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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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一

《中国历史》一书，带我似乎见证了尧舜禅让、商汤灭夏、
武王伐纣、诸侯争霸，目睹了秦王统一中国、三国鼎足、南
北朝并立，亲历了隋唐两宋的兴衰、元明清的盛世雄风，直
到沐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呼声中。这一切，填补了我脑
海中的很多知识空白，加深了对祖国悠久灿烂文明史的认识。
使我强烈的'感受到祖国历史的博大精神，源远流长。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无时无刻不让炎黄子孙自豪！

尤其是那些大人物，他们使历史更加辉煌，他们的精神一直
鼓舞着我们。孔子的大智慧，屈原的高洁，秦始皇的雄才伟
略……这些诗人、军事家、政治家都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他们身上有太对太多看不完的故事、
学不完的知识。

现在的我很想去西安的古城墙走走，看那厚厚的砖墙承载了
多少智慧和艰难。

作为崭新世纪的新一辈，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学习，为我们
谱写的历史填上辉煌的一笔吗？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二

纵观华夏文明千年历史长河，王孙公子、帝王将相，好不风



光。但也有些女性，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生命旅途中
奔波奋斗。100个女人，100种倩影，100种风采，在那个清一
色男人争霸的世界里，她们或绝色倾城，或工于心计，历史
就这样为她们而改变。

历史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问号，也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惊叹
号。

没有黄月英，诸葛亮南征北战就少了有力的后盾。运输，是
令他头疼的问题之一，而黄月英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诸葛亮便成功的克敌制胜。

没有文明太后冯有的帮助，北魏幼帝上台不稳，可能早已多
次易主，江山不保，而孝文帝也会命运堪忧，难当大任，改
革变成泡影，经济也会继续落后。

开元盛世的到来，让中国成为强国变得可能，可是安史之乱
又把唐朝推入了不可挽回的深渊。历史虽已成定局，却给了
我们无限的遐想……如果李隆基没有给杨国忠那么大的权力，
也许便不会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忧伤
了。

如果，韩信没有被吕雉杀掉，那他会不会有朝一日受不了刘
邦的小心眼，再把皇位抢过来坐坐，这样，汉朝也许会变成
一个短命的王朝。

如果，王莽没有她姑姑王政君这个后台，那他永远也只能是
一个平凡的少年，过着有一天算一天的逍遥日子，西汉的大
旗也能多飘几年。

如果，没有孝庄的极力周旋，福临能继位吗？康熙又在哪里？
也许多尔衮会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登上帝位。也许，在
他们闹得不可开交时，汉族人民团结一心，把他们赶出中原，
也不是没有可能。



……

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历史的辉煌与血腥早已沉寂，只剩下
太多的神秘和遗憾，有些无名小卒都有可能因为“蝴蝶效
应”对历史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别提那些在史书中影响
巨大的女性了！

让我们一起打开书，体验那半边天的力量吧！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三

在9,10月份，我读了一本书，名叫《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
集》。这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也是一部优秀的语文读物。
它是历史知识普及读物的经典。它是一套祖孙几代人爱读的
书。林汉达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语言文字家。他编著的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是历史普及读物中的经典，受
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套书之所以长销四十多年不衰，在
于它不但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还是一部优秀的语文读物，
对于向少年儿童普及历史知识，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有
很大的帮助。林汉达先生所著《中国历史故事集》的五种美
绘本，《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
汉故事》和《三国故事》。林先生写的这部历史故事书，
从20世纪6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获得了几
代人的好评。近年来，虽然市场上新的历史读物层出不穷，
但是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仍然留在人们视线和记忆中。有些读
者认为，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集》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
历史故事书，当年自己看这部书长大，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后
代能继续看这部书。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不会对这种说法感
到惊奇。中国历史悠久又深厚，那么多人物、事件，写起来
是个难事。林汉达先生用丝线串珠的办法，把人事历程连接
起来，既重点突出又不使中断，上勾下连，大故事套着小故
事，浑然成一体。还有那带“北京味”的语言，讲起来如道
家常，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引人入胜，便是这套书
的必然结果。读者们大都以为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实



际上林先生是满嘴浙江话的南方人。他高超的组织艺术和语
言技巧，完全是出于他对读者需求的深刻理解，对祖国语言
的精确把握。可以说，没有真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
没有务实心态，像现在有些作者那样浮躁和粗糙，也是绝对
不会精耕细作的。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四

作者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之所以
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
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
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
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
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
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首先，作者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
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但是，他
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
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
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历程，不以史料的
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
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
能事。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
社会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
的脉动。在历史的图景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
大财政，大文化，大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
代兴衰的根本所在。在著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
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构成一个简明
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在文字中，他还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
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
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
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



历史特质。因此，我们不必要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要
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
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同时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
多的借鉴。

其次，在这本书中有很多非常形象的`比喻。比如书中认为明
朝是内向的；整个华夏古代史，就像是一部完整的农业文明；
16世纪末的中国就像玉制的装饰品，表面光鲜但内在异常脆
弱。纷繁错综的社会现实，经他这么一说，就清晰而简单了。

《中国大历史》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
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
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
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历史
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等诸
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对于
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
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会有
一种异样的感觉。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罗列，
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好的借
鉴意义。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史来看
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之事在
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然依然
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
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
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五

读完了这本书，我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开国皇帝都有远
大的理想，有勇有谋。到了各朝代中期，便是各朝代最鼎盛
的时期。随着帝业的传承，后期皇帝往往是腐败昏庸的，便



有了朝代的`更替。在中华五千年各朝皇帝中，给我留下最深
印象的是秦始皇嬴政。他生于公元前230年，死于公元前221
年，他率领秦军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诸侯国，
统一全国，自称皇帝。称帝后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在
中国历史上都是重大举措。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使我知道了各朝皇帝的优点和不
足，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看了林汉达老先生写的《中国历史故事集》，这本书
厚厚的，可好看啦！我都快乐得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中国历史故事集》这本书里有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
故事、东汉故事，还有三国故事。我最喜欢战国时期里统一
中原的秦国，这是因为秦国兵马强壮，粮草充足，百折不屈，
守信用，最主要的还是秦国的大王、大臣爱护全国百姓。

我觉得，各国之间不应该老打仗，要不然士兵们很惨，死的
死，伤的伤，谁都没有好下场。各国之间可以用说客，说服
其他的国家，只拿兵力吓唬一下敌人。

各国百姓快乐，就说明大王好，大王好，大臣就很忠心，大
臣忠心了，就能帮大王做一番大事业，就说明这是一个强国。

我觉得全国人民只要万众一心，就能克服困难，打败敌国，
一统天下。

秦统一天下之后，不应该让百姓筑长城，应该安抚百姓，整
顿民心，鼓励百姓种粮，要不然会引起百姓的强烈反抗哦！

只要全国万众团结一心，统一天下就很容易啊！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七

在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期会涌现出不同的杰出人物。他们
是灿烂的群星，闪烁出绮丽的`光芒，照耀着人类。他们每个
人的故事都是一本生动、有趣、神奇的教科书。《中国历史
名人传》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他们精彩的世界，从此有了远大
的理想。

岳飞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
雄，我特别崇拜他。母亲从小教育他要热爱祖国，在他的后
背刻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这四个字一直激励他在战场
上奋勇杀敌。最后抗金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他誓
死效忠的昏君手里，这是岳飞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读完《中国历史名人传》这本书，我感觉到名人的丰功伟绩
或英勇事迹背后，都有着他们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拼搏，做
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八

我最开始不喜欢看《中国历史》，是老妈“骗”我看的，但
看了几天后，我发现了我以前的好多“认为”都是错的，所
以我一口气看完了上册。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人类主宰了地球，其实人类出现才区区二
三百万年，地球形成后，早在几亿年前就生活过很多动物，
比如在古生代的大海里的三叶虫，笔石，甲胄鱼，爬上岸的
总鳍鱼，中生代的大霸王恐龙，以及新生代的始祖象，三趾
马等，它们全部都要比人类早很多。

你们知道吗，在远古时期，是妈妈当家做主，爸爸没权利，
称为“母系社会”，后来由于耕田，打猎，劳作等都需要力
气，爸爸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后来才当了一家之主，一直



延续了几千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男女平等。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九

我有一套书《中国历史》，是妈妈送给我的暑假精神食粮。
满满当当的14本书，让我好有压力，可是当我打开它时，马
上被里面精美的图案、丰富的故事所吸引。

它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了远古时期到清朝末年的中国历
史变迁，内容博大精深。这套书里有许多历史故事，而且都
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为什么要读这套书呢？妈妈告诉我，
因为这些生动美丽、惊天动地的故事，时间久了难免会显得
陌生遥远，让人觉得“不干我的事”，所以作为黑头发、黄
皮肤的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了解
认识祖国的历史。

这套书不仅将中国历史像一幅幅精美的画一样展现在我面前，
更让我走进历史中的名人，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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