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历史读后感篇(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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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初中历史读后感篇篇一

利用假期的时间，我读了《历史的选择》这本书。通过阅读
这本书，我更深刻地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在这本书里，我认识了许多伟大的英雄人物。舍己救人的勇
敢地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正在喷着火光的机枪口，大无畏地
选择了与敌人同归于尽。要说我最佩服的就是宁死不屈的和
不受敌人威胁利诱的了，这些英勇的革命烈士，为我们新中
国的成立发展贡献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今天的中国以其蓬勃的发展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现今所
有的辉煌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各种困难险
阻创造的。

做为新世纪的接班人，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华民族曾经历过的
水深火热，一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努力严格地
要求自己，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从小
立志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全体队员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德、智、体、美、劳
等方面全面发展，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争当勤
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争当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
年;争当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争当四个好少年，是
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思想境界，是一种高尚品德，更是一
种责任。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时刻准备着：为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

上述，是一篇表达清楚，文辞简明的文章。

初中历史读后感篇篇二

（一）、教育理念的不同。

1．精英教育发展成为全人发展的大众化教育。

在课程标准中，明确讲到其总体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使
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反映到教材的
编写上，则抛弃了过去的“难、繁、偏、旧”的内容和专业
化、成人化的内容，真正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
和发展性的特点。

2．从注重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科学主义倾向转
为更加注重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注重科学和人文的整和。
在新的课标的课程目标设置上，更加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要求“培养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形成健全的人
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培养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
能力”等等。要求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
会关心”、“学会理解、宽容和尊重”、“学会认知、学会
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如在介绍维新变法一课时，通
过维新派代表人物的经历，让学生去感知维新变法运动对近
代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原来的教材生硬的归纳出来，更加
注重人文性。

3．从重视传授知识为主到重视培养创新人才，强调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过去那种重知识轻能力的做法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为人门所认



识到，在新的课改中就强调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
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勇于反思并
作出独立、独特的判断。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
径。

4．从让学生掌握知识到留住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形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 “我们是系统的学系统的忘”。学完就忘，这是不
止一人告诉我的尴尬事。可喜的是，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特别
关注这个问题，要求课程的内容、教材的选择、教师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对学生的评价等都要有利于学生学习历史的兴
趣的培养，有利于他们的终身学习。

5．让历史更贴近生活，让历史更贴近自我，强调学生的社会
实践 “把握时代的脉搏”是这次历史课改的一大特色。改革
要求将知识的构建和学生的个体世界紧密相连,将历史知识和
社会实际相连，提倡生活即课程、自我即课程。

（二）、教学方法和观念的改变 1．有“传授型”向“导向
型”的转换

以前课堂上的情况是：45分钟老师一个人讲完，滔滔不绝、
一气呵成，还生怕学生没听够，生怕知识点没讲透，生怕考
点没讲到。老师挺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只要你们跟着老师
的上课、复习的步伐，你们一定能考一个好成绩”。学生则
一个个无精打采，小话不断，呵欠连天。课改之后，老师的
角色更多的象一个导演，在教学过程中起的是组织、引导、
示范和协调的作用。我们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引导学生
学习，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将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和死记硬
背中解脱出来，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学习知识，让他们改
变“学历史只要背就行”的观念。

2．变结论式教学为过程教学，寓“学法指导”于教学过程之
中



历史课本中有许多现成的结论，如“……的历史意
义”“对……的评价”等，学生有的并不赞同，有的不明所
然。这就要求教师将得出结论的过程、自己的思维过程尽量
的暴露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分析、讨论中来，引导他
们主动发现和探究知识。

3．利用课本中的活动课和学习与探究内容，有计划的开展历
史课的研究性学习。

新的历史课程改革在内容上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许多
的学习与探究的内容和4节活动课，这些内容不注重结果，注
重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参与教学、与他人合作、
共同探讨、社会实践等活动。要达到理想的目的，教师必须在
“导”字上下工夫了。

4．由“专业课”向“综合课”转变

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复合型人才，要求能用多学科的知识来
分析和解决问题。教育也必须向这个趋势转变。作为历史教
师在从事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也应该努力寻求历史与其他学科，
如语文、政治和地理等的交叉点，突破学科的封闭，使个学
科相互渗透，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用多学科的知识
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三）、学生学习方法的改变

1．自主（参与式）学习：各种各样的调查表明，历史是学生
比较喜欢的，但历史课却是学生不喜欢上的。究其原因就是：
学生的学是被动的、消极的，不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实践而
是通过老师的灌输被动的来获得知识。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大
部分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新的课改要求这种学习方式，倡
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2．合作学习： 新的课改中特别提现了提倡学生的合作学习。



在新的课改目标中有一点是（让学生）“乐于同他人合作，
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
动”。事实上增设的学习与探究课说明了这一点。

3．探究性（创新）学习：在新的课改中，特别强调用学生
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去感悟。为此，新的课标提出了
形式多样的“活动建议”，鼓励学生勇于从不同的角度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学习通过多种途径探索解决历史问题。在
评价方案的制定上，也要求是有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
的。

二、何为有效的历史教学

我认为有效的历史教学当给人以理想（包括独立、反省、思
辨力等），给人以眼界（深邃、多维、穿透力），给人以胸怀
（博大、宽厚、自信力）、给人以情感（向真、向善、审美
力），给人以“文化”（包括文化品格、文化素养、文化境
界、升华力等等）。新课改下，如何进行有效教学,让学生把
历史学习从一种枯燥、沉重、乏味被动（或者说不得不）的
状态下转变为轻松、简单、快乐地我要学习，这是一个值得
历史教师研究的教学问题。有效教学的研究还可以从如下几
方面拓展：

（一）、重新定位有效教学的起点，结合学生现实状况。

将有效学习的起点定位在学生自身已有的生活经验，创建生
活化的或基于学生常识性经验的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和学
生已有的经验之间形成自然的联系；营造一种自由开放的、
平等信任的心理状态，通过合作、对话、全员参与的积极评
价等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自然的学习情境之中；激活学生
已有的生活经验，赋予学生自由思维和想象的空间；沟通课
本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增加学习的生活意蕴。

以必修2《罗斯福新政》为例，在1929～1933年首先从美国开



始引发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胡佛总统反危机
失败，罗斯福临危受命。在讲授这一课时，2008年我们刚刚
经历了一场世界金融危机，这样为我们学生学习这一课提供
了一个生活知识背景。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笔者在课前
先让学生做了一个调查,金融危机对身边生活的影响，通过调
查：同学们发现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生活用品的价格居
高不下、股市下跌、工厂破产、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混乱、
家庭收入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鲜
活的事实摆在面前，使学生在理解经济危机给社会生活带来
的影响，同时要采取合理的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二）、建构情感体验策略。

体验是一种内化了的知识经验，是一种个性化了的知识经验。
历史教学的有效性，特别是在价值观养成方面的有效性，恰
是通过正确处理这种知识经验做到的。建构情感体验可以两
方面来进行：

1、创设情景教学。根据教学内容和要求，通过创设适宜的环
境气氛和特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情绪上受到感染、情感
上产生共鸣，从而达到加深理解教学内容的一种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适宜的教学情境，对于提高教学效果
具有明显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消除“疲塌”情绪；浅化课文难点，便于理解；拨动学生的
心弦，加深认识；在情境中训练，利于导行。创设情境的关
键是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运用
挂图或幻灯；录音、录像、实物等教具，使学生进入特定的
教学情境，(2)以表演创设情境，(3)通过做游戏创设情境；
（4)教师做演示实验创设情境；(5)以声情并茂、绘形绘色的
讲述创设情境；(6)通过巧妙地提出问题、设置悬念创设情境，
等等。

2、让学生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历史，顾名思义就是过去人类



生活的纪录，但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对于刚从初中升上来的
学生来说，还没有建构起一个学习历史的理性思维，仅仅停
留在感性的思维上，如果只是把课本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
生也就只能死记硬背，接受到只能是一些书本的知识，至于
怎么样和现实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学习的最终目
的是“用”，学会运用知识,这也是有效教学的目的。让历史
走进生活，让学生感悟历史，让学生成为历史的参与者，立
足于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从学生的生活出发，视野从身边
扩展到全方位。只有让学生感觉到历史的真实，他们才会产
生了解历史的欲望。反之，理论的堆砌和知识点的罗列，就
会使历史变得枯燥无味。因此，用直观的图片和易懂的资料、
还有结合当地历史意义的乡土资源，来增强学生的感性体验。

这样，“体验”的内涵从外在感官的直接经历巧妙地迁移到
内在的精神震撼，并为教科书内容注入了具有生命意识的经
验。与此同时，又激活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主动建构
历史意识打下基础。

（三）、有效教学要让学生感受历史探究的愉悦。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们应该充分地考虑学生，把学生作为
课堂的主体。课堂应该是自然和轻松的，每个学生都能感受
到老师的亲切、宽容、鼓励，感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感受
到课堂学习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来自于教
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新课改下，要求课堂是师生之间的合
作探究，学生和老师地位平等都是课堂的主体，课堂上老师
不再是自顾自满堂灌，而是要充分地顾及到每一个学生的感
受，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二是来自教师发自内心的欣赏。
教师对学生的欣赏可以通过课堂上教师的语言评价表达出来，
平时教学中教师经常使用“很好”、“正确”、“给他鼓
掌”等单调的语言。如果让语言充满人情味一些、教师的感
情更加真挚一些，使学生感受到课堂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
学习、真诚沟通、平等交流的平台。学生体会到的将是探究
的快乐，获得新体验的快乐，得到欣赏的快乐。好课是教师



精心设计与学生愉快合作完成，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结果。高
效的教与学的过程，也是经历者身心愉快的感受。

（四）、课后教学拓展即教学延伸也应该是有效的。课后教
学的有效性强调的是提高历史作业的有效性，作业设计要注
意以下几方面：（1）赋予作业生命力；（2）把作业由“甑
别”变为“激励”；（3}作业要生活化；（4）作业设计要多
元化。以必修2《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为例，为了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利弊，正确地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
趋势。

（五）、有效教学的拓展需要教师不断提升自身内力。

初中历史读后感篇篇三

今天我看了《中国历史故事》中《屈原投江》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
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他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
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听信奸臣谗言和诋毁，罢免了屈原的官
职，放逐到湘南。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
一心为国，却被奸臣排挤。放逐到湘南的他，常在汨罗江边
徘徊，一边走一边吟唱着伤心的诗歌。有一天，当渔夫问他
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时，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
有我是个干净的人；人们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
被感到这儿来了。” 渔夫劝他让他不要自命清高，屈原又说：
“我宁愿跳进江里，埋在鱼肚子里，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
子跳进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那天，不愿随波逐流的屈原，抱着一块
大石头，跳进汨罗江结束了自己忧国忧民不得志的一生。

《屈原投江》的故事让我看到了屈原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宁
可被放逐，甚至投江自尽，也不肯改变自己对于国家、对于



百姓所应坚持的原则，他不会置国家、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顾，
他更不会去溜须拍马，他的气节、他的情怀、他的人格，永
远为后世的人们所敬仰，屈原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源远流
长，被后人一代代歌讼。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两奇人，一个是拿破伦，
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海伦的书——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心被海伦的精
神深深的震撼了！ 在书中，海伦说：“知识给人以爱，给人
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
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否则就不懂人类生命
的音乐！”。的确，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知识使海伦
创造了这些人间奇迹！

海伦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正是因为有了知识，她才
如此幸运。在她19个月失去视觉和听觉后，就与这个世界失
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这个的幼小生命不知道如何排谴与
世隔绝的孤独感，她古怪、粗暴、无礼，直至她的莎莉文老
师走进了她的生活，教会她认字，才使她张开了心灵的眼睛，
得以与人沟通。一接触到了知识，孤独的海伦意识到只有知
识才能铺就一条通向光明之路。当海伦感悟到“水”——这
个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字后，便开始了对知识、对世界强烈的
渴求，开始了迫不及待地认字、阅读，像一块海绵不断地从
生命本身汲取知识。对知识的渴求，使她在常人难以想象的
单调和枯燥中竟然学会了德语、拉丁语、法语等多国语言，
阅读了多部文学和哲学名著，吸取着那些伟人和智者的思想
精髓。她把学习比做攀登奇山险峰，跌倒了再爬上去，每得
到一点进步，就有一份鼓舞，逐渐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直
到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希望的顶峰！这些知识，像一
道道彩虹，点亮了海伦心中的灯，照亮了她的内心世界，也
架起了海伦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

海伦，用她艰难却幸福快乐的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她
的一生是人类的奇迹，她的自传，使我汗颜，也使我警醒。



的确，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拥有美好的一切——健全的体魄、
良好的学习环境、优秀的老师……从今天起一定抓紧每一分
一秒，不要让光阴虚度，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要像海
伦凯勒那样，不埋怨、不放弃，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奋
发学习，以微笑面对厄运，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以杰出
的成就显示生命的价值！

初中历史读后感篇篇四

历史悠久，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我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我
的中国名字不愿向困难低头，雨后会有彩虹！这也体现了我
们中国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

所以，我在这个学生寒假里读了《中国发展历史》里面还有
很多传统经典的故事，比如：开天辟地、文明的摇篮、炎黄
子孙……但最吸引我的是大禹治水，说到大禹治水，就让我
来给我们你们讲讲吧。尧、舜那个社会时代，洪水信息泛滥，
到处汪洋一片，人们没地方住，只好像没有鸟儿一样在树梢
上做窝避难。自从舜把禹找来进行治理城市水患问题以后，
禹就决心要努力避免自己父亲他们所犯的错误，不能同时再
用一个围堵的方法来提高治水了。

于是，他决定用相反的方式来应对洪水，他采取了“转移
法”。让洪水流入大海越好。他认为，我自己的劝说下，写
不行啊！于是，他选择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具有淹没他的统
治一起。

为了治洪水，他结婚直到第四天就出门了，整整十三年，没
回家了。其中一个三次产业经过自己家门，但都没有我们回
去。

第一次，他从家门口没有经过，听见自己妻子在痛苦呻吟，
儿子一个呱呱坠地时的哭声。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我
们已经会喊爸爸了。第三次，孩子发展已经到了十三岁了，



跑过来直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他们离开，他
也没法通过跟着学生回家去。

于是，他忙得脸色发黑，脸色消瘦，下巴尖尖的。他手脚上
都有老茧，腿上也没有毛发。但他最终成功了。

中国团结的土地上的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也一定曾经辉煌！
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只要你不放弃一切为了
使事情。

初中历史读后感篇篇五

是谁，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是您，我伟大的祖国妈妈!是
谁，拥有屈原、林则徐、郑成功这些伟大的人物?还是是您，
我亲爱的祖国妈妈!是谁，拥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等流传千
古的唐诗宋词?仍然是您我可歌可敬的祖国妈妈!

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我感慨万千，好像面对着汹涌澎
湃的大海，历史的巨澜滚滚而来。民族的历史，在这里汇聚，
民族的文化，在这里升华，民族的精神，在这里传承。

中华上下五千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有多少英雄豪杰匡扶
正义，有多少志士仁人追寻真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的屈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李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
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他
们为着民族利益 呕心沥血，他们为着民族尊严而献身成仁。
他们是民族的英雄，他们在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翻开书卷，
有的故事惊心动魄，有的故事感人肺腑，有的故事回味无
穷……它们在我心中激起了朵朵浪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
的吼声……”当国歌在次响起时，已经是21世纪了，2017年
北京奥运成功举办，神舟“一号”至“七号”载人航天飞船
成功发射……21世纪的中国正在飞速发展。2017年上海世博
会可以数十年来中国最盛大的活动了。上海世博的主题
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吉祥物是象征着和平吉祥的海
宝。上海世博会吸引200个左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吸引
海内外7000万人次游客前来参观，从而以最为广泛的参与度
载入世博会的史册。从而使上海世博会真正成为“世界人民
的大团圆”。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祖国妈妈，我们爱您!

上述是一篇很好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