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实用7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
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

其中，我被文章的主人公--李大钊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
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见了作者的父亲--李大钊早出晚归地工作。

为了保护共产党，他把一些重要文件烧掉了。

局势越来越严重，一群宪兵、侦探、警察把李大钊抓走了，
而作者、作者的妈妈和妹妹也被关进了拘留所。

在法庭上，李大钊临危不惧，安定、沉着地和敌人作斗争，
直至被绞刑牺牲。

读完文章，我对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敬佩不已。

他那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了了两，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有些人
却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钱财，背叛了党，与敌人勾结，
把一些党的秘密和重要的资料传给了敌人，造成了党的巨大
损失。

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顾集体的行为是人们最痛恨的，



是最可耻的。

他们与李大钊相比，是多么渺小、丑陋啊。

江姐和李大钊都是伟大的人，他们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我们去反思。

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虽然我们都
是普通人，但是对于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责，我们又是否
高度负责、竭尽全力去完成呢?我们要为别人照相，为集体着
想，但我们绝不能为自己的方便，为自己的利益，而使别人、
集体遭受更大的损失。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江姐、李大钊
多么的.伟大，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只有那些干坏事的
人，他们的死才是轻于鸿毛的。

而我们呢?我相信，只要我们对自己的任务、职责高度负责，
尽心尽力却完成，虽然不及泰山重，但也决不会比鸿毛轻，
而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别人前进。

《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的作者是李星华，他是李大钊
的女儿。

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4月28日被害。

作者写这篇文章正直父亲逝世十六周年，所以作者将文章题
目名为“十六年前的回忆”。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李大钊同志被害前、被捕时、法庭上、被
害后家人悲痛欲绝的五件事。

其中让我感动的是法庭上李大钊同志临危不惧的精神他用自
己的行动让家人也镇定下来，



除了忠于革命的李大钊同志为革命而牺牲外，还有许多革命
烈士也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革命献身。

例如:邱少云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潜伏的部队，烈火焚身仍纹丝
不动，最后壮烈牺牲。

从中，我明白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好
好珍惜，努力学习，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例如:好好学习，认
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但是生活中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
某些同学上课不认真，开小差，说悄悄话，回家不认真完成
作业，只顾着看电视和玩电脑，成绩一落千丈，让老师和父
母忧心。

又例如:某些同学反家人给的钱乱花，用来买零食、买饮料而
不是买书、买笔或者买本子用。

以上这两种负面榜样我们不应该学习，而且要时刻警醒自己，
不能像他们那样!

最后，我想对那些为了新中国面献身的革命烈士们说:“你们
是人民的功臣，我们热爱你们，你们一路走好!”

前几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

其中，我被文章的主人公--李大钊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
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介绍了作者的父亲--李大钊早出晚归地工作。

为了保护共产党，他把一些重要文件烧掉了。

局势越来越严重，一群宪兵、侦探、警察把李大钊抓走了，
而作者、作者的妈妈和妹妹也被关进了拘留所。

在法庭上，李大钊临危不惧，安定、沉着地和敌人作斗争，



直至被绞刑牺牲。

读完文章，我对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敬佩不已。

他那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可是，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有些人却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钱财，背叛了党，与敌人勾结，把
一些党的秘密和重要的资料传给了敌人，造成了党的巨大损
失。

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顾集体的行为是人们最痛恨的，
是最可耻的。

他们与李大钊相比，是多么渺小、丑陋啊!

不过，那时，也有一些人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生死
置之度外。

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江姐被国某党反动派抓捕后，关在渣滓洞中，过着艰难困苦
的生活。

可是她面对洞中黑暗的生活，面对敌人的严问拷打，忍受着
竹签插入指尖的巨大痛苦，不但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而且
对于共产党的秘密、资料只字不提。

一位女共产党员，有着这样顽强的意志力，对革命工作高度
负责，他对共产党所谓是忠心耿耿啊!

江姐和李大钊都是伟大的人，他们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我们去反思。

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虽然我们都
是普通人，但是对于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责，我们又是否



高度负责、竭尽全力去完成呢?我们要为别人照相，为集体着
想，但我们绝不能为自己的方便，为自己的利益，而使别人、
集体遭受更大的损失。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江姐、李大钊
多么的伟大，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只有那些干坏事的人，
他们的死才是轻于鸿毛的。

而我们呢?我相信，只要我们对自己的任务、职责高度负责，
尽心尽力却完成，虽然不及泰山重，但也决不会比鸿毛轻，
而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别人前进。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篇二

这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看到了革命先
烈李大钊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和应对敌人坚贞不屈的
高贵品质。使我深知：爱国是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篇课文是作者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被捕前到被害后的过
程，从中深受教育，思绪万千。这让我想到了许多：为中华
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视死如
归的王若飞……但是，他们为什么为了祖国的礼仪，宁愿把
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出来呢——哦，我明白了，因为他们有
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伟大的导师列宁说“所谓的爱国主义，
就是千百年来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是啊，正是有了爱国之心，才有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与决心，
这种信心与决心化作一种力量在他们心中占据着，这种力量
胜于一切，因为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

所以，我们就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此刻的一
切。只是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热爱和平，热爱生
活就是爱国的表现，让我们共创完美明天。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首先要继承爱国主义传
统，树立热爱祖国的光辉思想；其次要培养爱国情操，爱我
们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灿烂的历史
文化，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

今后，去会更加珍惜此刻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为祖国奉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篇三

这一周，我们学习了李大钊同志的女儿李星华写的文章——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完之后，李大钊同志在敌人面前从
容不迫、大义凛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十六年前的回忆》这一篇文章讲述的是“我”的父亲李大
钊在形势和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坚持党的工作，被捕时处
变不惊，在法庭上镇定自若以及李大钊被害之后全家人悲痛
欲绝的事。

这一篇回忆录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为什么李大钊同志品质
能如此崇高，精神能如此伟大，面对死亡能如此安定沉着呢?
毫无疑问，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李大钊对革命事
业有着必胜的决心!这是理想的力量，是无上的力量!因为理
想，李大钊同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因为理想，李
大钊同志在刑场上视死如归;因为理想，李大钊同志在局势严
重、工作紧张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理想，
多少仁人志士为了解放事业抛头颅、洒鲜血!理想——给予人
类奋斗的动力!如果没有理想的力量，世界将无法发展，人类
将无法进步!

因为理想，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烈士为国捐躯，献出自已的
宝贵的生命，我们在缅怀他们的同时，也要永远记住：理想
是帆，给予我们奋斗的动力;理想是船，带领我们在茫茫学海
中乘风破浪!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其中，主人公――李
大钊。他是一名革命工作者，他热爱工作，热爱祖国，是一
位合格的父亲，也是一位合格的丈夫，更是一位合格的党员。
我被他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职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心
里久久不能平静。

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她的心中，李大钊
是一个对自己的问题无所不答的好父亲，但是对于革命的事
情，他却连对自己的女儿都只字不提，从那里能够看出李大
钊对革命工作严谨，认真的态度。不像某些人为了得到自己
的利益而带给线索出卖国家。

李大钊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始终没有透露一点对党组织有害
的线索给敌人，最终李大钊还是被执行绞刑。

读完了这篇文章后，我被李大钊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地
感动了，他应对敌人的威胁毫不畏惧，看得出他对祖国的热
爱，他相信，共产党必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国名党最终会
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做法侵犯了人民的利益。

李大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要学习李大钊遇
事不慌则会救己，团结则是胜利。我们还要努力学习，发愤
图强，长大后为祖国增添光彩。应对困难时，就应挺起胸膛，
不能屈服于人，也不再退缩，争取做我们最好的自己。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篇五

祖国，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家园，在如河的历史里，
有千千万万的爱国英雄历历在目：有刘胡兰、黄继光、董存
瑞……其中，最令我无比感动、难以忘怀的李大钊。

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十六年前的回忆》。讲述的是：爱国英



雄李大钊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迫不得已把相关文件和书
籍烧掉。没过几天，敌人突然来袭，不由分说的抓走了李大
钊一家。李大钊受尽折磨，但仍然不屈不挠，敌人以为，只
要用绞刑这个可怕的字眼就会让李大钊屈打成招，可是，李
大钊却更加坚定，敌人怒火中烧，把李大钊绞死了。1927年4
月28日，这位爱国英雄，永远，永远离开了我们。

瞧，天安门广场上，那徐徐飘扬的五星红旗，那鲜红色的旗
帜，染红了我们的心，染红了我们的魂，他高高的挂在旗杆
上，高高的挂在人们心中；听，那庄严肃穆，激情昂扬的义
勇军进行曲，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的自豪，我们的激情，
我们的骄傲；看，飞上太空的天宫一号，王亚平，聂海胜，
他们不怕危险，勇于创新，勇于探索科学，他们是我们的榜
样！

祖国，我不想用这些词章来博得您对我的爱，但是，我想用
实际行动来表达我对您深深的爱，那就是努力学习。

我身为中华的少年，更要接住这时代的接力棒。要好好读书，
为祖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要刻苦学习，为大家，
为父母，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要努力奋斗，争取做下一代
的接班人！

祖国，您是华夏儿女心中的根，也是我心中的根。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篇六

我怀着悲伤的心情，把《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读完了。

读完后，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说不出来是怎样的。

这篇课文讲述的是李大钊的被捕前被害后等过程，作者李星
华在回忆父亲被害后的场景，让作者深受教育。



刘胡兰、张思德等这些革命先烈宁愿用生命换取别人的生命，
也不愿别人的生命。

是啊，他们有一颗热的爱国之心。有了爱国之心才有对革命
的信心、决心。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因为这是革
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继承爱国主义的精神，树立热
爱祖国的思想。

今后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篇七

新学期、新生活、新知识，当然我也有新收获。最近，我们
学习了一篇文章——《十六年前的回忆》，使我受益匪浅。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十六年前，“我”的父
亲常常回来得很晚，每天早上，他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
去了。父亲对“我”和妹妹是很慈祥的。可是有一次，父亲
将好多文件烧掉了，“我”问他为什么，父亲竟回答“我”：
“不要了就烧掉。”那是父亲第一次这么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保护党机密
不被泄露，父亲只好把一件件文件烧掉。果然才过几天就出
事了。一天早晨，工友闫振三上街买东西，一直到傍晚都还
没回来。后来才知道，他被抓进了警察厅，我们都为这位工
友着急。过了几天，我们全家被抓，关在拘留所里。

有一天，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我
们见到了父亲。他还是穿着那灰布棉袍，只是没带眼镜，乱
糟糟的头发下的脸依旧那么慈祥。“父亲！”“我”忍不住



大喊。“不准乱喊！”法官边说边拿起了惊堂木在桌子上狠
狠地拍了一下。问了几个问题后，庭审结束了。

28日傍晚，警察叫我们母女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故事到这结束了，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先烈终于革命事业，
他那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十分值得我学习。革命先烈为了建
设新中国严守党的机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现在的中国
处于发展阶段，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用知识武装头脑。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
荣昌盛，更加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