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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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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一

最近阅读了一本白话版的《资治通鉴》，随着阅读的进行越
发感觉这部书字字珠玑。

《资治通鉴》是北宋多学科通才司马光花费19年编写而成的
横跨16个朝代，由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的巨著。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打响了反抗暴秦的第一枪，但是不
到半年陈胜就被杀身亡。司马光在评价失败的原因时，分析
道首先是陈胜在时机不成熟时着急称王，再就是滥杀熟人，
亲近苛刻督查的人，将领们带兵攻占土地回来，凡是与命令
不相和的，就把他们逮捕治罪，从而导致将领、朋友都不亲
附他。

楚王韩信因势力过大引起刘邦的不安，进而用计捉住韩信，
封了个没有实权的淮阴侯。刘邦问韩信他能带多少兵，韩信
说：“陛下你不过能带十万”，而说他自己带的兵越多越好，
刘邦笑他说：“越多越好，那你为什么被我捉住哪？”，韩
信说：“陛下你不会带兵，但很会带将”。

公元前265年，秦国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人要
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做人质才肯发兵，太后舍不得，就没
有答应。触龙劝说：“为什么国君的儿子被封了侯就都没有



好结果呢？因为他们俸禄丰厚，却没有为国家流汗，地位崇
高，却没有为国家立功。如今您抬高长安君的地位，却不趁
现在您还在时让他多为国家立功，一旦您不幸去世，长安君
将凭什么在赵国存身哪？”赵太后听后就同意了长安君做人
质的要求。而《资治通鉴》记载的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京
朝见，陪皇太子喝酒赌博，因为赌博争棋态度不恭，被皇太
子用棋盘砸死。朝廷把吴太子送回吴地，吴王刘濞生气的说：
“天下都是刘家的天下，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送
回来？”又送回去，葬在长安。丧子之痛最终导致吴王挑起
七王之乱。

《资治通鉴》是一本巨著，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
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二

今年寒假，我读了一本名叫《资治通鉴》的书。这本书是宋
朝的司马光编写的。简单地说，《资治通鉴》是一部历史书，
它所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403年起，到公元959年止，时间
跨大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还包括了战国时代、秦朝、
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它是
按时间先后记录历史，所以称为编年史。

其中我感觉最有趣的是《孟母三迁》。这个故事讲述了：孟
子小时候住在墓地旁边，他天天学别人装神弄鬼。孟母觉得
很不好。于是就把家搬到了集市里。可是孟子又学小贩们吆
喝叫卖。孟母就又把家搬到了一所学校的旁边，孟子也跟着
学生们学习知识和礼节。孟母很高兴，便不再搬迁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得到启示，一个人想要成大器，和他的'家
庭环境以及理想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三字经》说的：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刚出生本性都差不多，
但是生活环境的不同，人长大后性格就相差很大。我们在现
实生活中，也要去对我们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地方，例如图书



馆、科技馆、运动场等等。不要去吧、游戏厅等不良场所。
这样才能健康成长。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三

当一个时代面临不尽隐忧的时候，历史学家往往为了有资于
当下治国安邦，为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而回顾历史，企图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借鉴，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
等，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此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
性。

《资治通鉴》－我国最大一部“管理学”典籍。《资治通
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
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年）开始，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
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它是中国最详尽的编年
体史书，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
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
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资治通鉴》
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
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
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
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
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
资政”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意
识增强的表现。

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
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
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
展能够一目了然。《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
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



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
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
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四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编年体通史，是宋朝
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历时9年。
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将这本书名为
《资治通鉴》。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都很吸引人，如：《毛逐
自荐》、《荆轲刺秦》、《指鹿为马》......

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毛逐自荐》这个故事里的毛逐了。

这个故事讲的是公元258年，赵国被秦国围困，派平原君到楚
国求援，平原君要挑选二十个文武双全的门客一同前往，可
是挑来挑去还差一人，这时，一个叫毛逐的门客勇敢地推荐
自己。结果，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威胁楚王，使得楚王答应
联合抗秦。最终解了围。毛逐也因此被平原君奉为了上宾。

读完这本书，不但使我知道了许许多多古代的英雄人物，也
让我受益匪浅。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五

齐威王有即墨大夫和阿大夫两位地方官，一个到任那天开始
就不断有坏话传到齐威王耳边，另一个则是不断的好话传来。
于是齐威王没有妄下结论，而是派人去现场探访之后，才得
出了结论，那个不断有好话的大夫是买通了大王身边的人，
实则政事一塌糊涂；而那个不断有坏话传来的人，反而是干
练之臣。然后齐威王也没有手软，直接烹杀欺上瞒下的阿大
夫，最后齐国群臣都不敢瞎说话，齐国大治。

齐威王用人的经验：明辨是非、小心求证、出手狠辣，三步



环环相扣。对于我们自己做事来说也是一样的，工作中的问
题要有冷静清醒的判断，要自己真的动手去做了去了解了才
能真正知道内情，确定了目标之后就要一击必中解决问题。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六

这一周表现不好，没有按计划读书，没有如期写读后感。主
要原因还是工学矛盾，但鲁迅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我感觉不对，我家洗碗的那
块海绵，晒干了真的是挤不出水来；我倒是认同网上的段子：
时间就像什么什么沟沟，挤一挤，还真的有。）这不，到办
公室静静地坐着，修复一下说了一天话的喉咙，在书香中寻
找人生的真谛，亦是休息也是享受。

小时候跟着大人看晋剧，或者在中学时代听小说连播《三国
演义》，或者上班后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曹操一直是那
种白脸奸臣的印象。后来看《百家讲坛》之《易中天品三
国》，才发现了曹操的正面形象——所谓“可爱的奸雄”。
现在看《资治通鉴》，一件件、一桩桩关于曹操的历史事件，
勾勒出他的形象。有他对汉王朝的忠诚，也有因手拥重权而
对皇帝的不肖一顾；有年轻时代的正义，也有为了维护权力
的邪恶；有礼贤下士的用人胸襟，也有不用君子而用小人的
心机；有建安风骨的道德文章，也有自我标榜的俏色辞
令……他曹操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坏透，也没有好到成为模
范。但我还是喜欢他身上那份让人感动、叫好的君子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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