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史记读书心得体会 史记读书心
得(优秀11篇)

工作心得的深化和完善是我们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必
经之路。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军训心得范文，希望对大
家的写作有所启发。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项羽求学无耐心，“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
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
不肯竟学。”

虽不肯学，钜鹿之战却能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大破秦军；战
场英勇无比，无惧无畏；但鸿门宴上却又优柔寡断，没能狠
下心杀刘邦。

有勇无谋、用人不当、偏听偏信，失去将士谋臣之心；性格
残暴又让其失去民心。性格上的严重缺陷，即使连续多场大
胜，却因一场大败，而无力回天，感叹“时不利兮骓不逝”！
甚至没有卧薪尝胆、东山再起之心。

我们身上没有项羽的勇就罢了，但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缺陷。

比如，项羽求学无恒心，浅尝辄止，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不够深入，甚至坚持也没能坚持多久。五十步笑一百步
而已。

不管求学，还是工作，或者精通一项技能，莫不是在孤独中
孜孜以求、试错、反馈、练习、继续尝试，周而复始，经年
累月才能有所成，却又往往急功近利、毫无耐心。



比如，听不得别人的忠言逆耳，虽没有项羽的愤而杀人，却
也常常听不进良言。

至于谋略、策略，不管学习，还是成长，都可以慢慢学习、
成长，关键是即使遇到挫折，也坚持，培养自己坚毅的性格。

陈星润：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夏日绝句》

我只能说，造化弄人。项羽只应该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
有超群的军事统帅才能，战场上豪气盖世，叱吒风云。他能
够以自我为中心，出奇制胜，一生经历大战十余次。然而，
他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优点恰恰是使他在政治上一败涂地的
制约。

太史公在《史记·项羽本纪》并没有过多的否定项羽，但我
们要了解项羽不能仅仅依靠《史记·项羽本纪》，在《史
记·高祖本纪》、《史记·淮阴侯列传》等文章中都有对项
羽的记叙。

项羽是一个有着坚定的信念的人，在他的手下数以万计的生
命逝去，只要是阻碍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
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
软，彻底予以毁灭。但是这一点就恰恰说明了他为什么不能
够成为一名政治家。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除了过人的
胆识和谋略以外还必须有超出常人的远见卓识。

项羽是不善于用人的，这一点是作为政治人物的一大忌讳。
比如说韩信，项羽不能重用他，韩信就投靠到刘邦麾下来，
后来成为刘邦开国的三大功臣之一。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看
出项羽所重用的人，不是项家的人，就是他的亲戚、同乡，



所以项羽的干部团队没有很杰出的人才。项羽还不重视听取
别人的意见，也就是说，项羽的胸襟度量是不够宽大的。韩
信曾批评项羽的缺点说：项羽遇到步将们打胜仗该封爵了，
便刻了一个爵印，却舍不得把这印信交给步将。也就是说，
项羽舍不得把这爵位封给有功的步将，项羽将爵印拿在手里
一直把玩，最后把新刻印信的四个角尖都磨圆了，变成了旧
印，才将这印信依依不舍地赐给立功的步将。这个步将拿到
这爵印，等的时间已经太长，而且一看已经是个旧印了，也
就不感激项羽，自然不会对项羽产生感恩之心，反而会有不
满情绪，这就显示项羽的胸襟不够宽大。

孔子提倡行仁政，而项羽在这个方面也是十分欠缺的，项羽
在这一方面的作为可以用“大仁小爱”来概括。大仁，是指
对全国老百姓的一种挚爱；小爱，是对身边的人之一种关爱。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需要大仁，也需要小爱。项羽对于身边
的人，真是关爱倍至，韩信曾经叙述项羽的故事说：项羽对
于身边的士兵非常的好，遇到士兵们受伤、生病，项羽会亲
自去探望他们，甚至会在他们病床旁哭泣，把自己的食物送
给受伤生病的士兵吃。所以他对于身边这些士兵们非常关爱，
但这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些只是小爱，至于项羽对于全国那
些没有跟他关系的老百姓，则似乎没有爱心。我们可以看到
项羽便曾坑杀20余万秦的降卒，他们是投降的秦兵，既然已
经投降为自己降卒，也就算是自己的百姓，但是项羽却把他
们都坑杀了，这手段实在是很残忍，表示项羽对那些不认识
的降卒是没有爱心的。此外，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时，放火烧
了咸阳的秦皇宫，传说大火连烧三个月不止，这当然也会波
及到咸阳老百姓，因为这些火不可能一下扑灭，所以许多咸
阳百姓也被烧得无家可归，这也是因为项羽不认识咸阳老百
姓所以一点都不疼惜他们，可见项羽在大仁方面是欠缺的。

最后说，项羽最缺少的是还是谋略，项羽本身是位非常勇猛
的武将，他自己说：「自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这只
是战场上每一次战役的胜利，实际当上一个大战争时，大方
向的战略远比每场战役的战术来得重要，若只是在小的战役



因为战术成功而胜利，但最后大的战略却失败，那最后仍是
会失败。我们只要看看日本在二次大战时候，日本侵略中国
在每场小战役上，几乎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胜利的，很少在小
战役会失败，而日本向东南亚与美国的攻击，这些战役都是
成功的，但是他大方向的战略却是失败的，最后导致结果便
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所以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项羽似乎没有
战略，我们从史料中似乎看不出项羽有什么战略，他给人的
印象是东打一拳，西踢一腿，他的出拳踢腿似乎都很有力量，
可把一个敌人打倒，但最后项羽自己也会力竭而死，所以战
略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政治领袖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政治
领袖一个重要要做的事情，是要有一个成功的策略，这样才
能造成最后的胜利。

景可晴：

项羽本纪讲的是项羽二十四岁跟随叔父起兵到最后自刎乌江。
广为流传的有“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的
历史典故。

刘邦项羽争天下时，并于汉。历史并没有用“成王败寇”去
评价项羽，而把他和刘邦都评为英雄。刘邦更偏向枭雄，而
项羽则更是本色的英雄。

“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一生张扬，被后人吟唱。年少时
便胸怀大志，看秦始皇乘车时，说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真
是桀骜不羁，有傲气。

被汉军困于垓下大营之内，四面楚歌，项羽便劝说虞姬逃离，
虞姬为了表决自己的真心以及不拖累他，选择了自杀，项羽
痛苦不已，后携带虞姬尸首和士兵渡河，却遭遇汉军，最后
他自刎乌江，死于垓下。

他一生读不懂“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不知道“兴，百姓
苦；亡，百姓苦。”，更不必说“出生世家的项羽，处在乱



世，怎会优柔寡断喟叹山水人间！他的.故事，让后人警醒，
让后人开始探求失败的意义。正是他作古的悲哀，成就了后
人对他的悲慨。他用自己的傲气，做到了可歌可泣！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晋博园：

在读完《项羽本纪》后，我对项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历
史上推翻秦王朝，火烧阿房宫，打过无数胜仗。李清照评价说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在他小时候看见秦王盛大的
阵仗时，当下就说出要取代秦王的话。可见其雄心壮志。终归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推进历史进程中，他是英雄。
但在他个人的某些缺点上，就注定了他下场的悲剧。

鸿门宴上，他优柔寡断，面对范增的暗示，犹豫不决，最后
放走刘邦，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他不听善告，存有虚荣
心。在项羽推翻秦王朝后，想要向人炫耀自己的功绩，但有
一位文官说可以占领这个地方，但是项羽不听，被文官辱骂
后，他把那个人扔进水中煮死。可见他的残酷。

我从中得到一些道理。我明白了做人要善于听取良言忠告，
还要恪守本分，并且克服自身性格上的缺点，这样才能让自
己时刻保持清醒，不再重蹈项羽的覆辙，成就一番大事业。

李子渊：

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英雄人物。但如项羽这样铁血柔情
的汉子却很少。万军包围，四面楚歌也打不倒这个铁骨铮铮
的汉子。可虞姬的离去，却让他选择死亡，战场上的纵横吟
啸，面对伊人却柔情刻骨，像项羽这样的英雄，当之无愧的
受后人景仰。

纵观历史长河之内，英雄无数风流无尽，项羽的慷慨赴死报



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
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催人至今。
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

24岁起兵反秦，27岁成为分封十八路诸侯的西楚霸王，三十
岁自刎乌江。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项羽确实是
一“可用之才，却坐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这就是项羽
的悲哀。兵上天才，政治蠢材。

项羽的失败，让千万人悲哀。项羽的勇猛，让千万人胆寒。
项羽的义气，让千万人敬仰！

牛琳萌：

李清照曾写过一首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
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古至今，人们对项羽都有着各种各
样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缺乏头脑和眼光，优柔寡断；也
有人认为，他重情重义，坦率磊落。

在我看来，项羽是一位英雄。在学《鸿门宴》这一课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介绍了这个人物。而因为在这之前，我对项羽并
不了解，所以我自己也再上网搜寻了一些关于他的历史故事。
发现，他是一个英勇善战，凌云壮志的英雄，一生坦坦荡荡，
也爱得轰轰烈烈。

当然，人无完人，他确实也有他的缺点。他不知人善用，恃
才傲物，使自己陷入孤立，导致了最后的失败。作为一个领
导者，他缺乏一种领袖气质，缺乏力量与智慧的结合。他不
是那种刻苦努力的人，也没有十足的的毅力去学习，这样的
项羽，不是我所敬仰的。倘若，他生在此时，这个不需要习
武，不需要练功的年代。不学习，没有进步，必定会被淘汰。
不过，项羽很适合当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他闪射着善良、
淳朴的本性，并重情重义。虽然，他的心存善念，并不适合
在战场，但却正正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这个寒假，我又重新阅读了《史记》这本书，脑海中思绪万
千。感到这不仅是一本记录册，更是后人优秀品质和丑恶心
灵的演绎剧本。

给我感触的一则故事是——《赵氏托孤》(《赵氏孤儿》)。
这个故事的主演有三人，程婴、公孙杵臼和屠岸贾。程婴和
公孙杵臼是中心耿耿的忠臣，而屠岸贾是心术不正，企图谋
朝位的x臣。他们一路争斗，不惜牺牲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也
要保住赵氏的血脉。这儿让我十分震撼。到底是什么力量使
他们二人不惜一切保护这赵氏的血脉，就算是为国，也不会
不惜所有的一切吧!从此我就被那舍生取义的精神真正震撼!

司马迁用自己巧妙的构思将这些人物描述的栩栩如生，将他
们的品质和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一
丝一丝观赏着这些传世美文。

读着读着，我的心灵被这些故事所占据。我开始敬佩其作者，
了解起作者作书经历。司马迁是在狱中花了16年编写了这本
《史记》，他不畏苦刑，一心专注《史记》的人物，我无法
想象他经历了多痛苦的折磨，但他为《史记》的一片心意展
现在我的'脑中。司马迁坚强的品质又一次在这本书上刻下了
一个不朽的印章。

让我们学习《史记》中人物的坚贞不屈，让我们学习《史记》
的作者，司马迁的优秀品质!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写的一本讽刺小说。这
本书主要讲述了堂吉诃德是一个爱虚荣、爱幻想的人，他看
了一些书以后，走火入魔，总是很自大，觉得自己很厉害，
什么都可以做，他要当骑士去行侠仗义。



堂吉诃德做过很多可笑的事情。有一次，堂吉诃德来到一家
客栈，他就幻想那是一座城堡，店主就是国王。让对店主说：
“国王陛下，我能帮您守护城堡，只要您封我为骑士。”店
主觉得很好笑，就对他说：“好，我封你为骑士。”后来，
堂吉诃德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大风车，他说：“有一个巨人!我
来打死他!“说着，他就拿着长矛去刺大风车，风车的叶片毫
不留情地把他的长矛绞断了。

在生活中，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弱点，并且通过努力让
我们变得厉害。我下围棋的时候，常常会猜想对手会下对我
有利的棋，而不是思考对方最厉害的招数。这时候，对手一
出手，我就措手不及，常常败下阵来。爸爸提醒我说：“人
家可不会按照你的一厢情愿去下棋。”于是，我就认真思考：
他最厉害的下法是什么呢?我又该怎样应对呢?这样，才能做
到知己知彼，思考最好的'对策，最后赢得胜利。

我们对待学习和生活也要谦虚，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和
不足，脚踏实地地努力，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成为一个有
本领的人。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没有永久的王，也没有永久的富贵，中原统治者尧已是秉烛
之年，他的.王位需要一个新的人物，于是，手下的大臣都纷
纷进谏，想让尧的儿子丹朱继承王位。丹朱平时非常蛮横，
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给百姓的印象很差。尧认为丹朱性格
顽劣，不成大器，固没有下决定，大臣们见状。推荐了一个
盲人的孩子，一个单身汉——舜。尧询问他的情况，
答：“其人有仁（大概是这个意思）”尧于是多次试探舜，
最终他将王位禅让给了舜，只有丹朱一人不满。授舜，则天
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

尧最后评价一句：“终不以天下治病而利一人。”



为了天下，不计私情，官场实力才是情。尧最后作出的禅让
之举，把中国王者的更迭又推向一个新的方向！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
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
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
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
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
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
“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从
三国开始，“史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
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编纂方法，
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
式通史;还开创了我国史学家秉笔直书的治史传统。

说到这本书一定要提的是书的作者司马迁。写这本史书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是一位史官，所以自
小司马迁在耳濡目染下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遇到
问题，司马迁总会追根究底，直到完全弄清楚为止。如果书
本上找不到答案，他便会求教他人或亲自实地考察以辨真假。
当司马谈患重病时，他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再三叮咛他继承
父业。因此司马迁痛下决心要完成父亲的遗志，编写史记。
后来，司马迁不幸遭遇了宫刑，他克服了宫刑的耻辱，忍辱
负重，继续编写《史记》，经过了整整16年的不懈努力，才
终于完成《史记》这本传世千年而被后人赞叹不绝的名著。
他的这种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近
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并撰写出
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学巨著《史记》，可谁知道司
马迁写史记的路是多么艰辛，困难的呢？司马迁十岁开始学
习古文书传。二十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
淮流域和平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
（前108），司马迁继承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为了完成
父亲的遗愿，他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遭到残酷的宫刑后，
他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
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人总要死的.，有的重
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
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
人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新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
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
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
《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对后世文学影响
深远的一本书。怎么样？司马迁写史记的路程艰辛吗？这
篇xx让我们知道挫折，困难，失败是每一位成功人士的必经
之路。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它是由一位两千多年前生在黄河龙门的“倜傥非常之人”写
就的；它记叙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三分之二；它使一个
古老的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家谱”；它用传神的笔墨写活
了一个个历史人物；它以取之不尽的历史文化源泉滋养着中
华的沃野旷畴。它，就是我国古代的“史圣”司马迁穷极心
血写成的不朽巨著——《史记》。



我并没有读完这部巨著的每一个章节，也不敢说自己能全部
读懂。但仅从自己细心阅读的部分，我便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一个博大的心跳动的节律，瞻仰到一位古代“良史”的伟大
人格，可以感受司马迁那天资横溢的语言艺术。我深知，
《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视野广阔、见识超群
的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著，字里行间蕴涵着深邃的哲理，融
汇着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每一位当代大学生都应
该舒展宏伟的历史画卷，拜读这部不朽的经典作品。

司马迁，一个天才的史学家。读完《太史公自序》和《报任
安书》，可见司马迁的伟大志向、坎坷经历和执着精神，了
解了他创作《史记》以继《春秋》的壮举和用心。《史记》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本纪》、《世家》、《列传》、
《书》、《表》等体例一应俱全，横向囊括政治制度、社会
经济、学术思想、典章文化等方面，纵向记载了上自黄帝、
下至汉武帝之间三千多年的历史，贯穿着史家“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的求索精神。

司马迁是一个很不幸的史学家，他受刑之后仍忍辱著书，评
判历史，褒善贬恶，以客观公允的笔调冷静地记录人世间的
真相，寄寓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了自己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史记》通篇洋溢着“良史”坚持真理、秉笔直书的精神，
当时的一些大人物如汉高祖刘邦，在司马迁笔下也被擦掉了
神圣的光环，还原为普通人的面目。

《史记》一书还清晰地刻画了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
的优秀品格，其中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种种表现，有“言必信，
行必果，诺必诚”的美好品格，有上下求索、百折不挠的探
索精神。一部《史记》，记载下了上自帝王将相、国戚朝臣，
下至游侠刺客、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人物的真实生活，震撼
了多少后来人。读《史记》，使我感到历史固然重要，但更
能打动我们心灵、激励我们前进、使我荡气回肠却又渗透在
文字中的那些高尚、高贵的灵魂，渗透着作者司马迁对人生
的深刻理解。



阅读《史记》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认识社会，领悟人生的
奥秘和哲理，同时也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当在司马迁构建
的五彩斑斓的世界中徜徉漫步时，我们应该用清醒智慧的眼
光去探索、去发现，从而贯通古今，给自己一个与历史面对
面的机会，在激活历史的同时也激活我们自己。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除了这一篇，的故事也都包含着很多道理。大家多读读《史
记》吧，既了解到了中华民族的.开展史，也感悟到许多道理。

最近，给我买了《史记》，我快乐极了，连忙拿起书津津有
味地读了。我了《史记》是历史上部纪传体的历史学术，它
记述了从黄帝一汉武帝时代的历史事件。

在《史记》中，我印象最深最早的皇帝——秦始皇人物，秦
始皇了，功绩。治，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改郡县制，还公
布了新法;在，秦始皇了全国币制度、量衡制度。还修筑
了“东通海边”、“南入吴楚”两条大道，一但有叛乱，可
以随时派兵镇压;在军事，秦始皇派兵出击匈奴，将秦、赵、
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修筑了万里长城，，在文化秦始皇也
了文字。可秦始皇对历史了，但他对劳动却很残暴。他“焚
书坑儒”，将儒生等余人坑杀于咸阳，又下令烧掉诸子百家
著作，给历史了宏大损失。

读完《史记》，我还到其它的历史人物，如屈原、陈胜与吴
广起义、楚霸王项羽等等，历史画面如在。这本书让我增长
知识，我《史记》是一部的文学著作，深奥的文学作品。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九

在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中，我认识了许多中外名人：
郑和、海伦凯勒、阿炳……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编写了52万余字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我读这篇课文时，司马迁留给我的印象是：好学。他从小看
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山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
述古代英雄的故事，读完这句话，我仿佛看见了司马迁吃力
地搬椅子，坐在父老乡亲们旁边听故事，忘记了约定和伙伴
放纸鸢，忘记了帮妈妈干农活，忘记了老师一步一步教我们，
我又了解了司马迁的一个优点：坚持。他当年因冤枉受到了
酷刑，家里没有钱，只好每天受刑罚，但他是一个修史的官
员，要完成父亲临终的遗嘱：替父亲完成平生想要的史书。
所以在饱受刑罚、悲愤交加的情况下，还是出色完成了《史
记》。

那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习司马迁的哪些精神呢?

第一，学会克制自己。有些人啊，受不了一点责备，甚至是
自己有错而被责备都会生气，但是司马迁呢，他为李陵将军
辩护而说出直言，结果是自己因冤枉受刑，为了完成父亲的
遗愿，忍辱负重，克制自己心中的愤恨，坚持在狱中写书，
这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不能因为一时的责备而泄气，只有克
制自己，才能成就大事业。

第三，学会打基矗司马迁从小就听父老乡亲讲英雄的故事，
在青年时期努力读书，四处游历，广交朋友，为今后的写书
打下了结实的基矗我们今天的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学好知
识，打好基础，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我读完这篇文章，懂得了许多，也学习了许多，要做一个为
了理想而忍辱负重，勤奋坚持的人。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十

这个寒假我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
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
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情绪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
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简单幽
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
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
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
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
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搞笑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
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搞笑的故事，带领
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应对面的谈话。深深的
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
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搞笑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记读书心得体会篇十一

今年夏天在,我读了一本叫《史记》的书。

103010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史圣”司马迁的作品，记载了从
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
是“二十四史”之首。

我非常敬佩司马。



迁在史书著作上的创新方式，“二十四史”中大多是使用编
年体。以时间顺序写历史，而《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并
吸收了编年、纪事等体裁的长处，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
的新体裁。其它史书记载的历史都很短，就是的《资治通
鉴》，也只是记载了从战国至五代十国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而
《史记》却记载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二十四史”中
记载年代最长的史书。

我更佩服司马迁那种绝不违背真理的不屈精神。司马迁虽然
是朝廷的史官，但在《史记》中却并不体现统治者汉武帝的
意志，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
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
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他在《史记》中直言不讳地
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
惹恼了汉武帝。而当时正好发生了李陵兵败投降事件，李陵
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
了汉武帝，便把他投下监狱处以宫刑。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
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
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
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
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自杀，就像牛身上少了
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毅然选择了宫刑。他只有一个信
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
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最终完成了
《史记》。

《史记》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秦始皇本纪》。我觉得秦始
皇做出的贡献是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等，为中华
文明的强盛打下了基础。但他也非常残暴，焚书坑儒、废黜
百家，修皇陵，活埋了上万人，是个残虐的暴君，因此秦朝
才短短十五年便灭亡了。

《史记》这本书是司马迁在巨大耻辱下写成的史书。让我明
白了许多治国的道理，治国不能太残暴，但也不能偷懒放松。



我要读更多的好书，学习更多的知识，开创一个繁荣、富强
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