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史记读后感手抄报(模板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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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一

我很早就想了解我国的历史，于是，这个暑假我买来了《史
记》这本书，这本书吸引着我，让我迫不及待的就翻开了它。

第一篇就是五帝的故事，在我没读这本书之前，我知道我们
的祖先炎帝和皇帝都为华夏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今
天，海内外的华人都以自己是炎黄子孙儿骄傲。

炎帝为了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上山去尝遍所有的植
物，书上说这就是“神农尝百草”。他发现有的可以食用，
有的甚至可以之治病。最后，他尝到一种断肠草的绿叶黄花
植物，这种植物有剧毒，无药可救，他不幸去世了。我好佩
服炎帝，他为了帮助别人牺牲了自己，我要向他学习这种精
神。

这本书上说皇帝本姓孙，后来又改姓姬，名叫轩辕。轩辕被
人们推选为太子，号称皇帝，皇帝执政后，仍然不忘天下百
姓，帮助百姓解决各种困难。我从这里知道帮助别人就是帮
助自己。

《史记》这本书里有许多意想不到故事，我推荐大家读一读。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二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书。深红色的封面上，写着“史记”



两个大字，是那样的入目三分，矫若惊龙，闪烁着历史的光
芒。翻开书，一股书香气扑鼻而来。这书就是《史
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传记体通史，撰写一个个璀璨
的人物，如足智多谋的蔺相如，英勇无比的项羽，焚书坑儒
的秦始皇……这多繁星般的人物，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挥
之不去。其中，伊挚从孤儿变成丞相令我折服，荆轲刺秦王
反被杀使我惋惜，伍子胥白了头发也要复仇，就算会被杀死，
让我十分敬仰……就这样，书里的人物个个特点鲜明，让我
难以忘怀。

《史记》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喜爱，那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
胥一夜白头，不断她努力爬升，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确
实是“烈丈夫“所为，能为自己复仇，真厉害！

记得8岁那年，我刚升入小学一年级，我就结识了位好朋友，
和她聊着就聊到会什么才艺，她说：“我会骑自行车！”我
想了想说：“我会的多着呢！”一回家，我就和爸爸妈妈说：
“我要学骑自行车！”爸爸妈妈立马答应了，“三轮车”立
马变成了“两轮车”。一开始学车，妈妈在后面扶着，爸爸
在旁边看，我经常问：“妈妈还扶着？”爸爸会说：“我看
着呢！放心，妈妈会扶着的。”我开心地骑了好久，又过了
一会儿，我再问：“妈妈，还扶吗？”爸爸不说话，我往后
一看，呀！妈妈呢，妈妈突然昌了出来，吓得我倒在了地
上……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

从这件事，我明白了：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要勇敢面对。
我的分享完了，谢谢大家！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三

《史记》是一部记录着我国伟大历史的著作，他的作者是司
马迁，这本书个馆地记录了中国朝代的兴替，恰当地评价了



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在线了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社会画面，
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了这本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一心为国家，为百
姓着想，服务的以国之君，和只顾贪图享乐，把国家大事放
在一边，欺压百姓的暴君，昏君。他们的性格，心里的想法
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们统治出来的国家也是有着天壤之
别。

正直的国君统治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把国家也
治理得井井有条，而昏君的国家人民不能安居，被巨大的税
额所击垮，民不聊生，文武百官也不得安宁。

一个好领导可以治理好一个国家，也可以带坏一个国家；一
个领导可以创建一个国家，也可以毁灭一个国家；一个领导
可以给他的百姓幸福，也可以给他的百姓痛苦。可见一个好
的领导是多麽的重要。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虞舜的人就用自己谦恭有礼和蔼可亲的
风范，和对事的公正管理好了一个国家。

也有一个叫太康的昏君，糊涂昏聩，只知道吃喝玩乐，把国
家大事放在一边，结果，这个国家没多久就毁灭了。

所以，有一个好领导非常重要。还是那一句话——好的统领
成就好的国家！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四

过了漫长的一天，今天总算把《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给
读完了，之前我读《五帝本纪》《周本纪》和《秦始皇本纪》
的时候都感觉没什么好写的我还在发愁今天看完啦《项羽本
纪》终于有了灵感，我就轻松了许多。项羽是个英雄。



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
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
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
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
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
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
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
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长江
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
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
觉得刘邦、韩信只能做乱世的配角。

有人说项羽除了打仗其它都不行，于当时的百姓无益，这样
的人出任首领注定就是个悲剧。

他本可骑马追风。他的自负让人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
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
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五

时代总在不断的更新，不断地变化。俯视之间，万物皆为陈
迹。

许多人在世间仅仅只为沧海一粟，为了生存而生存，但也有
许多人在历史的逐浪潮流中不可泯灭，永垂不朽在心里，璀
璨闪耀在星上。



一位一位的名人，一段一段的故事，回荡在我的脑海，但只
有那个身影令我无比熟悉。

一个黑暗的年间，奸臣当道，无数忠臣遭受排挤，他的父亲
遭受小人陷害，他被诱引上当，在这个复杂的局面下，能够
冷静镇定地一眼看穿小人诡计，并且承担了天下不忠不孝的
骂名，果断与太子一起逃亡。他沉着的精神，忍辱负重的品
性，嫉恶如仇却不火急火燎、能够隐忍的秉性都值得我佩服。

他就是伍子胥，历史中的伍子胥，我未知的伍子胥，我感受
的伍子胥。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六

从田单的故事中，我们更看清了战争的残酷，之前的列传中
的将领主要写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往往当他们失败时，
基本上其故事就要结束了），经常是以胜利者的角度来看这
一场场战役，难以体会战败者的苦难。然而在这一篇里，田
单是在齐国亡国之痛中崛起的，他亲身经历了作为战败国的
臣民流离失所东奔西逃的切身之痛，还有，在那一场奔牛之
战中，他不得不使用老弱妇孺投入战场，其实也反映了当时
即墨兵力的窘迫，以及战争的残忍。再还有，虽然是田单为
激发士气故意诱发，而齐军俘虏被燕军割鼻的惨痛，仍让人
看出战争惨不忍睹的一面。

说到这里，田单用兵的“奇”，有的手段很不道德，不能苟
同。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象是上海的沦陷成全了“倾城之
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一样，是齐国的倾覆造就了田
单的战功。或者换个说法，时势造英雄。

关于田单，就是这些了。



这一篇列传最后还简单叙述了太史缴之女在莒县救助齐湣王
之子法章，后成为君王后的故事；以及齐国画邑人王烛宁死
不与燕军合作的故事。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七

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套这样的书《史记》，在父母的
指导下，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些，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多么枯
燥而晦涩难懂的书啊。后来很长时间，我的目光都不敢碰触
它。直到有一天，我重新从书架上取下它。因为要查一个资
料，我不得不又一次翻开，我的眼睛只在书上扫视了几分钟，
就忽的发现，我已经被吸引住了。

首先它的真实性，客观性。原来我所了解的大多都是通过看
影视，小说等，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或好或坏的历史人物，他
们经过编者的再创造，加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比如秦始
皇，之前他在影视里的一直是个暴君的形象，仅统治数年就
灭亡。但是史记里，却记叙了他的历史功过，政治上有作为，
有创新，同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又采用了极端暴虐的刑法，
这正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人物。还有项羽，原以为，他
就是一个鲁莽，无智慧，有勇无谋的壮汉，但是，看了史记，
才知道他也有善的一面，也有才华，所以才能聚人气，成就
霸业。虽然他最终失败了，可是他的不屈不挠的气节广为后
人传颂。难怪后来的大词人李清照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
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其次，史记的语言很有特色，线索条理。虽然记叙的是史事，
人物繁杂，事件频繁，但是脉络清楚，关系分析得很清晰，
紧凑。所以我看的时候，经常会急于知道后文而迫不及待的
读下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鸿门宴，它描写的气氛相当浓烈，
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的另一特色是历史人物之全面，不仅有帝王将相，还有
政治家，军事家，文人，学者，游侠，医者等各类人物，他



们各具特色，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突出，却又不虚构虚夸，
正因为如此，就更加吸引人去看。

但是，从文中也不难看出，作者是有情感倾向的，比如，他
对帝王将相，基本是客观叙事，而对下层劳动人民却又透露
出一种情感，有同情有赞扬，有肯定有表彰。如《陈涉世
家》，陈涉本不是帝王将相，却把他编入本记，为他立传，
这充分说明了作者的情感立场。而这种情感也会影响读者，
使读者与人物命运相呼吸，产生共鸣。

《史记》的特色很多，读的越多，越能发现它的价值。有人
总结：以史为鉴，知千秋盛衰兴替；前事不忘，明万代是非
得失。而鲁迅先生评价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在
叫绝。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八

我读了《史记》后，认识了许多历史故事。如：古代的传统、
习俗。

这本书主要写了古代的历史，和许多伟人的故事。使我们学
习伟人的处事方法、性格、遇到危险时的临危不惧。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禹治水。他谦虚地不坐上王位。他为了
通过大王的任务，陪着人们挖水道把手指甲都磨掉了，再也
长不出来了。每次经过自己的家，都狠下心来，不进家门、
不看看自己家人。他竟然坚持下来了。

对比他，我更显得三心二意。我“打水只打半桶水”我每次
上兴趣班都没有做到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去听课。
看到大禹的这种坚持、永不放弃、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的精神，
想到我的兴趣班，我的脸像火烧似的火辣辣，惭愧，羞愧浸
满了我的身体。



看完了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后，我上兴趣班有很大的改变。
上课，我很大的兴趣。上课，我变得积极回答问题了。老师
布置、下达的命令、任务，我都立刻、迅速、高效率地完成
了。老师常常表扬我，就像大禹完成皇帝的任务一样高兴。

妈妈看我这么勤奋，风雨无阻地每天来来回回送我去上兴趣
班。老师奖励我一样奖品、我就好像收了一些钻石一样激动。

“读书使人明智”！这名话说得真准。读了《史记》这本书
不仅使我知道了一些历史故事，还让我学习了一些高贵的品
质、和一些稳委的处事方法。

“书获药也，善读可以医愚”。

史记读后感手抄报篇九

我读这本书后，我了解古时候人物是多么的辛勤苦练：我知
道帝尧的故事：我还知道晏婴的故事：在司马迁的笔下，一
个个人物让他写的栩栩如生。

我们先聊聊帝尧的故事吧！帝尧的真名叫尧，因为他的仁德
无所不在，他的智慧无所不能，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胸怀，
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老帝王突然发病
而死，尧当上了帝王，老百姓对帝王这个名字没有好感，于
是给帝王的这个称呼改成帝尧。老百姓有难帝尧自动抗难，
保护老百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用真诚心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真
诚心对待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