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美食的读后感 论中国读后
感(通用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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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中国美食的读后感篇一

开篇，基辛格先生便提到了一个让我陌生的词语――例外主
义。我查阅了些资料，笼统的将它理解为一种政治的、军事
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霸权主义。基辛格说，“美国的例外主
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
其价值观。”我想这也许有着所谓的种族优越感的成分在里
面吧。而到了中国这儿，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
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
行体制。这让我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历史，一段闭关自守、
固步自封的历史。

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难发现，中华文明似乎没有起点，它
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
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
原，而无须重建的既有国家。而作为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家的
统治者自然就有着一种优越感。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
让其他国家无法企及。

历史证明，中国从未主动与其他强国打交道。中国本可以变
得更强盛，但它并没有。宋朝时，中国航海技术居世界之首，
然并无探索兴趣；元朝蒙古人曾凭借宋朝遗留的舰队及其经
验丰富的船长两度试图到达日本，均因所谓的“神风”无功
而返；郑和下西洋也仅是打着为天朝扬威的旗号到远方打个
招呼。也许对中国人而言，获得别人的赞美比实实在在的利



益更有诱惑力。若不然，也就可能没有之后中国人的傲骨和
气节了。

中国美食的读后感篇二

中国有个叫杨利伟宇航员，他从小就有一个想当宇航员的飞
天梦。他为了这个梦想，努力的读书，中间吃过不少的苦。
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使他当上了宇航员。

还有一个想当钢琴家的小男孩，手截了一只，但是他还是鼓
起勇气弹了起来。刚开始才弹两句就放下了，大人们在旁边
给他加油，不要放弃当钢琴家的'梦想。在大人不断的鼓励下，
小男孩重新振作起来弹完了一首，虽然他弹得不怎么的好，
但对他来说已经够了。

俗话说“人无志而不立”。一个人假若没有远大的理想，是
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老师，觉得
当老师好伟大，可以受人拥戴，可是这个梦想没过多久便从
我的脑海当中消失了。后来我看了一本名叫《满江红》的书，
从里面我得知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意思告诉
我们小时候如果不用功好，到老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我想：
“如果我小时候不用功，长大就当不了教师了”。于是我决
定实现这个梦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朝着指
明的方向，一步步靠近我的梦想。我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我
能行的。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中国梦。如果没有的话，中国就不会进
步，就不会辉煌腾达。

中国美食的读后感篇三

“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这
是林语堂写《中国人》的最终目的。林语堂把鲁迅眼中
的“黑暗”看成了“麻烦”，这与其说是他比鲁迅更宽容，



还不如说这个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
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
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
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
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
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
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
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
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
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
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
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他们能做到这点，因
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
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
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
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
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
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
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
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
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
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
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

中国美食的读后感篇四

读了《中国梦》这本书之后，我有了很多很多的感受和领悟。

奶奶七十岁了，她一辈子守望着自己的.田地，总想有个好收
成；妈妈在工厂上班，总想能加薪；爸爸在海宁皮革城卖包，
总想生意好点。而他们都让我好好读书。



是的，我也有梦想，我的梦想在书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光
荣的人民教师。打我读书起，我就特羡慕老师，他们拥有那
么多的知识，还可以教学生知识，那样辛苦，那样伟大！我
做老师后，也可以把自己很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可以让
他们收到知识的熏陶，让他们都做文明人，知识人，文化人！
这样，祖国的将来才会更加美好，更加辉煌，更加精彩！

在做老师的过程中，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把我身边
的所有人和事，用心地写下来，等我老了，再看看自己当年
风采，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梦想。我觉得努力了，就有可能；
不努力，就一丝希望之光也看不到。我相信自己能当一名老
师，就像贝多芬能成为钢琴家，我相信自己能当一名老师，
就像萧红能当作家一样。我相信自己！

梦想在前方，路就在脚下。在鲜花烂漫的季节，我的梦想荡
漾开来……

中国美食的读后感篇五

《中国人》这本书明显地透出作者想让自已的民族能够尽快
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虑之心。这是一个思想家用心思
考的结果，他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剖析残酷的现实，为的是
替他的国家寻找更多辨护的理由。

“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这
是林语堂写《中国人》的最终目的。林语堂把鲁迅眼中
的“黑暗”看成了“麻烦”，这与其说是他比鲁迅更宽容，
还不如说这个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
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
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
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
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



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
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
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
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
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
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
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他们能做到这点，因
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
使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

在《中国人》中，林语堂还用了许多笔墨剖析中国人是怎样
面对政治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在经术与权术之间的'。中国人
把西方称为“方法”的东西叫做“术”，于是哲学成了经术，
政治成了权术。这两者本应是相向的“道”，是理论与实践
的关系，然而人们却常常是用权术来解构经术，其结果是：
娱己被当作是束己，放纵被理解为禁欲，贪婪被认为廉洁，
从而导致一个缺乏制度的庞大政府和没有纪律的亿万国民的
出现。中国的经术不论是儒家的“入”还是道家的“出”都
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残酷。但中国人所做的不是消灭
或修改经术来消解这种残酷性，而是力图使自己既不遭罪吃
苦又被认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这种国民心态使得“变
通”一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而它的行为首当
其冲是为官者，于是，权力成了以“变通”为能的权
术。“克己利他”的经术经过权术一消解，为官者改公开抢
夺为暗中盗窃，贪官出现了；经术中的“礼治”被权术理解成
“人治”，官民关系变成了私人关系。而官德毁则民德降，
当这些体现了最高伦理的经术再回到百姓中时，就变成“各
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此，林语堂解释中国
人喜欢儒家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
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他非常推
崇韩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对一个贪官说，“好的，
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仿贪官之道为自己



生存之道。总之，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国，
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爱与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与恶；他
会心地去理解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无情地去批判黑暗；
他既能否定又能欣赏。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已
陷入麻烦的中国，但也看了这个民族有解决这些麻烦的能力。
问题是，她的国人意识到这些麻烦没有，这才是林语堂所担
忧的。

中国美食的读后感篇六

读了毛泽东写的《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本记叙毛泽东这个
伟人的故事后，我深有感触，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与众
不同的人，他拥有独特的视角，常常想别人不敢去想的，说
别人不敢去说的`，做别人不敢去做的，如果要用一个成语来
形容他的话，那用“浑身是胆”这个词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
过。

在读《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不动笔墨不读书》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毛泽东
在湖南一师上学期间，遵循老师的循循教诲，注重把读书、
思考、记录、批注全部结合起来，写下了许许多多读书笔记。
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毛泽东在读过的《伦理学原理》
一书上批注有一万多个字的批语及提示，全书一共有几十万
个字，都被他画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他在同意书中观点的
地方写上了“切论”“此话甚精”“此言与吾大合”等批注，
在对书中一些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写上了“诚不然”“此节
不甚当”等批语。

我认为毛泽东这种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很好，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因为每个人在读书时，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疑问或者
不太懂的地方，如果我们遇上这样的拦路虎而不去追根究底，
那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疑问的答案。但像毛泽东这样
读书时在书上做一些笔记，把不懂的地方做上标记，那么读
完书之后你去寻找答案时会有许多方便。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我决定以后向毛主席学
习：乐于帮助同学，事事为班级着想，并且努力学习！这样
长大以后，我才能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啊！

中国美食的读后感篇七

我国近代科技界的先驱、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曾被我
们敬爱的周总理称颂为“中国人的光荣”。他为中国科技事
业和铁路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事迹将流传千古。

记得三年前，那时我才8岁，曾随爸爸从北京乘火车去张家口。
在青龙桥车站看到站上巍然矗立着一座铜像，我问爸爸这是
谁，爸爸说这是修筑我国第一条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当时
我大惑不解，修路有何了不起，还给他塑像，那现在修了这
么多的铁路，为什么不塑像呢？直到最近读了《中国人的光
荣》才使我了解他的伟大之处，才更觉得他的铜像不仅矗立
在青龙桥，而且已经矗立在我们的心间。

文章感人肺腑，特别读到文章中“为中国人争光”这部分，
使我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事迹给我的启迪颇
多，对我的教育更深。

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压，连修一条铁路
的权力都没有，这对有强烈爱国心的詹天佑是一个多么沉重
的打击呀！詹天佑凭着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信心，毅然接受
了主持修筑铁路的任务，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给了那些帝
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学习上，他成了我前进的'动力，成了我力量的源泉，使我
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我要努力学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使我们的祖国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奋斗
终身。

在生活上詹天佑成了我的榜样。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想



到了詹天佑，想到了他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顶着嘲笑，修
筑铁路的情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使我成为一个“三好生”，成为一个生活能自理的好少年。

现在我真正懂得了，他的铜像正是他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的
光辉篇章，是中国人的光荣。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
念，也将永远激励我走上真正的人生道路。如有机会，我一
定再去瞻仰他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