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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是写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
改正不足之处。编辑中有哪些常见的问题需要注意和解决？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一些编辑技巧，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一

中国，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
个炎黄子孙，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在理解中国
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中华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五千年来中国——这个大国的改
革和变迁，生动有趣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
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
帝，再到中华民国，世事沧桑，历尽了数不胜数的悲凉与欢
喜。

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了，我们祖先所缔造
的国家，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
爱自由、热爱和平的民族。

我们的祖先，经过原始社会后，首先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
的黄河一带的中原大地，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
家。

从此，各族人民共同建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其中，我最佩服的要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最典型的两个
代表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城和秦兵马俑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汇集了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当
读到越王勾践为过牺牲时我为他的满腔热血所振奋：当读到
大禹治水时，我被大禹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
打动了；当读到夏朝国君暴虐荒淫时，我的心中不禁生起团
团怒火，为当时的平民百姓抱不平；当我读到清王朝*而签订
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不时觉得心寒。

上下五千年，好汉千千万。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
化，我们的民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思想家孔子、民
族英雄林则徐、文学家陶渊明、科学家张衡等，他们以优异
的成绩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

曾几何时，巴比伦、古罗马等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灿烂的
历史文化，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失去了昔日的光
泽，惟独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还闪耀着光辉，中华浩浩五
千年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
中国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宫殿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最
早最全的医药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早的兵书是春
秋孙武的《孙子兵法》，最早的传记文学是西汉的《史
记》……这些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成
果与高深的智慧。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300多年前说过
的一句话。的确，读史能让我头脑变得睿智，让心胸变得开
阔，让目光变得敏锐，让志向变得高远，真正成为天地间一
个大写的“人”。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知有过多少奇迹，我真为我是一个中国
人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书中一个个生动
的历史故事，一位位鲜活的历史人物，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
习中一定要加倍地勤奋。

我们在学习现代科技时，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我国的历史文



化，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智慧，
尊重多样化，汲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代代相
传，这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他的作者是林涵
达。书中写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个个叱诧风云的人
物，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书中有许多故事，但其中
我最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篇文章。

《姜太公钓鱼》主要写的是：西周时期的周文王是一位贤明
的君王。有一次，周文王出去打猎，遇见了姜子牙，周文王
向老人行了一个礼，老人把身子欠了欠，算还了礼。周文王
就和姜子牙攀谈了起来，那知这一谈起来就让周文王大为吃
惊，在如此人迹罕至的地方，竟有这样的一位老人，谈吐不
凡、满腹经纶。周文王终于找到了姜子牙这样的治国能人，
就请姜子牙上车，周文王高兴地对姜子牙说：“我的先祖曾
经预言，将来一定有一位不同寻常的能人帮助我们振兴周，
先生正是我要找的人。”于是就拜姜子牙为国师。

当然，在我身边也有一些人跟姜子牙一样谈吐不凡、满腹经
纶，比如，我爸爸。

有一次，我有一道数学题目不会，我就绞尽脑汁地想来想去，
开始到最后我也没想出来。后来，爸爸来了问我：“这道题
不会吗？”我回答爸爸：“不会。”爸爸就告诉我：“这要
拿一个碗来，再拿一个筷子。”爸爸刚说我去拿了。拿来以
后爸爸跟我讲：“这道题应该这样做，先把筷子放在碗上，
再……”

我长大也要像爸爸一样做一个有知识、有梦想、有目标、知
识渊博的人。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三

当我合上《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时，心中早已充满了喜
怒哀乐，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弄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上古至战国，这是一个伟大、遥远而漫长的时代。中华民族
开天辟地，在中原大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中华民族史上的
和一次政权更替。

而秦朝至汉朝，更是为我们演绎了秦始皇是怎样用武力实
现“六王毕、四海一”这个伟大目标，但是秦始皇之后所实
行的暴政实在过于残忍，以至于失去了人心，才让汉朝建立
了起来，而“文景之治”更是让中国古代上升到一个全新的
阶梯，后有汉武帝实行“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
思想独占政治舞台，成为历朝政府的统治思想。

三国至南北朝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战乱频繁，更
有甚于春秋战国，而一个王者的没落则常常预示着另一个王
者的崛起——于是隋朝出现了，但是因为隋文帝之后的隋炀
帝实行暴政，隋朝也消失了。而唐高祖之后的唐太宗则以其
恢弘的气度和开放的胸怀书写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强盛的一页。

之后的五代经过短暂的战乱后，宋朝出现了，而宋、元、明、
清则是封建王朝的全盛时期。晚清的政府极其腐败无能，被
帝国列强用大炮逼迫中国签订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中国不能再沉睡下去了！

《中华五千年》真是一本好书，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看一
看，更要想一想，得人心者得天下，现在强大、和谐的中国
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坚实基础。

我爱中国，中国加油！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四

中华是一个文明之国。中华用有几千年的历史。

今天，我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给读完了。令我感悟深刻的是一
篇叫《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主要讲了这样的故事：周宣王死后，周幽王即位，周幽王是
一个昏君。周幽王不仅残暴昏庸，而且耽迷于酒色之中这是
有个大臣劝幽王，可是幽王不听反把大臣给抓起来，大臣家
人想救他，于是便把大臣进献幽王，幽王便把大臣给放啦。
可是那个大臣不笑，幽王下令只要能让那个大臣笑，就赏一
千两银子。有个大臣知道后就想办法陷害幽王，在烽火台点
狼烟，果真那个大臣看到侯爷狼狈、气愤的样子笑啦一下。
自后那个大臣深受幽王宠爱，幽王废太子立那个大臣的儿子
为太子。几年后开战，诸位没有忘记这件事，所以都不去救
幽王。幽王被杀。

这件事令我感悟深刻。不可以骗人，不可以小题大做。

中华。从原始文明道中原争霸，再到九州统一、王朝更送最
后到民主社会。过程中发生的大事，我们要吸收经验、得到
教训，寻找人生路上的坐标！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五

假期中，我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里面有的故事惊心
动魄、有的回味无穷，其中有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古以来，做人就要讲究诚信，诚信像黑夜中的一盏灯，一
但食言，就会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

《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想必大家对它再熟悉不过了。西
周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暴君，就是周幽王，他不管国家大事，



只知道吃喝玩乐，还看上了冷漠的褒姒妃，于是立她为皇后，
并且废除原来的皇后。周幽王为博取褒姒妃一笑，不顾众臣
的反对，胆大妄为且多次无故点燃边关告急用的烽火台，使
各路诸侯长途跋涉，匆忙赶去救驾，结果发现却是一场闹剧
而已。大家上当被戏弄后都非常愤怒，此后便不再相信周幽
王。由于周幽王已失信于各诸侯，后来在边境真正遇到危险
之时再点燃烽火，已再没有任何人能赶来急救了。这真是应
验了玩火自焚的后果啊！

从这个故事来看，周幽王身为一国之君，不管朝政，不治理
国家，反而只乐于每天吃喝玩乐，更辜负了老百姓对他的期
望，不听忠臣忠言，数次擅自点燃告急、救命用的烽火台，
导致了自己国家的灭亡。周幽王这样做，不仅破坏了自己的
威信，还失去了各路诸侯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他是一个
没有责任心、不守信，自大自负，不听忠言，且贪图安乐之
人。

我对这本书的感触颇深，它让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都
是祖先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
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学好
科学文化知识，做一个阳光健康的少年！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进程中，
中华儿女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与挫折，也创造了无数辉煌成
就。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五千年来，许多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历史的长路上留下
了自己的足迹。有三皇五帝带领上古先民开辟氏族，文明诞
生；有夏商周三朝文化萌芽，巩固国家制度；有春秋战国诸
子时代，百家争鸣；有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有“犯我
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呐喊；有盛唐威震天下，万国来



朝……在这五千年里沧海桑田，朝代更替，涌现出许许多多
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他们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的修身治国平天
下，为万世开太平；有的“匈奴未灭，何以成家”……正是
有他们的存在，中华民族饱经风霜，却又繁衍生息，千年不
衰。

曾几何时，巴比伦、古罗马等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灿烂的
历史文化，但在历史长河得冲刷下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惟独
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还闪耀着光辉，中华浩浩五千年创造
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中国北京
的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宫殿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最早最全的
医药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早的兵书是春秋孙武的
《孙子兵法》，最早的传记文学是西汉的《史记》……这些
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
创造的。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从思想到器物，从
制度到文化，从艺术到科技，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创造出
了辉煌的文明。在思想上，先后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
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
们提出的”协和万邦，四海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等社会理想愿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兼爱非
攻”、“和而不同”等社会治理方案，“天人合一-"、同异、
离坚白”、"齐物论、逍遥游”等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塑造了
数千年的中国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还将继续深刻影响并塑
造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在科学技术上，发明了造纸术、火药、
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
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
世界贡献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
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在改造客观世界
方面，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
等气势恢弘的伟大工程。在文化艺术上，创作了诗经、楚辞、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



《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
诗。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
民族自信和强大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
的理想和精神。

知兴亡，明事理，社会变迁，战争风云，历史文物和文化艺
术了然于胸，尽收眼底，书海撷英，《上下五千年》带给我
不一样的历史滋味！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淘不尽的是我们对风
流人物的追忆！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无数辉煌成就。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七

寒假里，老师在好书推荐里发了几本新书，其中令我最最感
兴趣的就是那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上下五千年这本书，这
是一本记载我们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中创造的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这五千多个大大小小的故事生动记载了中华民族的
闪耀光辉，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生的许许多多的故事。有记载
文物的，有记载人为的等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中令我映像最深的是屈原投江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了大约在公元前三四零年的战国时代，屈原出
生在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青少年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也
非常有才干，进楚国朝廷不久，便被受欣赏，当了宰相这一
类的大官。但是屈原实行政治改革的想法始终不能实现，终
于被免职流放出去。他在流放途中，走遍了现在湖南、湖北
的许多地方，写下了不少爱国忧民感情的诗篇。后来楚国灭
亡了，屈原心中有说不出的苦，便来到汨罗江边，抱起一块
石头，纵身投入江里自杀了。读了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屈原的
爱国之心，表达了屈原对楚国的热爱，体现出了他对理想的
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



人，他就是屈原，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上下五千年是一本值得我们去读的一本好书，它成功记
载了五千多年的历史，这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陪伴了我一个
假期，我推荐大家去读。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八

我是今年春天拿到这部书的，当时我异常兴奋很喜欢这部书，
每天放学回家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去读。待我看完这部书使我
茅塞顿开，了解了我国的历史发展，知道了炎黄子孙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 一个历史悠久，灿烂文明的民族。在我国漫长的
历史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有意义的事件，涌现出许多优秀的
人物。

其中《宋襄公愚不可及》让我记忆犹新，讲的是在公元612年
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去救援郑国，宋襄公写了信约好交战
日期。可是楚军却直接从河那边渡到这边来了，这时宋襄公
的一员大将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我们趁着他们过河的时
候打过去，一定能打个胜仗。”宋襄公却说：“趁敌人过河
的时候打过去，那还算是讲仁义的军队吗？”公子目夷见楚
军渡了河，正在乱哄哄地排队，又对宋襄说： “趁他们还没
排好队伍，咱们赶紧打过去，还能够打个大胜仗。要是再不
动手，咱们就要挨打啦！”宋襄公眼睛一瞪骂道：“呸！你
这个不讲仁义的家伙！别人家的队伍还没排好，怎么可以打
呢！”等到楚军排好队打了过来，宋军哪里打得过，结果吃
了大败仗！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是，宋襄公不会用兵，打
仗的时候就应该用各种办法去打击敌人，宋襄公则满口仁义
有机会不抓住，而楚军就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由于宋襄公的
愚蠢宋军被打的大败，导致宋国上下都在埋怨他。



我最钦佩的人是汉高祖，他足智多谋，在楚汉战争中打败了
项羽，建立了汉王朝，他能够善用韩信,张良,萧何,英布
......最伟大的就是白马盟誓，刘邦的为政让汉朝世世代代
都得到了发展。历史中要讲叙的人物实在太多太多，还有一
鸣惊人的楚舒庄王，严格支治军的孙武，“诗仙”李白，聪
明的诸葛亮，一代枭雄曹操等等。

《上下五千年》这部书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懂得
了道理，让我们向历史中的贤人，能人学习，让我们的知识
点更丰富，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九

《上下五千年》大家都读过了，一翻开这本书，他就像放映
机一样，那历史的每一个画面都放映出来了。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清王朝被孙中山他们推翻，中间的每
段历史都有仔细明确的记载。

这本书有很多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如忍辱负重的
越王勾践，有尊重人才的刘备，有精忠报国的岳飞，还有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当然也有浩气长存、赤胆忠心、
忠肝义胆的杨业，同时也有贪图享乐的周幽王，有耽于酒色、
赫赫有名的昏君汉成帝，有沽名钓誉、收买人心的王莽，有
可耻的卖国贼秦桧，有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这本书就像放映机，它把过去五千年的故事画面都放映出来
了，好像历史都发生在眼前一样，十分生动。

读完后，我发现了，那些昏君全都在贪财，那些出名的明君
全都不贪，所以我认为贪是明、昏之间最大的差距，又一次，
我捡到了一个修正带，我想：我正好缺一个修正带，就不放
讲台上了吧，可是我又想上次我们班上的同学就捡到东西，
因为很喜欢捡到的这个东西，所以不放讲台，后来被班上查



出来了，班上的同学都认为是他偷的，不是捡的，所以不放
讲台，之后有人一旦掉了，搞不见了东西，都认为是他偷了，
我可不想这样，所以只能把它放回讲台。

人可不能贪，哪怕只是一块捡到的小橡皮，也不能占为己有。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十

在广阔富饶的中原大地上，生活着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中华民族，他们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凝聚力，繁衍生
息，千年不衰；以其博大辉宏的民族精神，自强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

上下五千年，沧海桑田，朝代更替，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惊天
动地的历史事件。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被千古传颂，多
少暴君昏王、乱臣贼子遭遇万世唾骂。

这本书不仅可以让我么熟知过去，了解民族的坎坷与辉煌，
而且还可以继承灿烂的文化遗产，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本
书上至古代神话传说，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
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和事件为纬，交织纵横。

历史本身是枯燥乏味的，但是在作者的笔下，使那些过于枯
燥乏味的历史故事变得紧张有趣，使尘埃与历史中的人物能
栩栩如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好书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还有
慰籍；不仅能让我们深思，还能给我们启示。"书卷多情似故
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同学们，让我们热爱读书吧！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十一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这本书的名字是《上下五千年》，
是由著名作家田野写的。它是族游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书主要记叙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一九九四年五千年，
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有荣有耻。这些事件都充分
说明了：顺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的道理。

通过读这本书，陶冶了我的心灵，启迪了我的智慧，增长了
我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今后，
我要多读书，读好书，把好的书推荐给大家。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十二

《上下五千年》是由许多小故事组成，其中我感触颇深的故
事是《岳家军大破兀术》。公元前1130年，兀术败了一阵，
就调用他的`“铁浮图”进攻。“铁浮图”是经过兀术专门练
习的一支骑兵，这支人马都披上厚厚的铁甲，以三个骑兵编
成一队，居中冲锋；又用两支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叫
做“拐子马”。岳飞看准了拐子马的弱点，命令将士上阵时
候，带着刀斧。等敌人冲来，弯着身子，专砍马脚。马砍倒
了，金兵跌下马来，岳飞就命令兵士出击，把铁浮图、拐子
马打得落花流水。兀术听到这消息，哭得挺伤心，说：“自
从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这下全完了。”但他不肯
认输，过了几天，又亲自率领十二万大军进攻宋军。岳飞部
将杨再兴带领三百名骑兵在前哨巡视，见到金兵，立即投入
战斗，杀伤敌人两千多人。杨再兴也中箭牺牲。宋将张宪从
后面赶上，杀散金兵，兀术才不得不逃走。

读了这个故事使我体会到，我们要在学习和生活上也要有这
种精神。俗话说“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以前我在学
习和生活上，碰到一点点困难就慌张，大呼小叫。有了这种
精神，一定能赶走困难，取得成功。



《上下五千年》让我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明白了人强则强
和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将来把祖国建
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十三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读了《上下五千年》中的一个故事——
《甘罗十二拜上卿》，至今记忆犹新。

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客甘罗在十二岁的时候，向秦王自荐出
访赵国，以秦燕两国假意和好对赵国不利为由劝说赵王割让
五座城池给秦国，向秦王示好，然后让秦王断绝与燕国的关
系，赵王此时出兵攻打燕国，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五座城池了。
赵王依甘罗所言割让了五座城池给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
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了燕国，得到了三十座城池，
将其中十一座城池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
十六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

甘罗的故事还让我想起了古代另一个很聪明的人——李广。
有一次李广追了三个匈奴兵，发现中了埋伏，便让同伴们下
马，把马鞍子卸了下来，告诉同伴匈奴兵一定不敢打他们。
匈奴兵果然害怕了。李广运用了多疑心理成功摆脱了埋伏。

甘罗和李广都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我
要向他们学习。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十四

悠悠华夏五千载岁月，沉积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将这
五干年的沧桑巨变，五千年的兴衰成败，浓缩于一个个荡气
回肠的故事中。
每个朝代无论强弱盛衰，都会涌现出灿若星河的杰出人物，
创造出震古烁今的辉煌业绩。遨游其中，我从茹毛饮血的远
古时代，穿越到兴旺发达的明清时代，再到硝烟战火的战争



时代……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谚语大家一定很熟悉吧，但
有多少人知道它的由来呢，下面我就把从书中了解到的故事
讲一讲吧：商纣暴虐，周文王决心推翻暴政。
太公姜子牙受师傅之命，下界帮助文王。但姜子牙觉得自己
半百之龄、又和文王没有交情，很难获得文王赏识。
于是在文王打猎的地方——渭水北岸，用垂直且没有鱼饵的
鱼钩来钓鱼吸引他，文王看到如此奇妙的情景，主动与姜子
牙搭话，发现此人足智多谋，故将其招入帐下，协助自己推
翻商纣，建立自己的帝国。
相反，赵括却“纸上谈兵终失败”，尽管赵括精通战术，懂
得兵法，可是他不会随机应变，见机行事，最后吃了个败仗，
也因此丢了性命。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作为传承人的我们，是否从这书中理
解懂了别样的含义呢？看到那些浴血奋战、血染战场的士兵，
你是不是为之动容呢？
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以周幽王为代表的的花天酒地，昏庸无
能的皇帝，我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呢？相信没有人会愿意做一
个不被肯定、遭人唾弃的坏人，可是当一个淑人君子往往是
不容易的。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做好人难而知难而退，要勇往直前，不惧
困难，为祖国献出一份力。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十五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的五四爱国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转眼间，我们的祖国已经走过了5000年的历史，这是一段不
平凡的历史，他在中国的记事簿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息。”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所以，
5000年来延绵不绝，并且代代有成，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奇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一本好书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



高中写关于暑假读后感范文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范文500字

暑假里，爸爸买了一套书给我，书名叫《中华上下五千年》，
书里记叙了从远古时期的古老传说开始，直至清朝灭亡，这
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我还看了
查理九世，老夫子，八十天环游地球……其中我最喜欢《中
华上下五千年》这套书.

全书分为上古传说，青铜时代，春秋战国，中华统一，大汉
雄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盛世，五代割据与宋、辽、夏、
金对峙，草原帝国，明清兴衰十个篇章，篇章内以时间为序
排列内容。本书设有不同形式的小资料，并配有根据史料精
心绘制的插图，向读者展开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面。

我最喜欢郑和远航下西洋这一个故事，郑和原本姓马，小名
叫三保，因为聪明能干得到明成祖的信任。郑和一共带了二
万七千多人，乘坐62条大船，从今江苏太仓出发，经过福建
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途中克服重重困难，不辱使命，
郑和所率船队成功地使用牵星术这一天文导航技术，完成了
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

我从郑和身上学到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到其他
国家，他的态度又很友好，西洋各国都派使者带着礼物跟他
一起回访，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敬仰和
学习，为了我们中华文明友邦国家典定了基础。

中国上下五千年读后感篇十六

我很喜欢读书，我的成长离不开书。我读过许多书，有《三
国演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呼兰河传》……让我
读后深有感触的就是那本中华上下五千年。



这本书里讲了许多古代人们的故事，个个都让我看得目不转

睛，有鸿门宴，大禹治水，姜太公钓鱼……我还记得里面有
一个故事讲了一个君主要攻打另一个君主，但是时机不够成
熟所以一直在等，一直等到时机成熟时才一口气把另一个君
主给打败。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人只要有不败的信念和
坚强的意志，那个人就不会失败。还有一个故事那故事讲的
是有一个君王为自己的民众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在一次帮
民众尝药草的时候尝到了毒药不辛身亡。我读完这个故事我
知道了人不能只为自己要为他人着想。

我会再一次的去读这本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样我就能有更多
感触。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200字范文上下五千年读后感（8）|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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