了一遍，我不停的按单簧管上的
按键，摇头晃脑，好像吹的很陶醉，其实我根本就没吹出来
音。终于吹完了，我长叹一口气，以为这样就完了，没想到，
老师对我们吹得不太满意，竟让我们一个一个吹。我的心一
下子悬到了嗓子眼里，急得抓耳挠腮。轮到我了，我没吹几
句就吹不下去了，只得红着脸老老实实说了实话。结果自然
免不了挨老师的一阵数落，受同学们的一顿嘲笑。唉，早知
今日，何必当初呢，滥竽充数是不行的。

我喜欢《中华成语故事》这本书，它真的让我领略到了古人
高超的智慧：一个词语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内涵丰富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可笑或感人，但都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明白了



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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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因为他们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读完名
人读书故事的你，该如何写读后感呢?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
你整理名人读书故事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1.马克思

经常有针对性地阅读。每逢书中他自认为重要和有参考价值
的地方，都加以摘要，并做笔记。马克思的一生虽然颠沛流
离，经济经常陷入困境，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克服各种
困难，坚持读书和科研。

2.毛泽东

3.鲁迅

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
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
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
读书，他的看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
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
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
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
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
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
于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
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
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4.诸葛亮

读书方法是“观其大略”。这个方法意味者他注重知识的全
面性和开拓性。

5.爱因斯坦

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
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
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
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
学了。

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
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
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
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
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
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
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
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
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着名的文学家。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
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
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
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
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郭沫若怎样读书



宋濂小时侯，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
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
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
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
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
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

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
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
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着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
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
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
已大雪封山了。

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
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
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动地称赞说道：“年轻人，
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六

在寒假中，我读了好几本书，其中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中外
神话故事》，这本书特别好，有“愚公移山”“巫山女
神”“精卫填海”。

其中我最喜欢“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故事讲得是一位叫愚
公的老人，年近九十，为了修一条公路，决定自己动手刨山。



他每天都去刨，有一个叫智叟的看见了，就嘲笑他，都这把
年纪了，现在才想起开山，不嫌太迟了吗?愚公听了说：“就
算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儿子，子子孙孙总有刨完
的那一天。”天帝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感动就派人把两座
大山挪开了。

这个故事我读完了，特别受感动，老爷爷太坚强了，一开始
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一个人怎么能把山移开呢?读完了我才知
道，原来是这么个道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只要
大家团结起来，不怕吃苦，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我们也
要向愚公老爷爷学习。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七

看三毛的书最开始是从她的《温柔的夜》开始，从原本有规
律的一天看几篇，到彻夜通宵达旦，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泪
湿衾被，继而拾起了《撒哈拉的故事》。

三毛，这个以前陌生而又熟悉的人，而今，却是伴在床边，
夜夜梦中追寻的人。有人说，三毛，引起了一番流浪文学，
横扫华夏。我想，也是，这个女子，不同一般寻常女子，幼
时很皮，小时不喜上学，却爱闲书，长大后却又像儿时一样
不按牌理出牌，逃离到没人知道的远方，继续以自由不羁的
灵魂浪迹天涯。最终，又以自杀结束生命。真是令人感叹啊!
在安逸生活中待久了的人总是会觉得生活没有激情，想去远
方流浪，但是，往往总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因为我们知道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流浪，要抛弃多少，克服多少，告别多
少。而我们早已是温室中的花朵，可观不可动。只有，三毛，
随着荷西，搬到西班牙，移到撒哈拉，远离富足的故国，定
居贫乏的沙漠。

单是这份勇气，足是令我们钦佩。想起那些散发体臭的撒哈
拉威人，那乏水的沙漠，那围着坟堆和垃圾般的小家，三毛
却未曾抱怨，甚至还苦中作乐。她称自己和荷西为素人渔夫，



为了节省生活开支而去捕鱼，却不懂卖鱼，一顿饭又把赚来
的钱花去，白忙活一场了，却只是笑笑。把鱼送人时，她说，
友情也是无价的财富。她在沙漠里授医，教学，总把生活用
品送人，把家居打扮得如诗如画，把粉丝叫做“雨”。总是
说荷西很傻，随意带沙漠里的孩子遛圈弄得脏兮兮的回来，
可是他自己呢，看着也不聪明，总是开着车随意在沙漠里捡
些路人，每次都被人家弄得很麻烦，也总抱怨，可是每次却
总还是让路人搭她的车。这样一个心胸宽广的女子，才配与
荷西相爱。

每每看到荷西和三毛的爱情，总是让我感动落泪。若有一天
荷西去了，三毛必是痛彻心扉。三毛总是淡淡的说，若是有
危险，那也是命。可是她自己却可能比自己了解的还要爱荷
西，她的自杀很大部分因为荷西。当别人都在怀疑她稀奇古
怪的想法的时候，只有荷西相信三毛真的会这么做，并且为
她做准备，和她一起去到她想去的地方。他们的婚礼，是三
毛想要的那种，简简单单的，舒舒服服的，没有累人的繁文
缛节，也没有应酬不断的筵席，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主与证
人的见证下，答了“好”，交换戒指，看场电影，过过在沙
漠里稍微奢侈的一天。荷西和三毛的爱情，平淡又难求，文
化间的差异从来不成为他们间的问题，令人欣羡。若有此夫，
妇复何求。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八

寒假里，我第一次打开了《撒哈拉的故事》。

这本书是已故当代女作家三毛的作品，描写了她与她丈夫荷
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一段时间中所见、所闻、所感。

二月初，荷西与三毛一同来到了撒哈拉沙漠边的一个小镇，
但是住的地方离镇中心很远。三毛和荷西勉强地制作家具、
粉刷墙壁，然后再别出心裁地布置住所。原来简陋不堪的房



子，竟然变成了沙漠中最美的一间房子。

在撒哈拉沙漠中，三毛是宽容的，善良的。邻居不停地向她
借东西，而她总是来者不拒地给予。《悬壶济世》中写到，
很多穷苦人没有见到药，于是三毛把红药水之类的小药品全
部送给了他们。邻居们有一些小事，她都愿意帮忙，即使有
困难，她也在所不辞，所以她的人缘很好，这使她在沙漠中
结交了很多朋友。

三毛在书中说：“长久的沙漠生活，使人学到一点，任何一
点点生活上的享受，都可以使心灵得到满足。”我想这句话
是一种精神动力吧!让他们在谁都不愿意到的地方，很好地生
活下来，并且生活得有滋有味。

在书里，三毛写到了荷西第一次吃粉丝时，把粉丝比喻成春
雨;第二次吃粉丝时，把粉丝比喻成尼龙线;在吃饼酪时，他
把小碎肉说成鲨鱼翅膀;把三毛的牛肉干当成顺喉药;还把寿
司中的海苔比喻成复写纸。荷西对许多食物的“无知”，总
是会逗得三毛哈哈大笑。 他们乐观面对生活，苦中作乐，让
人动容。

不过，他们的生活有时也是很艰难的。在《荒山之夜》里提
到，三毛和荷西到撒哈拉沙漠里找化石，在离小镇一百多公
里的地方，几小时之内，温度降到零度，荷西掉入了泥沼，
在挣扎了一个多小时，快冻僵了的时候，三毛终于把他救了
上来。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小故事就是《沙漠观浴记》了。顾
名思义，就是写沙漠中的人怎么洗澡的。文中介绍到：沙漠
中的人们洗澡时，首先脱衣服，再拎一个空水桶到一个小房
间内打水，把水从头浇下来。如果冷的话，可以进入一个温
度很高的房间，在这里，用石头在身体上刮，不用肥皂，不
用水，只有到最后，身体全刮完了，才用水把身上的脏东西
冲一下。沙漠中，人们总是四五年才洗一次澡，所以洗澡时



总是在浴室里待半天。这种洗澡方法是我从未见过的，感觉
很新奇很有趣。但是我不想尝试，那是因为沙漠中没有水才
这样洗呀!

三毛说过：“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活过。”我
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与其长时间碌碌无为，不如学习三毛，
有勇气尝试新的事物，做自己想做的事，到这个世界痛痛快
快走一回。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九

这个五一小假期没有出门，我知道，出去无非见到的是人头
攒动，车水马龙，索性安安静静窝在家中，倒也去到了另外
一个世界，果然，别有洞天。离我们生活万里之遥的广袤的
撒哈拉沙漠的美丽景致在电视上、图片上见到过，惊叹那一
片天地的辽阔壮丽，人类的渺小无知，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
我想我定会去大沙漠里走一遭，而我的胆量也不过如此罢了。
若要让我生活在那里，我想于我这样一个俗人而言，是万没
有那样的勇气和洒脱的。正因如此，我一直对三毛这位第一
个踏入撒哈拉沙漠的柔弱女子敬仰万分，看过她的文之后，
更觉她可爱至极。

文如其人，说得极对，三毛的文字不花哨、不做作、读来亲
切极了，像个邻家姐姐向我诉说那遥远的故事；三毛的文字
又很随意跳脱、活泼有趣，想来便是个性情中人；三毛的文
字处处充满了情怀和温暖，我因此知道她内心是如此充满了
爱。

一个女子，为着自己前世的乡愁，离开热闹繁华的大都市，
来到这食物匮乏动荡不安愚昧落后的西撒哈拉，要生活下去
的确需要莫大的勇气，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文明教化程度低，
自然有些野蛮暴戾，邻居们向她讨要东西从来都是有借无还，
而她依然乐得称其为"芳邻"，倾其所有帮助这些可爱又"可



恨"的邻里们，还乐此不疲地当起了当地的"巫医"，竟也医好
了不少人，甚至差点当了接生产婆，这个"副业"被丈夫荷西
叫停后，又偷偷地当起了兽医，关键是药到病除，实在是太
有才！

在西撒哈拉的沙漠里，人烟稀少，人们也极不友善，更别说
对一个陌生脸孔的亚洲人，两人去沙漠深处探险时，荷西误
入泥潭，越陷越深，路过的撒哈拉威人非但不愿意救人，反
而趁人之危心存不轨，看得我心惊胆战，还好最后脱险，两
人已在沙漠的寒夜中冻得半死，却又相约明天再来，十足的
潇洒。

三毛说，"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
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我想，撒哈拉的故
事，于她而言，既是阳春白雪，也是青菜豆腐，纵有不舍，
有一天终将离去，撒哈拉的记忆却定融入她的体内，永远无
法抹去了。

《撒哈拉的故事》主要描写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
时的所见所闻，与当地相识朋友的关系，每个故事都透露出
这个隐忍女子对生活的热爱和面对困难的坚定。由十几篇精
彩动人的散文结合而成，其中《沙漠中的饭店》，是三毛适
应荒凉单调的沙漠生活后，重新拾笔的第一篇文章，从此之
后，三毛便写出一系列以沙漠为背景的故事。

三毛用自己的心去适应、关怀这片大沙漠，在她的笔下，那
些撒哈拉沙漠的人和物变得丰富多彩。三毛以一个流浪者的
口吻，轻松地讲述着她在撒哈拉沙漠零散的生活细节和生活
经历：沙漠的新奇、生活的乐趣，千疮百孔的大帐篷、铁皮
做的小屋、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书中无论是荷西把粉丝
当做雨来吃，还是他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去海边打
鱼、白手起家建立他们沙漠上最美丽的房子，都渗透着彼此
间浓浓的温馨的爱意。



读书与自信的故事读后感篇十

《中华历史故事》是我的启蒙书，是我“不说话的老师”，
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
历史。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
说：晏子相齐、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周武王伐纣等故事。这
些故事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
谊的珍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事。其中，给我印
象最深的要数《女纺织家黄道婆》这个故事了。黄道婆善良、
好学、诚实的品格，让我钦佩。她家境贫穷，父母养不活她，
就把她卖给别人当童养媳。黄道婆整天都要干活，还要被公
婆打骂，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因为她的勇敢，她终于逃出
了公婆家，到处去流浪。有一天，黄道婆偷偷地上了一条船，
跟着船一起来到了海口市。她和当地居民一起学纺织。但她
时刻不忘自己的家乡，过了三十多年，黄道婆回到了自己的
家乡乌泥泾镇。她把自己学到的纺织技术传给了镇上的妇女，
从而生产出了大批的“乌泥泾被”。当时，“乌泥泾被”闻
名全国。

这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感触。从书中，我知道了黄道婆，了
解了黄道婆为了家乡的发展，她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她真
是我学习的好榜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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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