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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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篇一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考察、采访、
记录红军生活方式和日常习惯、勇气、毅力的一本书。在记
录长征的过程中，让我感受到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艰险。在这
过程中，有不少人饿死，有不少人因为大草地而失去生命，
也有不少牲口也在也起不来了。尽管过程艰难，6000多里的
路程。红军依然坚持了下去。成功了，为了中国；成功啦，
为了红军；成功了，为了和平；成功了，为了好日子到来。

毛主席的《七律·长征》诗是这样写的——“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我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
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带领红军顽强不息，与蒋介石抗争到底，才换来现在
的中国的和平，需要那么多人的牺牲才换来现在的中国，我
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毛主席作为领导人，无处不关心同
志们，对待老百姓们也是没有身份，没有架子，有亲和力，
待人友善。红军们经常帮助老百姓，因此获得了许多民众的
爱戴。在路上，老百姓们也总会帮助红军，就算仅剩一口米，
也会拿出来帮助红军。军民团结的力量带来了中国的和平。

和平鸽代表着和平，但也有许多地方仍在继续开战，所以我
希望和平鸽不仅向往着中国和平，也向往着世界的和平！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篇二

《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让我想起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对斯诺来说，
那次红色中国之旅是他生命中仅有一次的神奇体验。一个外
国人，竟然和万里之外东方古国的农民、战士、革命领导人
有了联系，产生了羁绊，这大概就是一期一会的缘分吧。

至于我，我仿佛也跟着斯诺一道，走进大西北的.窑洞，看见
一顶顶帽子上的闪闪红星。外国读者读本书，会赞叹，会惊
讶，会满足好奇心。而对我来说，这就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
地上的真真切切的故事，先辈们的故事，我们是他们结出的
果实。

斯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他们欢笑，流泪，战斗
过，现在接力棒传到我们手里了。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篇三

《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作为一本真实描述
红色中国的著作，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
作品。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革命和战争最凶猛、最危险
的时期，斯诺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层层封锁，长途跋涉来到陕
甘宁边区，寻找红色中国的故事，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
行了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
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
入的调查，撰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
方记者，并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
的写作。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
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
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篇四

《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原名《西行漫记》，
作为一本真实描述红色中国的著作，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
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作品。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革命和
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层层封
锁，长途跋涉来到陕甘宁边区，寻找红色中国的故事，对中
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
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
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撰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
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并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
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
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
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埃德加.斯诺，由于对红色中国的
好奇，而去探寻、采访红色中国写下的一本著作，可以说是
概述了未解放的中国历史。其中也介绍了各具特色的红军战
士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这些英雄的形象，感染了我。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毛泽东，他是我们“伟大的领
袖”是他带领我们的中国走向光明。

不厌其烦的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是作者，一一解开他心中的
谜团。这让我感受到毛泽东是一个没有民族偏见、一丝不苟、
乐于助人等精神品质，这让我对他更加敬佩、喜爱！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篇六

《红星照耀中国》以斯诺的第一视角，真实记录了作者1936



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揭示了中国红
军的真正形象及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坚定斗争。本书收
集与记录了与革命将领的谈话，以及与红军战士，农民工人，
知识分子的谈话，他还断言：这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
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上丰富而又灿烂的精华。

作者的语言很平实，他没有添加过多的修饰性的词汇或者一
些美化的文笔，即使朴实无华，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有血有肉，
带着鲜明的特点。斯诺在书中对毛泽东大加赞赏：然而毛泽
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
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
不苟，他的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军事和
政治战略家。除此之外，还有头脑冷静不屈不挠的周恩来，
战无不胜的林彪，令地主乡绅闻风丧胆的贺龙，还有彭德怀、
朱德、徐特立、左权等一大批优秀的革命领袖，他们用那火
一样的爱国情怀，燃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用那铁
一样的坚定意志，斩去了旧中国的病根肿瘤。这本书中还对
主要的历史事件也进行了叙述，如苏区教育、人民抗日剧社、
长征、西安事变等。正是通过斯诺的文字，我们对国民党政
府的暴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横亘在漫漫长征路上的艰难
险阻有了更具象的把握，对立志救民于水火、避免亡国之祸
的革命先驱更加心生敬畏。

斯诺在书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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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后，正如书中所言，革命事业已经
照耀了全中国，而中国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繁荣富
强。

同学们，我们现在坐在明亮温暖的教室里，可以接受最好的
教育，不妨好好想想，是谁让我们过上了这充满阳光与微笑
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红星照耀中国》时刻提醒着我们，
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也不要忘记无数革命先驱曾在狼烟四起
中横刀立马，曾在民哀国殇时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曾为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吧，心怀感恩，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跟一位美国人——斯诺一样深爱这片红色土地或者说更加热
爱这片红色土地，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肩负着中华复
兴大任的中国少年。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篇七

《红星照耀中国》出自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之手，本书介
绍了关于红色政权，革命战争及一些高级指挥员读完此书后，
我收获颇丰。

作者一开始带着许多的疑问及其怀疑的态度，不顾生命危险，
冲破国民党严密的防线，来到苏区。1936年的中国，十分的
落后，战火纷飞，处于一种战乱之中，作者在苏区采访了许
多领导人，如：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朱德。
此外，作者还亲自参观了许多地方，看见了红军和白军对待
农民的不同态度，严厉的批判的国民党。在这一次次的事件
过后，作者渐渐的明白了红军的意义，也明白了，红军并不
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不堪，反而十分的强大。

本书中不仅仅有作者的采访，还有许多描写人民疾苦的片段，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下面这一片段：

你是否曾经见过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努力工作、“遵纪
守法”、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却有一个多月连一口食
物都吃不上？这种景象极其悲惨，令人目不忍睹。濒临死亡
的皮肉挂在他的身上，起着皱褶；全身瘦骨嶙峋，根根骨头
清晰可见；他的目光已经涣散；尽管她是个20岁的年轻人，
行动起来却如枯槁的老妪一般，拖着身躯一步步的往前挪动
着。如果他还算走运，他应该早已卖了妻女。他已经把自己
所有的东西都卖——房屋的木料，大部分衣服。



在那个年代，人们活得多么的艰辛，好好吃一顿饭，其他人
能够团聚，已十分高兴，而现在的我们，“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还整天抱怨，这抱怨那，读完本书后，我决定以后要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读完《红星照耀中国》后，我坚信作者所说的一句话：“这
颗红星不仅会照耀西北，还会照耀全中国。”我想在不久的
将来，这个红星也将会照耀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