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族历史读后感(优秀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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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藏族历史读后感篇一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可直译为“平淡
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
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
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
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
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
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
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
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
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
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
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
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
《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
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
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
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
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
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



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
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
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
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
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
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藏族历史读后感篇二

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历史的选择》这一本书。这本书讲
述了中国改革30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这就像那梅花呀，
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中国，一个
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
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千磨万韧还坚
劲，选择了粉身碎骨全不怕。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
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狮。

汩罗江上的一圈涟漪，让我不得不想到屈原，一个愤世嫉俗，
报国无门的臣子，用孤愤的诗行代替了富贵，用楚辞《离骚》
洗去了历史的铅华，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豪情壮语成为后人追求理想的动力，铮铮铁骨的他被后人
所景仰。

正是这些在漫漫岁月里历史堆叠而成的刻痕，才令中国拥有
了如此深远的文化。漫长的文化历史中，太多太多的奇迹被
中国所创造，甚至成为绝响我们文明的精髓，我们人民的劳
动成果，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毁去，我们的万园之园就这样
随风而去，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大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
在风雨中永葆生机。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成阳光
下无言的石柱，而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
带来了喷涌而出的生机与绿意。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
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



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啸仍是当
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
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
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历史选择了你，
我的中国，永远的中国。

藏族历史读后感篇三

20_年11月16日至17日，安徽省初中历史新课程课堂教学竞赛
活动在大禹治水圣地、霸王别姬的垓下古战场——蚌埠拉开
帷幕，本次活动云集了全省各地的评委老师、参赛选手及观
摩老师。本人也随同包河区的同仁们一道前往观摩学
习，，16日上午半天共观摩了7场说课，16日下午至17日共观
摩了9场授课，时间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天，却感觉收获颇丰，
现将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报告如下：

这次竞赛分说课与上课两个部分分别举行。我觉得几节表现
较好的说课还是有一些共同点：一是内容全面。完整的说课
内容包括课标分析、教材分析、学生分析、分析史学成果、
教学目标诠释、教法学法的预设、教学评价，还有板书构想，
重点则应是教学过程的阐述。二是准备充分。比如，大部分
选手的说课内容都是用课件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课件制作水
平有明显差异，合肥市的选手明显技高一筹，制作的课件让
人耳目一新，其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的风度就很明显透露出
其基本功的扎实与深厚。其三，注重新课的导入。如合肥市
三十二中的徐宏敏老师，在《美国的诞生》一课中先展示中
国大陆首艘航母“辽宁号”图片，接着打出美“萨拉托加
号”、“华盛顿号”、“列克星敦号”等三张航母照片导入
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的诞生，让人耳目一新。其
四，注重教学设计的整合。如合肥市三十二中的徐宏敏老师，
在《美国的诞生》一课以“第一站波士顿”、“第二站莱克
星顿”、“第三站费城”、“第四站华盛顿”来讲述美国独
立战争的过程。而合肥55中叶玲老师以《汽车工人日记》为
线索，将《工业化的起步》整合成四个板块:“展翅凌云的壮



志”、“腾飞苍穹的业绩”、“搏击长空的保障”等，处理
的非常不错。其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厚的理论素养。
有些老师在说课的部分环节中还加上了理论依据说明，就显
得特别有深度。而说课之后，评委老师一般都要问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大多与教育教学理论有关。

当然，真正检验水平的还是授课比赛。这次竞赛，在上午上
课的选手是在前天晚上抽题，在下午上课的选手抽题时间是
在当天上午，因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又是在一个陌生的
环境中，难度更大。在本环节竞赛当中脱颖而出者，有几个
共同之处：

一、重视史料教学，即把史料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及探究历
史的证据，以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历史思维能力。

如一位老师在《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共的成立》这一课中，以
《晨报》1918年送行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新闻作为材料，提
问：送行人的心情如何?原因?阅读课本思考为何坚信公理定
能战胜强权?遭遇如何?《晨报》1912年5月2日巴黎和会中国
外交失败的新闻作为材料,提问：中国遭遇到了什么?作为中
国人，你的心情如何?率先走在前面的是哪些人?《晨报》5
月4日五月大事记新闻作为材料，提问：斗争的主力是哪些
人?是不是全国的学生?《晨报》5月26日的新闻展示的口号作
为材料,分析“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是反帝，“惩办卖国
贼”是反封建，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是反帝反封建，
最能体现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后指出口号只是目标
并不代表结果，看材料，运动的结果如何?而后又出示《晨报》
六月大事记的新闻，指出斗争中心和主力的变化，问：有没
有实现想要的结果?接着出示《晨报》新闻问五四运动的结果
如何?并指出这只是初步胜利，并并未取得根本胜利。老师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带着问题寻找信息，设置的问题又一
环扣一环，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学生始终处于思考、探究
的学习环境当中，不仅转变了传统的学习方式，培养了学生
的创新意识，而且有助于历史方法的习得、历史思维能力的



提高，还有效地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道德修养的提
升。

二、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环节设计、重难点处理，知识的
巩固上，多数教师都有所创新，别具一格。

新教材的内容相比过去精简了很多，给我们呈现的多数是一
些结论性的知识，学生不易理解。多数老师在处理教材中重
难点知识时，总是先给学生提供一段视频，或者一段历史材
料，然后根据材料层层设问，引导着学生去探讨、分析、合
作、探究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突破
了重难点。

三、教师的基本素质普遍较强。

在此次优质课评选过程中，参评教师展现了其较强的教师基
本素质，教态自然、得体、亲切，尊重关心学生，爱护学生，
语言准确，精练，正确选择使用教具，专业知识扎实牢固，
知识面宽，驾驭课堂能力强。掌握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熟
练运用多媒体教学。

不过在听课的过程中也有感觉到上课老师有一些不尽人意不
够完美的的地方，比如说各环节努力求新，但做课的痕迹偏
重，设计的痕迹过重，有时就会冲淡主题。所以处理上就有
些偏颇。教学媒体的运用上太多，过繁太花哨，往往达不到
最佳效果。还有的几乎所有的老师在处理《中华文化的勃兴》
中“百家争鸣”这一子目时无一例外的让学生填表格、分组
学习的形式，没有什么创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这次观摩活动使我大开眼界、
受益匪浅，零零散散，笔触所至，皆是有感而发。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受益匪浅!



藏族历史读后感篇四

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诞生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小时候家人
叫他拿波里昂尼。父亲夏尔·波拿巴，是个杰出的爱国主义
者;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女子，也是一
位严酷的母亲。

1778年，拿破仑9岁那年，为了生计，他跟随父亲、舅舅约瑟
夫·费舍及兄长约瑟夫离开母亲从阿雅克肖港动身前往法国。
从今以后，兄长约瑟夫走向了神甫，拿破仑去了军校，舅舅
做了神职人员，四人去法标志着拿破仑的少年时代从今结束。

少年时代的拿破仑没有波澜起伏，但军校的生活却开头转变
他的人生。家庭的清贫使得他过早的成熟，刚刚进入军校仅
仅9岁的他便深知，假如离开了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世界上
将一无全部，当时他的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在军
校时，他信任他的意志力注定会使他胜利。为了毫不怀疑的
取得胜利，他充分利用军校供应的一切优越性，无论多么谦
卑也在所不惜。

1784年，15岁的拿破仑进入了巴黎皇家军官学校。由于扎实
的数学功底，他成为了14名精选出来的非贵族炮兵学员之一，
开头了真正的军训生活。

拿破仑缄默寡言、勤奋好学。他对于抽象的科学他能够运用
自如，其数学和地理学问扎实。他宁静而孤独，他最突出的
特点是高傲自大、雄心勃勃和理想不凡。

拿破仑一生体现出了人类的'超越性，他是个生气的抱负主义
者，读后感《历史人物读后感》。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转
变整个欧洲的丰功伟绩，还有他的勤奋与荣誉。

拿破仑自己这样形容：“事业和前程的大门是向有才华的人
放开的，而不论其出身或财产如何。”对于我来说，假如可



以归类的话，自己的永不满意和大胆的欲望可以归类到野心。
野心是拿破仑心智的原动力和他意志的永恒实质，它是如此
紧密，以至不能同他本身区分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
不觉的程度。

法国人视拿破仑为民族英雄，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拿破仑的
制服下深受，表示憎恨。

藏族历史读后感篇五

在《品三国》的开场白《大江东去》中易中天教授提出了一
个观点，他说实际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面形象，
即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

所谓历史形象就是正史上记载的形象。但历史形象不代表历
史真相。每一段历史都有它的真相，但要弄清楚却相当困难，
因为历史离我们太遥远了。

文学形象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例如《三国演义》。

在我看来，一个人判断一个演员扮演的历史人物的好坏，在
于他平时对那个历史人物的了解，他了解那个历史人物的性
格、气质，再结合演员的相貌来断定他像不像是具有那种性
格和气质的人。但是我坚持人不可貌相这个原则，因此我不
大爱评价历史剧中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