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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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放学回家，我把作业做好了，看时间还早，便随手拿起
《明朝那些事儿(陆)》读起来，虽然讲的是历史，但真是太
有趣了。

这册主要讲了“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
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明神宗万历。为争国
本，万历与大臣们展开拉据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随即
兴起，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宗
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朝政，可见团结是十分重要的。

记得有一次打乒乓球，我和曹安东搭配，对战其他双人组合。
对手很强大，每次都朝我们的弱点打，不过每次我们都赢了，
这主要是我们配合得好，团结一心力量大!我们的秘诀是，短
球我来挑，长球他来拉，扣球我来抽，搓球他来接，我们都
让对方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这样就战无不胜了!

这册中，我最喜欢袁崇焕。他考上了蔗吉士，并拜朝师孙承
宗，训练出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在锦州，努尔哈赤以绝对
的优势攻城，袁崇焕率领军队奋勇杀敌，并用炮火、火筒攻
击，将士们团结一致，齐心杀敌，致使对方伤亡惨重。最后，
努尔哈赤发动所有兵力拼死一搏，袁崇焕则讲究策略，摆
出“三环阵”抵挡，诱敌深入，努尔哈赤中了连环计，全军



覆没，自己也中箭身亡。

这就如同打乒乓球，要讲究战术和策略，除了要了解对方的
弱点，还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压着对方打，牵着对方的鼻子
走，让对方不能发挥，这样自己就会越打越顺手，直至胜利!

学习也是一样，也要讲究方法，对自己不好的`功课要多花时
间看，多练习多巩固，成绩总会有提高的。另外要劳逸结合，
保持精力，学习的效率才会高!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二

以前，我读过一本好书，书名是《明朝那些事》(贰)，内容
自永乐皇帝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记叙了中国历史
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的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派郑和
七下西洋，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皇帝于北伐蒙古归
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
进入动荡时代。死太监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
精兵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力挽狂
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后被害身
亡。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令人目不暇接、欲
罢不能。

很早就知道有《明朝那些事》这本书。而且知过好道这本书
先是一本网络作品，由于广大网友们的追捧，好评如潮，作
者当年明月把博客里的连载送进了印刷厂，一口气出版了5本，
更多的人看了后还是好评如潮。我还知道当年明月的这套书
之所以好评如潮是因为他把枯燥的正史写得生动、风趣，看
过的人没有人说不喜欢读这本书的，我还知道但年明月写这
本书的时候好像才27岁!当然佩服之至啊!就想弄一套读读。
正好一个好朋友购买了这套书，就讨来一睹为快。

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杨士奇，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
计。他为人十分谨慎，别人和他说过的话，他都烂在肚子里，



从不轻易发言泄密，他是太子的忠实拥护者，却从不明显表
现出来，可见一个厉害的人从不会把自己的想法轻易说出去。
杨士奇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其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刚出道时要低调，再低调。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和阴谋，自
己身边的同伴不是被杀掉，就是被朱高煦整垮，为了自己的
信念，杨士奇忍耐了很久，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向朱棣揭发朱
高煦的不轨行为，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他十分清楚权力斗
争就如同剑客比武，一击必杀才是制胜的王道，因为一旦宝
剑出鞘，就没有收回的余地。

岁月不饶人，明朝时期的事情发生了种种事情，看完了这两
本书，我深有感触。这部书是当年明月，也就是石悦写的明朝
“通史”。这书从明朝开国的朱元璋说起对当时的十七帝王
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全景展示，充分的体
现出当时政治思想与当时开国皇帝建立的帝国进行了详述。

读了几个星期了，还没有读完，但是收获已经很多了。不仅
仅是补习了明朝的那段历史，还领悟到了历史之外的道理，
但是最大的收获是庆幸我是一个老师!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三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或许是
缘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吧，我从小就喜欢历史。父亲收藏的
《二十四史》经常被摆在案头，可学术研究性的历史总让我
在阅读时感到有些枯燥乏味。一个偶然的机会，妈妈给我带
回一套书——《明朝那些事儿》，我拿起其中的第一部《洪
武大帝》读了起来。

读着读着我就被这部书深深地吸引了，我仿佛遇到了久违的
知音，一口气读完了七部长卷。了那段日子我真是如饥似渴，
废寝忘食，一遍读完仍然感到意犹未尽，又再读了一遍。作
者从元末明初的农民军队反抗蒙元统治者开始，一直写到崇
祯走向那棵歪脖树。期间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与具体人物



为写作背景，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从公元1344年到公元1644年
大明王朝三百年风风雨雨与是非兴衰。读了《明朝那些事儿》
后，我不仅了解了这段历史，还从这部书幽默风趣背后也读
出了一个道理。在书中出现的，无不是当时风口浪尖上的人
物，可他们当中，有死而后已的'忠良，也有王振、魏忠贤之
类的佞臣。魏忠贤在身后留下千古骂名，为世人所不齿，可
他当时却是风光无限，权倾一时，羡慕、嫉妒者不计其数。
然而，当年那位奋起反抗魏忠贤却被害死的正直大臣杨继盛，
却为世人所赞叹、仰慕，流芳百世。在当时，杨继盛不过是
阶下囚罢了，指不定还有人在嘲笑于他。

由此可以看出好人不一定会和徐阶、张居正一样得志，坏人
却常与王振一般猖狂。不要羡慕别人，只要自己没有错，身
正不怕影子斜，那些诋毁的话，大可不必计较，凡是历史自
有公断。通过读《明朝那些事儿》，我发现作者的文笔也十
分了得，文中记述的王侯将相，在他笔下似乎活了：历尽磨
难，矢志不移，终于一统天下的朱元璋；足智多谋的刘伯温；
才高八斗、谨慎低调的宋濂；勇猛善战、忠肝义胆的徐达、
常遇春；权倾一时、风光无限，死后却遗臭万年的魏忠贤；
耿直忠贞，“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当年
明月”将帝王将相的心术、韬略刻画得惟妙惟肖。

读了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他们的智慧，还提高了自己的文
学素养，一举多得。读《明朝那事儿》令我如饮甘霖，回味
无穷，那种感觉真好。（家长感言）孩子从小喜欢读历史方
面的书，一套《上下五千年》虽然图文并茂，但仅是提纲式
的简介，缺乏情节，《二十四史》又显得艰深乏味，这套
《明朝那些事》共七本，码起来足有十多厘米厚。本担心孩
子看不了这么多，没想到孩子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几乎
是手不释卷。和他爸交流起书中的故事情节那叫一个眉飞色
舞，声音也一下子高了八度。为了不被男人们鄙视，我也认
真地把这套书看了。正所谓阅读改变人生，细心观察不难发
现，孩子变了，这套书在孩子心灵深处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首先，孩子视野更开阔了，对是非、忠奸、善恶的认识和评



判能力提高了，其次孩子的表达能力有明显提高，从他的言
谈及老师的反馈中得到证实。更提高了他的阅读水平，随后
也看了些“明月派”的模仿作，他的评价是良莠不齐。总之，
开卷有益吧。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四

这个学期，我迷上了《明朝那些事儿》。刚开始，是因为在
书架上翻书，偶然间发现了这已有9年历史的书，我对历史很
有兴趣，你让我说说各个朝代的名人，我也略知一二。一
看“历史书籍”这四个字就激动起来，翻开书皮又看见“明
朝”这两字就更激动了。看一本历史书，犹如穿越到古代，
与古人对话，看尽这个朝代的名人故事与兴盛衰败，真是棒
极了!我立刻拿起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看了一章，觉得耳
目一新：哇，这不正是我想要看的历史书吗?看到好玩的片段，
我要哈哈大笑;看到奸臣贪污，我又气得牙齿磨得沙沙作响;
看到喜欢的忠臣被设计害死，禁不住扼腕叹息，难过好
久......记得每个朝代都有几位正直的君王，可是这个明朝
倒好，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朱由检，就愣是一个正直的
君王都没有，还好出了很多忠臣，才让我感觉这几百年明朝
没白活。

我还注意到本书作者了，作者名叫当年明月，当然这是他的
网名，读了这本著作，真是对他的文笔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本
《明朝那些事儿》，一改人们对历史枯燥乏味的定位，使历
史成为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身边故事。对这本书，我还有几个
细节感受：第一：幽默，充满趣味性，人都可以活起来，好
钱好色不管国家大事的皇帝、贪污的奸臣、只留清白在人间
的忠臣、以及好斗的`蒙古人......这些人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演绎着他们那个朝代的故事。当年明月还特别喜欢跟古人打
交道，一会儿称兄，一会儿叫弟，一会儿还攀个i“老大”，轻
松诙谐的语言，让我不时捧腹大笑。第二：严谨，这些故事
很多都是经过作者查阅资料得来的，有凭有据，不是想象，
也不是贾雨村言，是正史，既系统又连贯的文章。



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写出自己的文章特色来!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五

不知朱元璋是不是历代出世最惨的.皇帝，不过，他真的很惨。
古代穷人的名字一般都是父母岁数之和，看来，朱元璋父母
是高龄产子，88为和（朱重八），年纪还真不小！回到主题。

文：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
哥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

这么一看，朱元璋可真是被元朝害惨了，想不恨都难！这还
没完。

文：……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灯。

朱元璋当了和尚都不安宁，简直就是长工。比在地主家干活
好不了多少。不过，他可以吃饱饭了，这就好了！真是不幸
中的万幸！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六

不知朱元璋是不是历代出世最惨的皇帝，不过，他真的很惨。
古代穷人的`名字一般都是父母岁数之和，看来，朱元璋父母
是高龄产子，88为和（朱重八），年纪还真不小！回到主题。

文：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
哥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

这么一看，朱元璋可真是被元朝害惨了，想不恨都难！这还
没完。

文：……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灯。



朱元璋当了和尚都不安宁，简直就是长工。比在地主家干活
好不了多少。不过，他可以吃饱饭了，这就好了！真是不幸
中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