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始皇的读后感 秦始皇本纪读后感(优
秀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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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读后感篇一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做了五件大事：第一是把天下分成三十
六个郡，设置官吏，改百姓称呼，大宴天下；第二是收集兵
器到咸阳，融化乐器和铁人；第三是统一度量衡，文字和马
车第四是国地面积大，幅员辽阔，奠定我国多民族共存的国
家形式；第五是把富豪安置在咸阳，奠定首都的政治，军事
文化中心位置。

我认为秦始皇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第五件。因为如果地方豪
强官吏实力过于强大，即可招兵买马，招纳人才，收买民心，
成为威胁皇权的一股不可小区的实力，甚至起兵造反。但是
秦始皇做得很好，富豪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不敢有什么小动作。
还有一点，如果富豪都安置在咸阳，那么肯定会促进经济的
发展，使城市经济实力扩大。

当然他也有我认为疑惑的做法就是第二件事。

将兵器收集咸阳看似壮举，但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有人
决心造反，那他可以再制造兵器呀，就好比你不让人说话，
但他可以写出来呀。就算明令严禁私藏兵器，不还有农民的
镰刀斧头。

对于秦始皇，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统治残暴，法律苛刻，再加
上他高傲自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百姓，把自己捧到天上，



不体察百姓的疾苦。用残暴的方式治理国家，儒家有“君舟
民水”的思想，秦的暴政失去了民心，所以秦的灭亡是必然
的。

秦始皇的读后感篇二

秦始皇兵马俑给我的印象是宏大、凝重。《秦始皇兵马俑》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秦兵马俑在我国西安临潼出土，是举世无
双、享誉世界的珍贵历史文物。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
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它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强的力量
和英雄气概。

面对着这规模宏大的模拟军阵，不得不让人把思绪拉回到公
元前230年战争频繁的年代。

唐朝诗人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
浮云，诸侯尽西来。”这个秦王，指的就是秦始皇。他十三
岁登基，二十二岁亲政，这一年是公元前238年。从公元
前230年开始，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统一东方六国的计划。他的
大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十年后，秦始皇终于统一了六国。
当他统一了六国之后，便无心政治，想求得长生不老，永远
坐在龙椅上。为了长生不老，秦始皇先后出巡五次，寻找炼
仙丹之药，结果在第五次出巡返回的途中驾崩。不要说长生
不老了，就连秦始皇一手建造的帝国也被项羽的一把大火给
烧了。秦始皇犹如天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留下了璀璨的光
芒后，就坠落了。故事无忧网：

在秦始皇消灭东方六国的统一战争中，有两名大将为统一六
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便是王翦和蒙恬。王翦从小到老，
一直在秦国军队中任职，东征西讨，勇猛杀敌，积累了十分
丰富的战斗经验。蒙恬在寝室皇统一六国后，率领三十万大
军北抗匈奴。当年王翦和蒙恬的阵容究竟如何，我们已经很
难从史料上去寻迹了，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始皇陵出土的兵马
俑，再现秦军的威武雄壮。我们从那几尊头戴鹖冠、神态庄



重的将军佣，也许可以联想起老将王翦和蒙恬的威武英姿;从
那些鬂须直立、双眸圆睁的一般武士身上，则可以想象当年
冲杀战场的几十万秦兵的勇猛。王翦六十万大军的南伐荆楚，
蒙恬三十万大军的北御匈奴，一幕一幕的历史，好像都历历
在目。

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形象的显示了我们古老民族强大的力量
和英雄气概。这些泥塑的身躯虽然腿色了，虽然不会说话，
但他们却用自己永恒的精神震撼着世界;虽然他们不会动，但
是每一尊塑像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整个故事都在诉说生命的
短暂与永恒。

秦始皇的读后感篇三

《秦始皇本纪》中一共有五篇歌颂秦始皇功业的碑文，内容
大同小异，大都讲诉了始皇的功绩，如“顺承勿革。皇帝躬
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
诲”，“诛乱除害，兴利致福”，“皇帝哀众，遂发讨师，
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极”等，主要描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的伟
大功绩和登基为皇帝后所制定的一系列利民政策，然后又花
大量篇幅描述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如“地势既定，黎庶
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大
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
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等。这几篇碑文句
式整齐，语言质朴而又显得大气磅礴，有力地歌颂了秦德
（这和人们对秦的印象有很大差别，有可能是夸大，毕竟是
秦始皇下令修的碑。不过现在关于始皇是否真是个暴君有些
争论，这里就不考古了）和秦始皇确立的一系列政策，尤其
是最后一篇碑文除赞颂秦德外，另有部分文字的内容涉及整
顿风俗教化，或许证明了秦始皇在建立、建全了大秦帝国的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之后，已将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的问
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焚书坑儒的原因：

始皇三十四年，博士齐人淳于越主张恢复古制，进谏
说：“我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
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
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
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
的，还没有听说过。”始皇就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李
斯首先否定了博士效古法的观点，批评了儒生的愚陋。随后
他又指出如果人们只欣赏自己私下所学的知识，指责朝廷所
建立的制度，“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
为高”，那么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
就会形成。最后提出“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李斯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句句符合始皇的心意。天下初定时，
始皇就反对周朝的分封制度：“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
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
岂不难哉！”。他认为周制是导致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征伐
不断的原因，而始皇则是想要秦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
之无穷”。所以始皇听到博士的意见一开始就产生了厌恶。
而断绝人们效仿古法、议论制度就要从思想上入手，而书正
是传播思想的载具。焚书也是愚民、弱民的方式之一。之前，
始皇下令“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是从物质上削弱百姓的力量，而焚书
则是从思想上巩固对人民的统治。

而坑儒则是因为侯生、卢生的逃走，他们认为认为始皇为人，
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贪恋权势，自己不能为他寻找仙
药。这些话传到始皇的耳朵中，使秦始皇非常生气。秦始皇
原本非常尊重卢生等人，给予了他们很丰厚的赏赐。对于他
们对自己的评价感到非常愤怒，始皇就追查这些人。本来这
些人并不多，可他们辗转告发，一个供出一个，始皇亲自把
他们从名籍上除名，一共四百六十多人被全部活埋在咸阳。



同时，始皇坑杀这些术士也是为了惩戒后人，起到杀鸡儆猴
的作用。（注：个人感觉按照《史记》记载坑杀的应该只是
那些为始皇炼制丹药的术士，而不是儒生，毕竟儒生学的是
孔子的学说，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炼丹之学）

为何秦能管理好秦民，却未能治理好天下民众？

为何秦之强能扫荡六国，却灭于平民起义？

秦能管理好秦民，却未能治理好天下民众主要是因为秦没有
根据不同的时期和社会环境来正确地改变治国政策。当秦还
只是一个诸侯国时，天下正处于战乱时期，各个国家征伐不
断，这时诸侯国的人民都希望自己所处的国家不要灭亡。这
时秦采用法家的思想，以法治国，重刑狱。同时赋税、兵役、
徭役又比较重，虽然人们生活得不好，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时
期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能接受这种
较为严苛的政治。就像苏联确立政权初期为了打败国内的反
对势力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一样，虽然严重损坏了人民的
利益，但国内也没有发生大的乱子。

而当秦统一天下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刚毅戾深，
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
久者不赦”，“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
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
始”。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人们希望天下一统，
结束战乱，然后过上安逸和平的日子。秦统一天下从客观上
讲是正是符合了人民的这种心愿。而大一统后，秦并没有顺
应民心，“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仍采
取更加严酷的统治，剥削百姓。这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人们不能忍受这种严苛的统治，“不敢言而敢怒”，此时秦
已尽失民心。

秦能扫荡六国，完成一统一方面是因为秦军事力量强
大，“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



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有张仪、
李斯等名臣，又有王翦、白起等名将，兵多将广，物资充足；
另一方面，六国之间勾心斗角，各为其利，“名为亡秦，其
实利之也”，缺乏彼此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如同一盘散
沙般，自然容易被各个击破。

秦始皇的读后感篇四

《秦始皇的秘密》一书大胆的采用了历史推理写作，以破案
的方式对秦始皇的一生展开了研究，其中包括秦始皇的生父
问题，秦始皇后宫问题，秦始皇的弟弟与假父问题，秦始皇
的叔父的问题几大部分，写作方式大胆，容易引起读者的兴
趣，以别样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秦始皇，其中作
者对于秦始皇的研究方式，对于史料的处理方式都是值得我
们借鉴和学习的。

最近在图书馆偶然看见李开元先生的《秦始皇的秘密》一书，
初看便引发了我极大地兴趣，连读几天，终于读完，有了一
点体会，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说这本书引人注意的便
是它的写作手法。推理式的手法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李开
元先生以一个侦探的视角分析了与秦始皇有关的种种历史疑
团，如在分析秦始皇的生父时用了排除法，并引导读者站到
历史人物的角度去分析，并从当事人的动机和当时的历史背
景得出吕不韦是清白的这一结论。

这种推理式的手法，使读者产生了一种代入感，读者带入历
史人物中，思考自己在处理历史事件时的反应，可以更深的
去理解体会历史的脉络。其次，我认为这种推理式的写作手
法增添了读者阅读时的趣味，一环扣一环的推理易吸引读者，
一步一步的推理，读者很快就看完了，轻松而不枯燥，让读
者主动跟随作者的思路。

可以说，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李开元先生在处理秦始
皇的生父问题上采用了将具体人物列表，并一一分析的方法，



直观而又方便研究，我觉得这种方法对我们以后的`历史研究
很有帮助，我们在利用史料的时候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将
关于某一方面的内容建档储存，列表处理，这样反而能帮助
我们更好的理解当时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也更方便于我
们的研究。

我很喜欢李开元先生将自己放在历史人物角度看问题的研究
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有了一种代入感，想想自己在当时的
情况下会做出的选择，对历史人物也就多了一份理解，我们
便会发现帝王将相其实也就和平常人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
小心思，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某一个决定也是受当
时的环境和事件发展的影响，他们也有自己的身不由己。李
开元先生在这本书中做的最好的就是他将秦始皇变得接地气
儿了，一个历史书中木刻般的人物很难引起人的思考和共鸣，
但如果他能够走下来，变更容易让人理解他，认识他。

《秦始皇的秘密》中对于史料的处理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李开元先生在书中分析秦始皇的后宫时对于《史记・秦
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条的处理方式是逐一分析，吃透
每一句，并从中提取了四条观点，但这条史料并没有对问题
研究有所帮助，于是作者又从公子将闾兄弟和公子高入手进
行追查，在这条线索也不能得出结论时，作者便又从考古发
掘的角度入手通过秦始皇的公主公子墓入手，最终得出了秦
二世屠杀兄弟姐妹这一结论。

其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有很多，比如在阅读历史文献时，
我们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这样可以加深我们对历史文献的
理解程度，其次我们在对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进行研究
时，需要文献资料，可是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却很少，这时
候我们便可以从一些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
入手去研究。最后，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应该将文献研究与
考古挖掘相结合，这样会更利于我们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



秦始皇的读后感篇五

《秦始皇陵兵马俑》主要讲了位于我国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
兵马俑的特点、雕刻艺术、制作技术及其重要价值，高度赞
扬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及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表
达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读到“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和“世界第八大奇迹”时，
我颇有感触，那时的人们手头上没有什么好的工具，也没有
什么高科技产品，竟能发现如此伟大的艺术杰作，体现出了
先辈一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的精神。

秦始皇陵兵马俑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规模宏大，令人
叹为观止。读完课文，我们不禁为它宏伟的气势所折服，不
禁为它多样的造型所吸引，思绪万千，真想与陶俑们一场对
话，追寻远去的历史。

看到了这幅伟大的著作，使我仿佛置身于秦朝，看到了雄才
大略的秦始皇正指挥着千军万马，统一了中国的伟大事业。

我真是为我的祖先感到骄傲，为我是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