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精选14篇)
岗位职责通常由公司领导或上级通过书面文件或口头指示进
行规定和传达。积极参与培训和学习机会，增加自身的知识
和技能储备。岗位职责：负责客户技术支持和问题解决，提
供专业的技术咨询和培训。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一

在埃德加·斯诺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中，我被作
者坚强的精神所感动。

作者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军队如同一道长
城，连绵不绝，使中国红区宛如一座孤岛，可作者并没有退
缩，而是选择越过那道长城。他并不了解中国红军是怎样的
一支队伍，他可以把非议置之度外，勇敢地踏入这片土地，
在这条路上，他遇到许多困难，白匪军的追杀等，但他终于
排除万难，开始与红军接触，把他之前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文中的作者遇到问题时，他选择去探究，去试验，直到自己
了解真相，他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

但我就没有这种毅力，我遇到问题时，很轻易地放弃，遇到
困难时，我会选择逃避，而不是去面对。做任何事总是缺少
那一份勇气，一份毅力，使我很难做成功一件事，因此我的
成绩也很难提高上去。

以后我必须改掉自己的惰性，以文中的作者为榜样，学会勇
敢，学会坚强，遇到困难不退缩，做什么事情都不放弃，坚
持到底，多一份探究的劲，使自己不断完善，做一个男子汉，
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做一个像作者那样勇敢的人。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二

1949年前的中国，或许并不完善，但是她却拥有一群完善的
缔造者。

——题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功
伟绩，但是却只被浓缩成了几个宏大的代名词;很多英烈光华
闪烁的姓名，仅仅只是被“共产党”，“红军战士“这样笼
统的称谓所代替。

我，不知所言。

今日，我想有些人，也应当被牢记，比方“邓发”。

邓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国共内斗，共产处于下风之时，
照旧铤而走险，深入敌内，不断供应重要情报。可以说，共
产党的成功，邓发功不行没。

在《红星闪烁中国》中，埃德加·斯诺对于邓发有如下一段
描写：“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
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假装，他并
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

短短几行，却饱含了不少的讯息：邓发是个卧底，他熟知身
份，且经常锻炼，身体健康。

在书中对邓发并没有太多的文字去描绘，只有寥寥数百字，
而字字皆为精髓，我读到的是一个幽默幽默，在敌人的狼窝
中，靠着冷静睿智，与敌人周旋，也照旧保持着强大的心态，
不畏任何危急的宏大共产党员，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为国
无私奉献的邓发。



我想，新中国的成立，也是有着许很多多像邓发一样的人，
发着光，发着热，尽管最终泯于无形。假如树立一个纪念碑，
或许应当有很多从未耳闻，却立下丰功伟绩的英烈被铭刻吧。

或许1949年前的中国并不完善，但是，她有一群完善的缔造
者，正是有他们的努力，才有今日这个前途无量的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三

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我体会到了斯诺笔下的中国共产党
人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并且
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旧时代任人欺凌，落后挨打的局面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沧桑巨变。
能取得这一伟大成就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用大无畏的
革命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四

知道这本书很久了，但真正坐下来静静的细细的翻看却是第
一次。打开它，一幅幅画卷跃然眼前，一个个故事向我们诉
说，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革命先烈们却都有血有肉的站在
了我的面前，向我们展示了一群有气魄有力量有风度有抱负
的革命先驱、一段令我们骄傲自豪的历史。

红色之旅对斯诺来说是一段神秘而又奇妙的旅程，一个外国
人竟然和千万里外的东方古都的农民、战士有了紧密不可分
割的联系。

斯诺的这本书，我理解他分为5个部分，探索红色中国，中国
共产党的由来、长征、同红军在一起、回到白色世界，全篇
他带着疑问，走进了红军生活的地方，从这里他认识了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他也对共党产生了最初步的认识，慢慢
的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
国共产党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指导，让老百姓的生



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巧夺大
渡河、飞夺泸定桥，过草原，头上顶着战斗机，面前迎接着
大自然带来的挑战。掉队，互相团结，重重困难没有压倒他
们。可现在的我们呢，一点挫折也受不起，自杀，跳楼一件
又一件，甚至，还有的大学生，为找不到工作而，轻生难道
生命就如此的不珍贵吗？你想想看，我们如今的物质生活比
红军那时候好多了，为何这样的生活还支撑不起你强大的内
心？知足吧，没有红军那样的团结一心，我们至少要有他们
坚定不移的信念。什么信念？为正义，为祖国拼命的热血情
怀！如今的中国，全是建筑在死去红军的血肉之上，不为你
自己，也要为祖国，那是多少人逝去的青春，又是多少人夜
以继日的努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自杀，这样的革命价值，
是警钟是不可估量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起码要珍惜好它，
才谈得上自身为祖国的奉献。

再说说，红军外有敌人，内有忧患，自己人都想至红军于死
地，这样一只两面受夹击的军队，却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他
们纪律森严，不沾染一切恶习，坚持不拿人民群众的一针一
线，他们为无产阶级的人民打仗，帮助贫民，人们都惦记着
他们的好，自愿参军，铮铮男儿血本性。而如今的社会，男
生没有血气，做美妆博主，不务正业，宁愿在家啃老，也不
愿参军，化妆，打耳钉不在话下，想想在战场上杀敌的男生，
头破血流，都是家常便饭，他们才拿出了男儿的本色，超越
了自我，这是男儿，这是革命时期最man的人。

我敬佩他们，男生应该忙于事业，为社会奉献有奉献，因此，
革命中的红军是觉醒的东方雄狮，既有血性，又有信仰，他
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在那个硝烟纷飞，枪声起伏的战场上，有一群红军战士在草
丛里埋伏，他们一定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五

近日，我读了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一本书――《红
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里面记录着的那些可敬的
红军战士们和我党中央负责人的“赤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我，令我心潮澎湃。

这本书讲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在中国做采访的各种所见所
闻“用事实说话”，记录了1936年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
当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红军将领们的趣事，以及斯诺自己
对红军的看法和客观评价。让西方人第一次了解“红色中
国”。

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红军战士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为了新中国，一次次地拼搏、奋斗，甚至献出他们宝贵的生
命也在所不惜。这时，我又想起20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们的党，我们的先烈们经过艰苦卓绝作文的斗争，终于
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我们
的祖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发展成
如今这样一个安宁、祥和、强盛而自豪的中国，这不正是靠
红军战士们英勇爱国、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出生入死大无畏的
战斗换来的吗?这不正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
死拼搏而来的吗?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常怀感恩之心，不
仅是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先烈顽强拼搏的精神，更是为
现在繁荣昌盛的中国!

作为新时代“赤色少年”，我们更应该向革命先烈学习，学
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一定要把先辈们的“赤色精神”继往开
来，并发扬光大。我们必须发愤图强，让“赤色中国”更加
繁荣昌盛，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六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通过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展的实地考察写下的。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
的军事策略;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这本书先后被译
为二十多种文字，并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
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之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
作品。这本书具有强烈得时代印记。随着书页的翻动，使我
仿佛置身于70多年前的战争年代，走进西北苏区使我对革命
先辈们倍感崇敬，对伟大的祖国更加热爱。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年轻领导人进展采访，他们个人的经历，
正像斯诺所说已不仅仅是他们的`历史，更是共产主义在中国
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用户和支持的
记录。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
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全世界。读《西行漫记》，
我看到的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共苏区，是为人民群众浴血
奋战的革命先辈，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优秀中国共产党领袖，
是一群一心一意为了民族生存、国家存亡不断拼搏奋斗不息
的青年。更看到的是中国的希望--那些藏在我们骨髓中、到
危难关头一定会爆发出来的昂扬斗志。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
国共产党能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并成功领导民进展社会主义建
立的原因。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七

如果中国没有解放，在一个个充满枪声。炮声的日子里，百
姓是多么痛苦啊！我想你们都在繁华的城市生活，我们今天
的幸福，谁又想过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都是谁得来的
呢？这都是工农红军得来的`这几天我怀着好奇地心情读完了
《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这本书用讲故事的形式，详细介
绍了工农红军如何用智慧和斗志战胜蒋介石。勇猛战斗，以
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战胜敌人，在失败中不灰心，不气
馁，在途中帮助过许多百姓，深受百姓的爱戴。这本书其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官帽山上的300多名红军被敌军重重围困。
红军团长许光达突然看见有一条长长的藤罗，马上带领300多
名红军战士用藤罗顺利下官帽山。红军战士用智慧和勇敢突
围了。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八

是信仰，他们有着统一而坚定的信仰，为此可以付出一切。
因此，-军队才能绝处逢生，最终取得胜利。

还记得斯诺写道，他刚来到红区时，和他同行的还有几个人，
只有斯诺可以骑马，而且他的马就如一条瘦狗，其他人只能
骑驴子，当斯诺问，难道你们平日骑得就是这种马吗？随行
人员说，好马都被送上前线了，不管是谁的马，只要足够健
壮，全部送上前线。一切好东西都优先供应给前线，就算是
主席也不能藏私。

在这里，我看不到自私。所有人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坚持不
懈地奋斗着。

长征毫无疑问是一次伟大的征途。我认为，他是中-人百折不
挠精神的象征。红军翻雪山、过草地，越过了一道又一道天
险，度过了一个有一个难关，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艰
苦卓绝的`斗争中，红军的军心始终如一，从未涣散过。他们
百折不挠的精神令我敬佩。

反观现代青少年，心理素质极差，甚至会出现因学习压力太
大而自杀的情况。我们应继承红军战士们百折不挠的长征精
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情况多么险峻，都不应该放弃。红
军那么艰难都熬过来了，我们也能一代更比一代好！长征精
神要长久地传承下去。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九

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眨着眼睛，它并不是永恒的，只有
在夜里才会展现自己。而红星是永驻人们心中的，照亮着那
颗迷茫的内心，引领我们成长。

80年前，中国沦陷，一直在和侵略者作斗争。美国的记者埃
德加·斯诺，满怀重重疑问，对这个未知的红色中国有着许
多的谜团。他孤身一人来到中国，探索着红色文化，将所见
所闻，一点一滴都记录了下来，编成了一本饱含中国历史的
书——《红星照耀中国》。

当我们呱呱落地时，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硝烟，没有轰
炸声，更没有那一条条生命死去的惨叫声。我们有谁想过这
是谁给我们的？是党！是那些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战士！
是那颗闪耀在心中的红星！

打开书橱，抽出一本泛黄的书籍。近日，我走进了红色的中
国，仿佛历史重现一般，作者以第一视角向我们展现历史，
我内心澎湃不已。作者以平实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讲述红区
里的人物和事件。他搜集了大量资料，记录了革命斗争的谈
话，以文字的形式将充满热血、激情的岁月呈现。

一路上，他记录了一些领导者大大小小的事迹，如朱德、彭
德怀、贺龙、毛泽东、周恩来，其中花了大量笔墨记叙了毛
泽东和周恩来的相关事迹。还叙述了红军的大学、人民抗日
剧社、万里长征、西安事变等。通过这位来自美国的记者的
文字，让我们深刻地领悟到了国民党的凶残，没有人性，与
红军激起内战，对那漫漫的万里长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红
军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怕牺牲，坚持到最后，体现了
无畏的精神。是他们心中的红星一直引领着，给他们信念与
决心，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作者来到红区，听那里的村民讲红军的故事。或是初来乍到，



那几个小同志没有给好脸色。作者看到这么几个小孩子感到
惊讶，本该有的天真烂漫被这场战争所吞噬，肩上担负起保
家卫国的责任，褪出了稚气，展现出男人的刚毅。

斯诺在书中狠狠地驳斥了国民党，他们在外到处宣扬吹嘘说
共产党是“土匪”、“狂热分子”，让人们对红军有误解。
国民党在内部搞破坏，与红军作对。通过这本书，揭发了国
民党的恶行。周恩来的几个事例所有人都会知道一些，他的
才华令人敬佩，多次巧妙地反驳外国记者想要讽刺的话语。
后来斯诺随周总理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
物是永远描述不完的，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忍受了比常人更
多的痛苦。他作为主席，从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一心
只为人民服务。斯诺每天晚上，都会和主席谈话，毛泽东并
没有一分不愿意，很热情地与斯诺交谈。在谈论的过程中，
毛主席聊得更多的是其他革命战士，并没有过多地描述自己，
可见他为别人想得很多，为自己想得少。书中描写毛泽东是
一个颇有成就的学者，博览群书，对历史是深入的`研究，做
所有事情都是一丝不苟，没有半点马虎，遇事非常冷静等等。
还有好多优秀的品质，这是一个优秀、伟大的党员。除此之
外，还有其他优秀党员，身经百战的林彪，拿着菜刀就干的
贺龙，十七岁就攻打粮仓的彭德怀等。通过作者的讲述，那
时战争时的场面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百折不挠，拼死斗争，怀着那颗闪耀的红星。

作者还随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一路上困难重重，一个又一
个的问题出现：没有粮食了？走不动了？受伤了？等等状况
异常的艰辛。经过了各种高山、陡崖、大雪山、草原，作者
还随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一路上困难重重，一个又一个的
问题出现：没有粮食了？走不动了？受伤了？等等状况异常
的艰辛。经过了各种高山、陡崖、大雪山、草原，这都对红
军造成了威胁。可他们顽强刚毅，不肯服输，不折不挠，和
内心坚定的信念，终于长征结束了，他们胜利了，红军是战
无不胜的力量！



这一幕幕的历史画卷，不管是浓墨重彩，还是轻描淡写，都
是那么令人兴奋、喜悦啊。当冲锋号的声音响起，当发自内
心的尖叫声响起！“我们胜利了！”这五个字终于成为了现
实，所有以前所受的苦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全中国人民
解放了！

这本书提醒着我，我们现在是幸福了，但是不能忘记这一切
美好的生活都是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红军是我们的骄
傲，身为国家的后辈，应担起身上的责任，为祖国赴汤蹈火！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十

《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毛主席和蒋介石对抗之时，这本书
的作者也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专门来到我们国家，
来寻找那个能统治国家，爱护人民的人。

他先去采访了国民党，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蒋介
石更是荒唐，他是先除掉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合作一起打败
日本人。后来斯诺经过重重阻拦来到红色苏区，采访了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他采访完毛泽东，看见毛泽东在路
上碰到农民，就跟他聊上了几句，探讨探讨种地的问题，问
农民今年有没有收成，埃德加斯诺就想，南京政府悬赏二十
五万来要毛泽东的人头，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的聊着天。

在红区里有一所红军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
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在一班老练的战士们组成
的学生里，平均年龄二十九岁，没人有平均八年的`作战经验，
以及平均三及处的伤疤。这个大学大约就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
“高等学府”。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十一

终于找到了答案，然后写出了大名鼎鼎的作品《红星照耀中
国》。



这本书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人物：邓发、贺龙、林彪、彭德怀、
林伯渠，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变得鲜活，让人们能更深刻地
了解他们，比如周恩来，他富有个人气质，不屈不挠，处事
冷静，这也是为什么他成功领导了起义但可惜最终失败了。

其中，我最敬佩的伟人是毛泽东，他是“中华人民苏维埃主
席”，不过我更敬佩的是他的精神，他勇敢无畏，勇于反抗，
表现在他勇敢反抗封建势力，公开反抗父亲，保卫自己的立
场，积级组织新民学会，专门反抗湖南督军；他一心向党，
虽在秋收起义间被捕，险些枪决，最后死里逃生，依然继续
工作。

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呈现他的`个人经历，也呈现了整个红
军的成长。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十二

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感受颇深。

毛泽东，我们伟大的领袖。一个平易近人，富有幽默感、朴
素的人。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和他的夫人只是住在两间窑洞
中，四壁简陋，空无所有，仅仅挂了一些地图。虽然他做了
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
可是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只是一卷铺盖和几件随身的衣物。
他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伙食普通，
衣着简朴。

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一丝不苟。有一阵子作者向他采访共
产党的党史，中途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
是他要求作者改期再谈。在接下去的三四天中，他专心读书，
似乎其他什么都不管了。他是一个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的人。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他坚持不懈，不屈不挠，不
是一下子就这样的。少年时代的他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



在学校刻苦读书，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锻炼他们自己。
他们知道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困难困苦的能力。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有着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他讲到在
战争死去的同志或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的死人事件时，
他的眼睛总是湿润的，他和红军战士们共进退，因为有了他
卓越的指导，红军变得更加强大。

读了书中的三四篇，文章内容丰富多彩，我知道了好多事情，
里面的情节深深影响了我。

这么多年过去，很多内容还记得清清楚楚。借着这次全民读
书活动之机，使我重新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重读了一遍。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十三

在我的书橱里，有一本被小心保存起来、十分崭新的书——
《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是美国作家斯诺写的，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故事。红军
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感动。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怕
牺牲，顽强拼搏，体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其中《红小鬼》这一章中说的是有一些孩子才十岁就当上了
红军，其后一生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每一个红军驻地，
都会有一个少年先锋队的模范连，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十几岁的少年。

我们现在也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可我们现在的生活无忧无
虑，生活条件也很优越。在那时，吃的东西很少，经常用树
皮和树根来充饥，想吃一个苹果都是奢望，红米饭、南瓜汤
就算得上是美食了！

在那时，因为革命的信念，每个人做什么事都尽全力去做，



没有一点松懈。而现在我们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做事总会
漫不经心，马马虎虎。有时正是这一点点的马虎，就会出现
失误，事情便会做不好。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长征折射出的
可贵精神，但是这些精神恰恰是照耀未来民族前进的一盏灯。

3想想在那时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就肩负重任，经受了现
在难以想象的苦难，很多甚至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年幼而宝
贵的生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

我们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
不能失去信念和信仰。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十四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中日战争时期深入中国采访
多次采访中共领导人。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
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做出的不懈
努力，亦表现了他们乐观向上，甘于奉献，奋力拼搏，勇往
直前的红军精神。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人的红色
革命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光的“红星”，永运照耀着朝
气蓬勃的新中国。

在书中，刚开始写道许多外国人对红军存有很大的争议，而
埃德加·斯诺也对此很好奇，于是他便乘大慢车去了中国。
到了中国，见到了红军，斯诺震惊了，震惊于红军的团结，
震惊于红军的坚定意志，更令斯诺震惊的就是那些“红小
鬼”了，他的当中最小的'才9岁，平均年龄18岁，他们虽小，
却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用不寻常的童年谱写出一
曲曲生命的壮歌。

100年后的今天，如书上所说，共产党如一颗红星照耀了全中



国，让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