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国的崛起读后感 大国崛起的读
后感(优秀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国的崛起读后感篇一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书店，在那里我又偶然地看到了一本
书：《大国崛起》。我一见到这本书就欣喜若狂，我终于找
到了一本符合我胃口的书，从此以后我以惊人的速度读完了
一本又一本。

下面我与大家分享这本书吧。这本书讲了当代强国的过去的
种种变故与发展，以其强大的cctv摄制组诠释了一个大国的
辉煌历史。比如我看的系列丛书之一《日本》。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150年前，日本被迫开国，遭遇了巨大的
生存危机，这也是日本的一大转折点。这时，日本所学习了
几千年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输给了英国，于是日本便开始学
习欧洲列强，先后派出几百人去了法国、英国等国家。西方
的工业、教育程度另他们震惊，于是他们回国后大兴教育，
发展工业，后来重视军事，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
个摆脱西方大国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一个挤入
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
家。在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日本的经济总产值仅次于美国、
苏联，现在，它已是世界第二大强国！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国如此强大？
我想是他们喜欢学习，他们懂得如何让国家发达。当清朝中
国还在花巨资买舰船时，日本人已在学习如何造舰船。



是什么让日本人如此好学？我想是因为他们的国民有高素质，
求知欲望强。

是什么让日本人有高素质？我想是因为他们政府重视教育，
要知道，当时日本国民教育普及率达59％！对一个国家来说，
着非常困难。

我想正是因为日本人好学习、求知欲和重教育成就了一个具
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强国。

要想让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强国，须从自我做起，认真学习，
让中国成就大国之梦！

大国的崛起读后感篇二

祖国在召唤！

在上周我们班观看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
借此机会，让增强我们的爱国热情，让我们牢记新时代的使
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我们感触良多，大国之间的兴衰兴亡依
然历历在目，那种心情永远不能平静。在这部片中讲述了葡
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以及
美国的兴衰过程。同时也折射出其他国家的发展史，历史当
中，真正靠自己的实力独立发展成为一个大国的很少见，几
乎是没有，老牌的强国或是已经衰灭的强国无不是靠着对其
他国家的掠夺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他们发展起来的同
时，也是其他国家受苦受难的过程，一个被掠夺的过程。

观看完《大国崛起》之后，我们明白维护国家稳定，促进各
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不团结，不稳定
的国家，一个内部民族矛盾重重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强
国的，可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量，



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国家就可以发展，西班牙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完成它的国家统一之后，很快的超过
了葡萄牙成为后起之秀，而且很快就会变得强大。所以维护
国家的安定团结是一个是一个国家能够迅速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

开放，同样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纵观历史，每一个崛起的
大国都是开放的，因为只有开放的国家才能从世界之中吸取
到充足的有利元素。从葡萄牙到西班牙，在到后来的英国，
甚至是美国，无不开放于世界。他们没有像中国的封建王朝
一样闭关锁国，而是积极的向海洋进发，把海洋握在了自己
的手中。于是他们掌握了财富，国家崛起了。现在的国家之
间的竞争同样有海洋的竞争，所以把握住自己国家的海洋，
面向世界大洋是一个国家崛起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要想成
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就必须维护自己的海权。打开视野，
向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的开端。学
习的目的是赶超。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向西方国家学
习先进的东西，以革除自己的弊端。因此，改革开放是中国
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内涵，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大国都有
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虽然现在不同的人对大国崛起的原
因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很看重文化的影响
力。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
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
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
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
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
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
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
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
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
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
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中国拥有伟大的



文化传统和智慧，中国人具有发展所需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
拔的优秀品质。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大力的发展我们的
文化，而作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则要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新文
化，为发展中国特有的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家体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子，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
那个国家和人民的具体情况。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
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但他们都
适合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自己
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在经过了近一百年侮辱的中国，在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进了新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虽然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出现过失误，但他强大的生命力以
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改变，而“三个代表”更
是使它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者。我们应该紧紧
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发图强，早日把中国建设
成为一个富强，明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建立
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所以它们总是为世界秩序出谋划
策。实际上，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想要打破这种秩序，因为
他们试图取代以前的大国。于是，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
似乎成为历史上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的必由之路。但迄今为
止，还没有新兴大国直接打败霸权国的先例。德国的兴衰，
就是历史留给所有大国的一个深刻思考。历史的教训是：一
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
并不美好。历史的教训还在于：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
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西班牙试过，但是失败了；法国试过，拿破仑试图创立世界
帝国，也失败了。德国试过，特别是希特勒试过了，却输给
了美国。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正式投降后
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21点战后复兴
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
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不仅
是保持大国地位的策略，同样是一个新国家崛起的策略。我



们要为自己的国家贡献力量。现在我们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努
力学好文化知识，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国的崛起读后感篇三

五百年来大国兴衰更替的风云变幻，留下了各具特色的传奇
发展之路，阅读《大国崛起》，品读历史的镜鉴，掩卷沉思，
不由得想到，同样有着大国之称的中国走在脚下的是怎样的
一条崛起之路。

日本——这个所谓“大国”的崛起背后是中国血泪的苦难史，
这个“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小国，虽然资源匮乏，她域窄
小，起初也不很发达。可凭着一个“借”字，借鸡生蛋，借
刀杀入、借花献佛，愣是从一个蒙昧落后的国家，借由军国
主义的利鞭，被驯化成了一个地域小而野心大的强国。从侵
华战争的烧抢掳掠到堂而皇之屡次去神社“拜鬼”，然后无
赖的将历史教科书全盘篡改，企图粉饰其不堪的侵略扩张的
历史来蒙骗国民，东亚的日本小国就这样走上了它的强国之
路，轰然崛起。

日本的这种欲盖弥彰，无法直面历史的态度，让人联想到了
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强国——德国。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
发动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者把德国比作一个年
轻气盛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在自己力量壮大之后，面对老
一辈人他要求有话语权，要有自己的地盘，因而发动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果可晓而知，年轻人在此次战役中受到了重
创，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没有使他变得成熟，他只是觉得委屈，
一种认为自己应经有了足够的话语权却遭到排斥的委屈。正
因为如此，他才会想要伺机报复，在几年后再次化身为恶魔，
给世界带来灾难。不用说，年轻人再次惨败，但是这次他们
接受了教训，变得成熟了。由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经由挫
折蜕变成成熟稳重的男人。虽然日耳曼民族曾经走过扩张道
路，然而，几百年以后的今天，与日本形成强烈反差的那一
幕让世界为之动容，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



碑前下跪。那句“勃兰特跪下了，德意志站起了。”让人在
一个民族回眸历史的眼神中，不仅看见了过去，更预见了未
来。正如作者在书描述的：“这个民族在狂暴中体现出的力
量是那么的可怕，而在沉静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又是如此的
惊人而优雅，这个民族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创造奇迹，无论是
他们的狂暴还是他们的沉静，无一例外地令整个世界为之动
容。”

这，才是大国之风。

反观我们国家的国情，我国无论从人口还是地域面积上来说
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然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大国特质却让我
们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远远落在了包括日本以及许多欧美资
本主义小国的后面。这让我们不得不在“大国”的问题上处
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许多发达国
家相比，我们像是一个高大魁梧却步履蹒跚的人，卖力的走
着自己的一条路。然而，可曾想过，我们地域辽阔，但却地
大物薄，我们资源辽阔，但是人口密集，使得人均占有量仅
仅是其他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如果把那些发达小国家比作独
生子女家庭，那么我们国家就是拖着十几口人过日子的大家
庭，我们要用同样的一份口粮去养活十多口人，这样想来，
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承载着大国之难，带着庞
大的人口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发展道路上走的虽然艰难，但是
一步一个脚印。

许多所谓“大国”，之所以为“大”，是因为他展示给世界
的是他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当“大国”的富人们徜徉在灯红
酒绿的上的社会，用他们的规则主宰着一切时，可曾想到贫
民窟的穷人们连黑面包也吃不上，当他们筑起高高的资产阶
级象牙塔时，社会已经无情的把底层的劳动人民抛弃了，贫
富两极急剧分化，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穷人的地狱。

我们没有他们轻松的步履，是因为我们从未遗弃前进队伍中
任何一群的落后者，从未卸下身上的责任，走在队伍最前列



的人总会回过头，向后头的大部队伸出援助之手，我们追求
的富裕，是和谐的，全面的，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绝不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在发展的道路上，超速度的
快感只能造就虚华世界的表象，只有统筹兼顾的大国风范才
支撑得起大国沉重的脊梁。

大国之大，终究要承受无数的考验，才能成其“大”。一九
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
广受称赞。在这场危机当中，中国顶住出口大幅下滑的压力，
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受灾国提供援助，成为抵挡危机的
坚强支柱。二零零三年在非典疫情阴影笼罩下，全国上下齐
心协力抗击非典，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
的疫情监测网络，遏制了非典肆虐的趋势，成功的控制了疫
情。当甲型疫情再次来袭，我们凭着成功的经验，沉着应对。

大国之大，还在于每一个让世界回眸凝视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北京奥运会，惊艳全世界，让中国初露大国风采。“北京欢
迎你”，中国喜迎八方之客，尽显大国之风。开幕式上，金
声玉振，奏响中华文明的天籁之音；穹苍浩瀚，璀璨星火荡
漾着新时代的流光溢彩。本次奥运会成为“地球村”最大的
国际盛会，盛况空前，我们要借这一大好机会，充分展现出
泱泱大国的优雅风度。我们既要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辉煌灿
烂的历史文化和优良传统，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
因为拥有五千年的深厚底蕴，我们可以充满自豪地历数家珍：
长城、兵马俑、“四大发明”、丝绸之路等等，我们也要向
世人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有了这些
成就，我们才有实力来承办奥运会，建成以鸟巢、水立方等
为代表的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奥运场馆和一系列的基础设
施，并决心把她组织成一次恢宏壮丽的盛会。我们看到，奥
运会精彩的开幕式有中国元素，也融入了世界的色彩，这就
是一种大国风度。大国风度，就是以博大胸怀迎接来自五湖
四海的朋友，不辨远近，不分亲疏，让朋友们宾至如归，如
沐春风；大国风度，就是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充分自信，



引为骄傲，也对他人的文化、习俗高度尊重，充分理解，取
长补短；大国风度，就是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胜败，把善意的
微笑、亲切的问候、热烈的掌声送给各国参赛的运动员，全
方位、多角度展现出一个文明古国的风采与气度、智慧与理
性、眼光与品位，给世界留下美丽的记忆。

中国，这个名副其实的大国，正是以其优雅的风度，绚丽的
风采成就其大国风范，谱写出壮丽的《大国崛起》！

大国的崛起读后感篇四

曾记得小冰和我说过，她们的老师和她们说：如果世界让美
国人来统治还好，如果让中国人来统治，那将会是一种灾难。
因为美国人大多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中国人没有。一开始，
我并不是很理解她的这些话，但是看了几集《大国崛起》，
看到法国的时候，我慢慢开始明白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有了信仰就会心存畏惧，就会有所顾虑，就不会恣意妄为。

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是什么？我们中国
人一直引以为傲的东西是什么？如果真的问得彻底一点，恐
怕会没有答案。法国，有他们引以为傲的巴黎铁塔，有他们
引以为傲的革命思想，世界的启蒙运动，就是法国产生的，
《人权宣言》就是出自法国人之手，自由，平等，博爱的思
想来自法国，他们有自己自豪的历史文化遗迹，有着多少宏
伟的建筑？有着多少激励他们勇往直前的历史人物？他们榜
样，并不远，就在近代。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建造巴黎铁
塔的故事没有？他们有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刺激着他们
前进，有着清晰的伟人榜样让他们去效仿，让他们去追求。
再看看德国，德国是一个饱受古典音乐的浸润滋养，散发着
古典哲学的理性光芒的国家，那里曾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发祥地，以现代大学和科技发明闻名于世。德国人有着自己
优雅的精神寄托，因为那里曾经是古典哲学的圣地，康德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尼采，黑格尔，
叔本华等这些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都出自德国，那里



也曾经是古典音乐的天堂，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享誉
世界的音乐家都来自德国。德国人注重教育，他们高度地重
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它国家振兴的基础。战胜
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
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在德国，孩子们上课
时免费的，反而不上课却要受到惩罚。正是因为国家对教育
的重视，国家会大力支持和赞助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就是
依靠着高素质的国民走到了世界强国的位置，就现在我们知
道的，德国已有29位诺贝尔获得者。

反视我们中国，我们的精神寄托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的榜样又是谁？是什么激励我们前进？在一定程度上，
落后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但是，当一个民族的前进，仅仅
是因为畏惧落后，那就显得有点可悲了！我们的这一代，在
一定的程度上，是空虚的！我们的国民，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空虚的！正如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一份对中国现
状分析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
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徘徊在
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报告还指出，中国人
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了解自己作为社会个体应该
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法制
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他们老
想走捷径；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
活意义，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
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
事情。

文档为doc格式

大国的崛起读后感篇五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而这部记录片恰恰又说
明了文明的重要性，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我宁
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思想的



控制下，人民才能统一信仰，信仰决定了文明的统一。这样
才能使国家通过输出自己的文明，从而决他奇特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面积92391平方公里，
2003年时人口约1010万。这个国家的面积和资源还不如中国
的福建省、在世界地图上还不如一粒葡萄干大，15世纪时不
到100万的人口，打破人类传统的亚欧非三块大陆的传统。当
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即胡椒粒，用于保存食物），为了
这个简单的愿望，葡糖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
在恩里克王子的率领下开辟了南美洲，而恩里克王子这位伟
大的航海家，却从没有一次远洋的经历。

德国在公元1805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了义务教育，距今已
有200年的历史。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柏林洪堡大学就
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诺贝尔奖。在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科学
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使得铁血宰相俾斯麦发动三次王朝战
争，在攻陷法国首都巴黎后，德军总参谋长毛奇自豪的说道：
“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

苏联为了尽快成为世界强国，把重工业列为国家的首要发展
目标，直到今天我们对俄罗斯的航母、潜艇、驱逐舰和先进
的导弹都耳闻目染。

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就的
海洋霸权，抑或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创立的
商业帝国，还是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成就的大不
列颠“日不落”帝国，以及法德两国的随后兴起。这些欧洲
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
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要件。至于继承欧洲文化谱
系的美国在另一块大陆的崛起，日本和俄罗斯的后发制人，
除了自觉的赶超意识，也经历了制度转型的阵痛。当然，这9
大强国的辉煌中也都沾染了穷兵黩武的战争残酷和侵略他国
乃至灭绝异质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来的500



多年间，这些强国或有兴衰，但他们的一个或多个在21世纪
依然占有全球主导地位。即，西方社会主导全球的大趋势并
没有逆转。

对中国而言，读懂这9个大国的兴衰起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
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9个大国在过去的150年间和中国
都发生过直面接触，对中国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
但沉浸在历史的伤痛和仇恨中是没有意义的，基于意识形态
的偏见嘲弄和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是无谓的。在全球化浪
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首当其
冲地要融入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谐社会与和
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些既是中国从既往强国的兴盛中总结
的经验，也是从某些强国的灭亡中汲取的教训。

经过以上叙述应当说，21世纪中国将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这
已不再是空谈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以何种方式来完成
这一进程，不仅为海外所瞩目，同样值得中国人深思。

大国的崛起读后感篇六

在回来的路上，我掀着《大国崛起》，我读到些对我们有用
的东西，我总结如下，也作为我的读书笔记：

1、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是基础，但必须防止过度军事化和
若化国家的力量；

6、各项政策务必到基层了解情况制定，并到基层去了解落实、
实施效果，防止成果被部分利益集体吞噬，并要在人民的利
益去推动发展，为人民谋福利。

7、建立“商业”与“道德”平衡，保证物质与精神的共同提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