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星照耀的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红星照耀的读后感篇一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来时，红色的扉页被悄悄翻开，白纸黑字，
字字分明。屏气凝神，倾听它的絮语，听！是埃德加?斯诺走
过中国时的脚步声，是人民对和平的殷殷期盼声，是中国共
产主义对共产国际的热切响应声。在这个大步迈进先进化，
民主化，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中，读《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
本好书是再好不过的。

带着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埃德加?斯诺踏上了去西安的慢
车……从而用他的汗水浇注成了一部不朽的著作——《红星
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自1936带着无数个当时无法理解的革命与战争的
问题，冒着危险来到了苏区，正是他这一行为，使他注定成
为采访苏区的西方第一新闻记者。他一生虽没有享尽荣华富
贵，但是他将无数个珍贵的答案保留下来，震惊了全世界。
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
著作，无可比拟，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
情，一个接一个地被我们窥知。斯诺是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在种种冒险中所引起的激情和中国人民真挚的情感，所以
说“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亮了全世界，带着一份憧憬
与期待，来到那个世界。

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他们勇敢斗争，生活
的形象深深地在我的脑海刻下了烙印，“二万五千里长征”
期间，伴随着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



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许许多多革命青年的身上
散发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不畏惧的勇敢色
彩，似一团火焰，不会熄灭，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人抛
出困难，又不只一次地给予他们眷顾，一场旷日持久的免不
了再次打响。戎马倥偬，也在所不辞，在大渡河上方，有条
有名的桥叫淀定桥，有着百年的历史，铁索悬成，用厚木板
做墙面，狡诈的敌军早在到达时，撬走了二分之一的木板，
空空如也的铁索，并未吓退红军，他们果断出去，在对方援
军到来前，历尽千辛万苦把桥占领，投出手榴弹，将敌人无
情扼杀，长征离我们很近又很远的名词，让所有人震颤，这
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他不但继承了民族精神，而
且丰富和发展了民族优秀，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激励着
我们。至于为啥有如此大的成就，那在于他们的初心一如往
昔。

我的内心澎湃亦激动，他们作为我们的伟大领袖，何不为之
自豪？

一本书闭，今日之中国，已经能成为自立根深，独立强大的
国家了，而遭人凌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就是红
军心之所向吗？他们身上的韧劲会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诞
生在和平年代，自然没有感受过战场的残酷，但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更应抓紧时间一心一意扑在学业上，
一丝不苟，更应追求坚持不懈的精神，大无畏的气魄和顽强
不屈的品性。历史已成过去，像红军一样，勇攀知识的高峰，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红色的天际映衬在红色的扉页上，显得更加耀眼闪亮，我仿
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无比光明。

红星照耀的读后感篇二

长征精神就像一颗熠熠生辉的红星，照耀中华大地。有一位
名叫埃德加斯诺的外国记者，记录了这场壮烈抗争史。



那个时代的人民渴望解放，渴望自由。而正是有那一群人舍
身而出，保家卫国，才会有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

“红军”，革命时期的一支红色的神奇传说。作者在书中描
绘了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斯诺看惯了
软弱无能的中国小孩，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小红军”们
朝气蓬勃，令人着迷。

可更让人敬佩的是，红军战士们依靠思想武装走完二万五千
里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红军历经千辛万苦，遭受了非常
惨重的损失。经历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无数次激烈
的战斗；走过了金沙江、雪山、草地等充满艰辛苦难的地方。
最后终于到达了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建立了根据地。
为革命的胜利跨出了一大步。

《红星照耀中国》展示了党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做出的不懈努
力，他们乐观向上又甘于奉献，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奋力拼
搏，勇敢探索着前进的方向。这本书记载的人物与故事都展
现出信念坚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自信乐观的美好精神
和品质。

我们应当致敬英雄，永远铭记历史，努力为国家作出贡献，
不辜负前辈们的付出，永远致敬历史！

红星照耀的读后感篇三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里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
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岩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
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蒋介石动员的“围剿”下，红军们不得不转移根据地。但
是蒋介石步步紧追。不只一次想消灭我们红军队伍。天上的
飞机轰炸，地上的机枪乱扫。在途中，红军不仅失去了大量
的战友。但是，他们没有退缩，没有被困难打败。还是冲出



了一次次突围。最终，红军实现了目标。

红军装备远远不及于蒋介石的军队，小米加步枪。但是他们
还是成功的过了草地，雪山…因为他们拥有过人的毅力。肯
吃苦，能坚持。这正是我们没有的，也需要我们学习。

一个挖矿人，到山中挖矿。找了一个山腰，挖了起来。土堆
堆的越来越多，然而他却只找到了一小块矿。他在心里念道：
也许不可能再挖到了。所以他就走了。但是在他挖的坑中，
只需要再挖深一些，就会有大量的矿。但是他放弃了，与那
些矿资源擦身而过。正是因为他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肯
坚持。

在生活中，我们只要努力坚持，就会获得成功。我们在成功
的背后。都会有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他们也正因为一次次
坚持，吃苦中获得了一次次的经验最终走向了成功。

我们要向红军学习，学习他们的毅力，学习他们的勇敢、学
习他们的爱国情怀，要肯吃苦、能吃苦。要相信，每一个成
功人士的背后都会有一段需要坚持的经历。

红星照耀的读后感篇四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记者。说是美国人倒不如说是中
国人，之所以说是中国人，是因为他一生为记录中国共产主
义战争为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讲斯诺是中华的斗争的记录者
和见证者。

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到了中国西北部去实地采访中国共产
党，可就是这一去便注定他写这本书的命运了。

这本书讲的是，埃德加收集军事将领的谈话，工人、战士、



知识分子的谈话，揭示了中国红军的真正形象以及与日本战
士，国民党的坚定斗争，让全世界恢复对中国的信誉。因为
当时世界不了解中国是否为马克思主义者？纲领是什么？国
民党与共产党到底哪方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论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人？还有很多问题去问中国。

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大渡河英雄，内容讲的是红军先
锋队的指挥员刘伯承，他曾在四川的一个军阀的队中当过军
官，他熟悉这个民族，了解彝族人痛恨汉人，他前往与彝族
谈判，最后得到了武器，与红军联合打败川军，巧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从中我看出了红军的机智与勇气，和各个少数
民族对统治的憎恶，以及希望恢复和平，追求自由的愿望。
还有红军必胜的决心。

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那么其中的红星又是什么意思呢？没
错，红星便是红军，那么中国又是什么呢？中国是世界上的
那一颗红星。

从宏观上可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划时代的巨作，推翻了外界
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负面影响，让中国共产党可以展翅飞翔，
一鸣惊人。向世界展现中国最英勇的一面，也是这本书，给
予国家很与民族希望，以振奋，以自由。

中国是世界上的那一颗红星，它也必将照亮整个世界！

红星照耀的读后感篇五

80年前，红色的中国布满谜团。一位美国记者斯诺单枪匹马
前往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交流，也介绍了红军的故事。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一个个领导人，虽出身卑微，但
凭着努力与坚持成为领导人。他们朴素，只为百姓，丝毫没
有领导的架子，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正是他们，壮大了红军。



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他博览群书，一丝不苟，
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天才型的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
斯诺评价说，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
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认为他
有点粗俗。”是的，就是这样一个“粗俗”的人，让中国站
立起来!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革命的伟
大领袖。他，就是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布满沼泽的草地
上，有着他们顽强的身影;在漫天飞雪的雪山上，有他们坚定
的脚印。他们就是红军。

他们翻过了十八座山脉，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六十二座大
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的包围，顺利闯过六个不同民族
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都没有走过的。

斯诺说：“红军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成吉思
汗西征东归，汉尼拔翻过阿尔卑斯山的壮举与红军长征相比，
就像一场假日远足，不值一提。”他们敬业，认真，藐视一
切困难，敢于竞争，敢于胜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就
是红军精神!

当我们在明亮的屋子里，当我们安心的学习，也许没有意识
到，现在的美好生活，建立在无数革命先驱的生命上，让我
们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