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汇总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侠客荆轲在
刺行秦王的路途上吟出来的一首悲壮的诗。

公元前230年，秦国破灭了韩国，大军向燕国前进。为了挽救
燕国，燕太子丹，就让田光仿求一名侠客去刺杀秦王。田光
说他有个朋友叫荆轲，智勇双全，能够胜任。燕太子丹大喜，
就派荆轲去刺杀秦王。为了此计谋，燕国大将樊於期贡献出
了自我的人头，给荆轲去刺行秦王。荆轲一行人来到江边，
当荆轲高声唱到这句词时，所有荆轲的朋友都失声痛哭起来。
来到咸阳，秦王高兴的接待了他，趁着秦王在看燕国的地图
卷首时，荆轲就趁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剧毒匕首来刺杀秦王。
秦王虽然早就有了提防，但还是吓了一大跳，半天都回不了
神。直到有人提醒秦王身后有剑，秦王才拔刀杀死了荆轲。
就这样荆轲死于秦王的宝剑下。

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
英雄，既然明白刺秦王必死无疑，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毅
然走险，走上了刺杀秦王的不归之路。是一个以国为重的英
雄豪杰。

我认为荆轲是一个豪侠，是一个傲视人生，战胜胆怯的一名
英勇战士，他的勇气虽然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但这股英勇
无畏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也是这种精神让许多弱势群体战胜



了胆怯，恢复了应对生活的勇气。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我们都需要勇气，来应对流言蜚语”。
是的，人人都需要勇气。我们需要它来应对一切成功与失败，
我们需要它来应对一切是与非，我们需要它来应对一切一切
的事物。

同学们，当你应对一个选取时，你有勇气去选取?去应对吗?
当你上讲台在老师同学面前读一篇演讲稿。你有勇气吗?当自
愿竞选班干部时你有勇气吗?把你的勇气拿出来吧!每一件事，
当你决定要做时，那已是成功了一半，因为你有勇气去做它，
你很有胆量。古往今来，有多少件事是因为有勇气才去做的?
可能寥寥无几。小鸟飞过大海，它必须能飞过去吗?那务必要
尝试。在尝试之前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

比起荆轲，再来看看我，应对难题，胆怯了;应对体育的600
米跑，胆怯了;应对一张张的英语试卷，胆怯了;在一点点的
小事情上，胆怯了;甚至有时上课时连举手都会胆胆怯怯。真
不就应呀，我就应在应对挑战时我们都应相信自我是个强者，
充满勇气去迎接挑战。

朋友们，勇气不能战胜一切，却足以让我们傲视人生。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二

最近我读了《荆轲刺秦王》，它主要讲述的是荆轲刺杀秦王
的因由及全过程始末，读完之后我深有感触，荆轲刺杀秦王
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挥之不去。

公元前227年荆轲抵达秦国国都咸阳，并通过秦王的宠臣蒙嘉
的引见，以谦卑的言辞求见秦王，秦王大喜，特地穿上君臣
朝会时穿的礼服迎见荆轲，荆轲手捧地图敬献给秦王，在地
图完全打开，图穷匕现之际，荆轲趁势抓住秦王的袍袖并举
起匕首刺向他的胸膛。但是还未等到荆轲近身，秦王已经惊



恐的挣断了袍袖，荆轲随即追逐秦王，两个人绕着柱子奔跑，
结果后来秦王拔剑砍下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无法再追下去，
便将手中的匕首掷向秦王，结果却击中了铜柱。“惜哉剑术
疏，奇功遂不成。”荆轲失败了，功亏一篑，可悲，可叹啊！

功亏一篑终究意味着失败，荆轲和燕国都为这次失败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身死国灭！纵观全文，我看到的是一份精心策
划近乎完美的谋略与荆轲他志向意图明朗的侠义之举啊！究
竟导致他功亏一篑的原因是什么呢？荆轲本有识人之明，认
为秦武阳不是实施计划的适当人选，而因为太子丹的干预，
最终放弃了自己正确的选择——这也便是荆轲的谋略上的缺
点！由此看来，荆轲如果采取正确的决断，坚持正确的选择，
那么秦王会必死无疑了吧！然而，历史是不能容许我来予以
假设的，真实的历史残酷地说明了荆轲还是犯有严重的错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将荆轲否认，在他身上，我们还是可以
看见许多非常崇高的精神。首先，他十分忠诚，忠于国家，
忠于自己的主人太子丹。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
都只有一次，但是他却能在一个国家陷入危难之际，以壮士
的身份挺身而出，丝毫不为自己的性命着想，为了国家他可
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太子丹对他稍微失去
了点耐心他就十分过意不去，甚至改变了他等朋友的计划。
这在客观上也减少了他成功的可能性。荆轲如此忠诚，也完
全称得上是“士为知己者死”了吧。

第二便是他的侠肝义胆，他虽然谋略不行，但是十分有胆识：
荆轲明明早在易水河畔慷慨悲歌时就早已知道自己的下场，他
“心知去不归，徒有世后名”可是他依然义无反顾，为了自
己的国家慷慨赴死，这样的侠肝义胆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壮士荆轲有一种像革命先烈一样的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的精神，虽然他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值得我们学习。可是他
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称道！我们应该做一个像荆轲一样能为
祖国付出一切的爱国者！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三

《东周列国志》所讲述的故事是西周结束至秦统一中
国。“荆轲刺秦王”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公元前227年强大的
秦国即将统一六国，正当秦王的大军势如破竹，燕太子丹为
了报仇，找到智者田光，向田光请教。田光把荆轲介绍给燕
太子丹。而田光为了激发荆轲的斗志，自刎了。荆轲出了一
条计策，由自己带着樊于期的人头和督亢地区地图，献宝时
趁机杀掉秦王。而樊于期知道后甘心自刎。接着，荆轲与勇
士秦舞阳，便要前往秦国。他们在易水边告别，荆轲和着悲
壮的音乐唱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句话成了千古名句。他给秦王看燕国都亢的地图，当看到
地图最后的时候“图穷匕见”，于是荆轲拿起匕首就向秦王
刺去，可惜他没有成功，最终惨遭毒手，壮烈而死。荆轲虽
然死了但是他的英雄形象却永远被后人传颂，他的名字也永
留青史。正如文天祥所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荆轲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秦国统一天下已经形成定局，小小的燕国根本不是秦的对手，
所以只能以刺杀秦王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然而荆轲并不是燕
国人，他只是一个流亡他国的侠客。所以他去刺杀秦王并不
只是为了挽救燕国，而是为了所有的诸侯国和遭受苦难的黎
民百姓。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的侠肝义胆。秦王嬴政既然有
统一六国的实力，那么他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杀的。所以为
了刺杀的成功，荆轲说服了秦王痛恨的将领樊于期，让他献
出了自己的首级。然后又准备了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
的地图，当然还有一把锋利无比并且带有剧毒的匕首藏在地
图中。

看来荆轲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匹夫之勇”，他是个有勇有谋
的英雄。可能是运气不好，荆轲没有成功。而且使秦舞阳，
樊于期，田光，三位勇士身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我欣赏荆轲。我欣赏他的侠肝义胆，他的不畏
强权，他的智勇双全，他的视死如归，还有他的英雄精神。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四

与我相对而坐的，就是秦王。他是个四十上下的人，脸上虽
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觉
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便拿起剑来反复地擦拭。

“大王，看一下地图吧!”我用近乎哀求的语调问他。他没有
反应，脸上的皱纹似乎刻得更深了。多子、饥荒、征战、治
理国家，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过了许久，他才轻轻点
头，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地图。

秦王眉头紧锁，眉宇间露出阳刚之气。看着这份薄薄的地图，
他的心仿佛都要碎了，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神色。

“你回去吧!”他轻轻地对我说。而我，面对这张地图，眼圈
不禁红了，几滴晶莹的泪珠滴落下来。“不，让我再望一眼
吧!”我再也控制不住，转身紧紧握住地图，微微一笑，痛苦
地说：“让我讲解吧!”

无风，很静。

热潮如刀，刀刀催人老。

秦王与我对坐，手中的地图再慢慢争夺。

他终于出手了。

速度之快，动作之神勇，谁也没有看到。

转眼间，地图已经平铺在桌上。

我无动于衷。

一切只是开始。



只是秦王，嘴角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我再心中暗想：“没想到这厮出手忒快!”秦王只道一
声：“聒噪!”便坐下来等我讲解。

“我国土地广阔，这里，盛产匕首。”

秦王看见，只轻蔑地说：“看你这人好不君子相，原来你国
只产匕首!”

我终于忍无可忍，拔出匕首刺向秦王的心脏。没想到他却凌
空飞跃，双掌带着劲风拍在了我的身上。我暗暗叫苦，将功
力提到了九成。无奈秦王出手之神速令我目不暇接。我面如
死灰，只听一声脆响，秦王的利剑已经抵在我的额前。

我，伴着轻轻的脚步声，被拖了下去。

只是秦王，他轻轻的低吟了一句千古绝唱：“问君能有几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五

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请刺客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为了能
近距离的接近秦王，荆轲假借献地图为名去见秦王，把匕首
藏在地图中。地图展开后，匕首露了出来，荆轲便拿匕首刺
杀秦王，没有成功，荆轲也丧命于此。

我特别欣赏荆轲这个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毫不
畏惧的进入号称狼虎之国，与秦王斗争，一句“今日往而不
反者，竖子也”表现了他的勇敢。易水畔的“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诀别，这句话更表现了荆轲
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荆轲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侠义之士，虽然他刺杀秦王并未成功，



但是他的勇士精神被世人永远颂扬！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六

《荆轲刺秦王》是高一年级的第二篇文言文，这篇文章并不
是写荆轲刺秦王的场面，而是写荆轲为刺秦王而准备，情节
曲折，令人回味。

但是偶尔看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才发现，荆轲其
实是个一侠肝义胆，不畏强权的人，他虽不懂一个之力难为
力挽狂澜的道理，也不懂秦帝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但至少他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
而出，不避艰难，不畏强权的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他为了太子的“恩”而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这一点又有几
个人能够做到，他明知去就一定是死，无论成败，死字当头，
可他却义无返顾，走向了死亡的深渊，但也同时走上了精神
世界的天堂，虽末成功却名垂千古，成为四大刺客之首。

如果有一天，我接受了他人的恩情，不知是否能为他豁出性
命，也许现在人对荆轲有太多的不解，但是荆轲却毫不在乎，
他侠肝义胆，司马迁曾赞道。

他是卫国人，替太子舟充当刺客并不是基于对国的.爱，而是
对恩的回报，勇往直前，即使前面是深渊。

最后，对于这篇文章，给我的不解太多，但给我的遗憾却更
多，就如错过雨后彩虹的几分钟，但我可认骄傲的说
道：“我，读懂了荆轲！读懂了这个传奇人物。”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七

我最近我读了《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荆轲刺
秦王的整个过程，看完后让我很感动，荆轲刺秦王的场景仍



然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重播，久久挥之不去。

荆轲也算一个明白人，他知道秦舞阳并不是实施计划的适当
人选，因为太子丹的干预，最终放弃了荆轲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荆轲最大的缺点，光有勇，没有谋，没有绝好主见！
由此看来，如果荆轲先期就采取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始终坚
持自己正确的选择，然后秦王必死无疑！然而，历史是不允
许假设的，荆轲刺秦王失败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荆轲刺秦
王是建立在犯了严重错误前提下进行的。

可是，荆轲刺秦王虽然失败了，可是我们不能全盘地否定他，
我们可以看到荆轲有着很多非常崇高的精神品质。首先，他
是非常忠诚，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主子。其次，他侠肝义
胆，虽然他的战略谋略不深，但是他非常勇敢。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是当之无
愧的`勇士。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八

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请刺客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为了能
近距离的接近秦王，荆轲假借献地图为名去见秦王，把匕首
藏在地图中。地图展开后，匕首露了出来，荆轲便拿匕首刺
杀秦王，没有成功，荆轲也丧命于此。

我特别欣赏荆轲这个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毫不
畏惧的进入号称狼虎之国，与秦王斗争，一句“今日往而不
反者，竖子也”表现了他的勇敢。易水畔的“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诀别，这句话更表现了荆轲
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荆轲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侠义之士，虽然他刺杀秦王并未成功，
但是他的勇士精神被世人永远颂扬！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九

我最近我读了《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荆轲刺
秦王的整个过程，看完后让我很感动，荆轲刺秦王的场景仍
然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重播，久久挥之不去。

荆轲也算一个明白人，他知道秦舞阳并不是实施计划的适当
人选，因为太子丹的干预，最终放弃了荆轲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荆轲最大的缺点，光有勇，没有谋，没有绝好主见！
由此看来，如果荆轲先期就采取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始终坚
持自己正确的选择，然后秦王必死无疑！然而，历史是不允
许假设的，荆轲刺秦王失败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荆轲刺秦
王是建立在犯了严重错误前提下进行的。

可是，荆轲刺秦王虽然失败了，可是我们不能全盘地否定他，
我们可以看到荆轲有着很多非常崇高的精神品质。首先，他
是非常忠诚，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主子。其次，他侠肝义
胆，虽然他的战略谋略不深，但是他非常勇敢。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是当之无
愧的勇士。

荆轲刺秦王的读后感呗篇十

秦将王翦破赵，掳赵王尽收其地，进军北略地，至燕南界。

群雄并起的战国已接近尾声，秦王嬴政怀着一颗吞并六国的
狼子野心，登上王位，继承历代先王的基础，开始吞并六国。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国力与日俱增，到了嬴政的手里，秦扫
六国一统天下成了只是时间的问题。

各国战败、投降的战报接连传来，燕太子丹那布满血丝的眼
里回忆起了自己被送到秦国当人质时受到的耻辱，他深知自
己的国力根本不是强秦的对手，他想出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计



谋，痴心妄想做最后一次垂死挣扎。在田光的引荐下，荆轲
来到了太子丹的身旁，一曲英雄的悲歌就此奏响，一段传奇
的故事就此开始。

“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太子丹的
急躁自以为是的痴心妄想，固执己见地派遣一个色厉内荏的
秦武阳作为荆轲的副手，这一举措推动这一曲英雄的悲歌响
彻云霄。无可奈何之下的荆轲只得留下一句“今日往而不反
者，竖子也！”的话语，提刀告别。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多么悲凉的乐章。
也许荆轲知道此行必是凶多吉少，但英雄向来有恩必报。当
荆轲登上前往秦国的车骑到终已不顾，司马迁轻轻地一笔带
过，但细思之会发现荆轲没有回首中夹杂着太多的感情。也
许是他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壮；也许是认为自己与太子丹两
不相欠；也许在深思将如何应对不测之强秦；也许是不希望
好友高渐离看到自己的绝望。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一切
都看似完美，毫无瑕疵。一切都像太子丹所希望的那样按部
就班。这曲英雄的悲歌婉转低沉地奏向高潮。

伴随着悲壮的曲调，“起，取武阳所持图。”秦王嬴政那满
是威慑力的声音响起，在秦王威严的面孔之下，外强中干的
秦武阳早以色变振恐，这一切都看在荆轲的眼里，秦武阳引
起来群臣及秦王的怀疑，自己最大的优势已经不再，出其不
意成了不可能。当旋律越过高潮，余下的便只有跌入谷底的
绝望。荆轲知到此刻留与自己的唯有失败的结局。

“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矣。”事
败以后，荆轲并没有像其他的庸夫一样垂头丧气，而是为自
己传奇的一生作最后一次诠释，尽管知道此行必败，但作为
英雄的他知恩必报；尽管知道从此天下尽属秦，但英雄的他
仍愿凭一己之力改变现实。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时光也不会倒流，事实也不会改变，在
多年后的今天，在一遍遍读完这个故事后又一次次为荆轲感
叹，岁月在增长，仍在为荆轲的命运打抱不平。

其实刺秦的成功与否，这都是一曲英雄的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