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史记读后感(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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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史记读后感篇一

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巨著，它是汉代大儒司马迁所著，
共分130篇，成书于公元前94年至前91年之间。史记简洁、明
快的语言风格，广泛的涉猎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是中国古代
固有文化体系最主要的基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因此，对史记的阅读和理解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意义。

第二段：史记中所体现的思想与价值

在史记中，作者不仅记录了历史资料，而且有深刻的思想和
哲学观点。例如，他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
明了一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品质与向上发展的态度的重要
性。他还认为“又曰：‘旧事重提，皆是旧人。’”，说明
了如何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和感悟，以便实现今天的自己。
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段：史记中所表达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

史记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还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文
化等方面的情况。例如，他对儒家学派的历史发展有着较为
深刻的记录，其中尤以诸子百家和大墨家较为突出。史记的
保存与传承，使得当代人们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和
思想，同时从中受益，不断发展进步。

第四段：个人对于史记的一些心得和感悟



个人阅读史记后，最深刻的感受是史记所蕴含的思想和道德
品质对于现代的人们依然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同时，在史
记中所揭示出的纵深悠远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也增加了
我们了解历史，把握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

第五段：总结和建议

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史记所表达
的历史背景和思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加以运用；同
时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和道德修养，它是我们完善自我并推
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因此，读史记，不仅是一种文化修
养，更是一种人生经验和价值判断。

史记读后感篇二

生：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师：课文读了吗？读了几遍？

生：三遍，五遍，十遍……

师：读了这么多遍的课文，有没有回头想过，什么叫“发
愤”？

生：（举手，未及发言）

师：先不要急着发言，一起读！（课题为：司马迁   写史
记）

师：再读！（课题为：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发愤”变得
粗、大、斜、红，并伴一声摔碎玻璃的声响）

师：不用举手，凭你的直觉说。



生：发愤就是很坚决。

生：发愤就是很努力。

生：发愤就是决心做好一件事情。

生：发愤就是一定要完史记。

……

师：（指投影）看到这里的“发愤”了吗？这样写是想表达
我对它的理解，你想上来写吗？请。

生：（陆续有4个学生上黑板，根据各自的理解，写出“发
愤”）

师：（指 “发愤”）意志坚定地读。

生：齐读“发愤”

师：态度坚决地读。

生：齐读“发愤”

师：义无返顾地读。

生：齐读“发愤”

师：不顾一切地读。

生：齐读“发愤”

师：面对司马迁的“发愤”，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想问什
么？



生：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写《史记》？

生：司马迁是怎样发愤写《史记》的？

生：发愤的结果是什么？

师：《史记》在我国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价值？

（相机板书三个“？”。）

师：是的，知道了这些，我们对司马迁这个人，对司马迁发
愤写史记这件事，对司马迁发愤写出的这部著作，就会有更
深的了解。

师：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写《史记》呢？请同学们快速
浏览课文，找到有关内容，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生：受黄河文化的影响。

生：受父亲的影响。

生：他想记录2600年的历史。

生：他牢记父亲临终嘱托。

师：（出示父亲说的话。）这就是父亲临终的嘱托。同学们，
用心去读读父亲的话吧，想想父子分别的情形，掂掂临终临
终嘱托的份量。（自由读）

生：他老人家已经奄奄一息了。

生：他老人家已经快要死了。

生：他人家已经快要不行了。



生：他老家已经气喘吁吁了。

师：这就是父亲临终之时的情形啊，你们再去读这段话，特
别关注画横线的部分。

（学生自由轻声读）

师：孩子们，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呀？

生：我看到父亲拉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的说着话。

生：我听到父亲对儿子说，我死之后……

生：我觉得，这是父亲最大的心愿，所以他要儿子千万不要
忘记。

师：同学们，把你的感受读出来。（指读）

生：读。

生：希望啊。

生：读。

师：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啊。这是父亲一辈子的愿望，现
在成了他最后的愿望。

生：读。

我们的祖宗，记住了我们民族的根。人不能没有根啦！

师：让我们一起读这段话，牢记这份临终的嘱托吧。

生：齐读。



课文第一自然段，用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

（出示：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我   。）

生：我一定会完成你的遗愿的。

生：我知道您早就想编一本史书，记载这2600年的历史。

生：我受您的影响，我也开始广交朋友，博览史书了。

生：我一定会完成这部史书的

……

师：同学们，你们是善解人意的孩子。你们已经读懂了，
（指课题）“司发愤写《史记》”的原因。那就是黄河文化
的熏陶，英雄故事的激励，父亲临终的嘱托。

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
《史记》的时候，一场意外发生了。

师：（出示：“正当”至“了此残生”）自由轻声地读。

师：知道什么叫“横祸”吗？

生：就是突然降临的大祸。

生：就是莫名其妙的灾祸。

生：就是没想到的灾祸。

生：“飞来横祸”！

师：你能想象到吗，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可能对司马迁动用什
么残酷的刑罚呢



生：夹手指。

师：残酷。

生：用烙铁烙。

师：残酷！

生：让他抬不起头来。

师：残酷！！

生：（点头示懂，台下笑声）

师：）所以他——

生：悲愤交加。

师：所以他想——

生：血溅墙头。

师：所以他要——

生：了此残生。

师：孩子们，用你的心去读，就读这三个词、十二个字。

生：齐读：悲愤交加，血浅墙头，了此残生。

师：你能理解司马迁此时的感受吗？你可以先说再读，也可
以先读再说。

（出示：我知道，此时您一定。）



生：我知道您此时一定非常痛苦。（读）

生：我知道您此时一定是生不如死。（读）

师：让我们一起轻声地读，来表达我们各自的理解。

生：（齐读）

师：背负着痛苦与耻辱的重压，面临着求生与求死的抉择，
司马迁，该怎么办呢？

（出示：“但是”到“隶字”）轻声地读，用心去体会。

生：自由读书。

师：司马迁想到了什么？（“想”的内容变色）

生：个别读。

师：司马迁终于选择了生。因为，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
理——

生：齐读：“人总是要死的”至“还轻吗？”

师：我不能做轻于鸿毛的人，我一定要——

生：活下去。

师：我一定要——

生：完成这部史书。

师：是的，“人总是要死的……有的轻于鸿毛。”这句话的
意思在古文里是这么说的：



（出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让
我们连读三遍，记住这句千古名言吧。

生：齐读三遍。

师：对照上面这句话，能读懂“固”、“或”的意思吗？

生：“固”就是总是的意思，“或”就是有的。

师：同学们，在司马迁看来，为了摆脱个人的耻辱和痛苦而
死的人，就轻于——

生：重泰山。（学生读错了）

师：再想想。为了摆脱个人的耻辱和痛苦而死的人，就轻
于——

生：就轻于鸿毛。

师：心里装着责任、想着别人的人就——

生：重于泰山。

师：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勉励自己——

生：我一定要……，一定要……。

（出示：“我一定要……我一定要……”）

生：“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声音很大）

师：周围是凶恶狱卒，想想该怎么在心里对自己说？

生：“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声音小多了）



师：当他孤身一人，独对苍天大地的时候，他又会怎样地呐
喊？谁来？

生：“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没放开）

师：把你内心的痛苦、耻辱、委屈发泄出来吧。

生：“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暴发了）

师：让我们仰对苍天，大声地呐喊吧！

生：（齐读）“我一定要……我一定要……”

师：（出示图片）请看，此时，在司马迁的脸上，我们已经
看不到痛苦和绝望，只看到责任和使命。

因为，“他尽力——”

生：齐读（齐读“尽力”至“隶字”）。

生：发愤，发愤，发愤！

生：13年说明司马迁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这部史书。

师：是啊，人生能有多少个13年啦！

生：52万字说明《史记》很长。

师：所以，文中说——（齐读）

生：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
用生命写成的。

师：什么叫“前无古人”啊？请结合课文内容，用这样的形
式说说你的理解。



（出示：在此之前，从来没  有   ，这就叫前无古人。）

生：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写出这么长的一部书来。

生：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部书记录了2600年的历史。

生：在此之前，从来没人像司马迁一样，用毕生的心血完成
一部史书。

生：在此之前，从来没人像司马迁一样，用13年时间，写
出52万字的史书。

师：现在，如果再有人问起我们，《史记》是什么？，你能
自豪地告诉他吗？

（出示：《史记》是   ）

生：史记是前无古人的辉煌巨著。

生：史记是司马迁用13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巨著。

师：不用举手，站起来就说。

生：……

（十分踊跃，说了好多。有课内的理解，也有课外的获得）

师：鲁讯先生也曾说过，《史记》是——一起读。

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忆。   （音乐响起，出示下列词语）

耳濡目染  刻骨铭心  博览群书  专心致志



飞来横祸  悲愤交加  血溅墙头  了此残生

轻于鸿毛  重于泰山  克己奉公  奋笔疾书

坚持不懈  毕生心血  前无古人  辉煌巨著

生：（自由轻读，场面很是感人）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历史伟人，他叫——

生：司马迁。

师：了解了一部辉煌巨著，叫做——

生：《史记》。

师：让我们步入历史的长河，去寻觅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所走过的历程吧。生：齐读：

耳濡目染  刻骨铭心  博览群书  专心致志

飞来横祸  悲愤交加  血溅墙头  了此残生

轻于鸿毛  重于泰山  忍辱负重  奋笔疾书

坚持不懈  毕生心血  前无古人  辉煌巨著

下课。

史记读后感篇三

《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部名著，被誉为中国历史学
家司马迁的代表作。自古至今，无数人对《史记》进行了阅
读和研究。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也读过《史记》。通过阅读
和思考，我得到了一些关于历史和人性的启示和体会。



第二段：历史是由人类行为构成的

《史记》中记载了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些事件和人物的
历史意义深远。但是从根本上说，历史是由人类行为构成的。
我们通过《史记》中的诸多人物，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
行为、决策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一些
决策者是怎样利用人民的力量、资金和资源来达成自己的目
的的，而当时的人民又是怎样经历和适应这些决策的。我们
也可以看到，这些人物自身的才智、能力和心态，对他们的
行为和决策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要真正理解历史，就必
须了解和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心态，以及他们背后的动机
和因素。

第三段：人性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在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人性的因素常常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动因和关键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很多的战争、政治斗争和文化变革
都是由于人性因素的介入而爆发的。比如，黄巾起义、玄武
门之变、安史之乱等事件都与人性因素密不可分。这些事件
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审视，渐渐成为了历史的经典，
成为了大家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因此，人性是历史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历史的形态和走向。

第四段：历史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通过读《史记》，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它也是人
类的共同财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都记录着人类无
数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经历。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我们可以
了解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思想碰撞和互相影
响，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同时，历史也
是现实的延伸，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的人们依然具有
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学习历史永远不会过时，对于我们



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五段：结尾

总之，《史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它以鲜明的史
实和生动的细节还原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形态和风貌，不仅对
于历史学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价值，对于普通读者也具有较
高的文学艺术性和知识性的吸引力。通过阅读和思考，《史
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关于历史和人性的启示和体会，并
对我们的个人学习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因此，学习
和研究《史记》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也能够提高
我们的思辨能力和文化素养。

史记读后感篇四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
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
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
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
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
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
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
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
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
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
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
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
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
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
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
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
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
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
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
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
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
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
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
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
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
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
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
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
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
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
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
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
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
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
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
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
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侯，
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要记住这篇文章哦：《史记·管晏列传》原文及翻译，如果
喜欢，可以经常来找我，我是你的“秀秀姐”。

史记读后感篇五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书之一，收录了自黄帝到
汉武帝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它不仅是一部包含了大量史料的
历史著作，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遗产。本文就是作者读《史
记》后的一些心得体会，旨在分享《史记》对自己的启迪和
启发。

第二段：历史的重要性

《史记》告诉我们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
证和记载，也是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不了解



过去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在的社会和文化。古人
说：“古今中外，未有不为史者也。”正因为历史如此重要，
我们才需要认真学习历史，了解历史。

第三段：人类的智慧

《史记》中的每个历史事件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例如，
《卷十二·魏公子列传》中的魏无知，通过自愧自弃和努力
奋斗最终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
有坚定的信念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就能取得成功。再比如
《卷一·太史公自序》中的太史公，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
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深谙政治的大师。这种历史上的人物
和故事都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人生。

第四段：文化的丰富性

《史记》中记录了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诸多方面，为我们
理解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例
如：《甘泉宫赋》、《参差赋》等篇章中的儒家思想标志着
当时中国的文化向儒家思想靠拢，同时这些文章也是中国文
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这种文化的丰富性为我们的学习和文化
传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广泛的共鸣。

第五段：结论

综上所述，阅读《史记》赋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和震撼，它不
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记载人类生活、文化、文明的
宝库。在今天，我们还需要回到这个宝库中寻找历史知识和
文化遗产，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更好地追
求未来的美好。

史记读后感篇六

巜史记是一部集中反映中国秦、汉两代的历史、政治、军事



以及社会风貌的史书。作为中国古代史书中最重要的一部之
一，巜史记自问世以来，就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
料。阅读这部古书，我深深感受到其中展现的智慧和魅力，
从中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体会。本文将以五段式的形式，分
享我对巜史记的心得体会。

首段：巜史记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重要性和价值。巜史记记
录了一段段令人动容的历史故事，其中包含了众多豪杰英杰
的事迹，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
过阅读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历史的规律。历史教会我们如何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问题。

第二段：巜史记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巜史记中的人
物形象塑造栩栩如生，他们或忠诚、或奸猾、或勇敢、或胆
小。这些人物展示了不同的人性特点，有些人明智而关切，
有些人凶狠而自私。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描绘，巜史记展
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无法将人性简单地划分为
善与恶，而是应该理解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各具特点的个体，
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往往是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

第三段：巜史记强调了君主的重要性和责任。巜史记中有很
多描写君主与臣民之间关系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君主
在治理国家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责任。君主的决策和行为
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众的命运，所以一个明智善治的
君主至关重要。巜史记给了我们很多关于君主的启示，他们
应该具备仁爱之心，善于治理国家，关心百姓，聪明过人。
巜史记的君主形象丰富多样，有贤明的，有昏庸的，以各种
不同的形式向我们说明了君主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段：巜史记揭示了权力的困扰和诱惑。巜史记中描绘了
一幅个人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图景。很多人为了权力而不择手
段，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夺权力。一旦权力落入不当之人之手，



就会导致个人和国家的灾难。巜史记通过描写各个历史时期
的政治斗争，告诫人们权力的诱惑以及权力不当使用可能带
来的后果。作为读者，我们要深刻理解权力的意义以及权力
的滥用会带来的危害，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结尾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优秀传统。通过阅读巜
史记，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今天
的生活中加以应用。巜史记中的英雄事迹和典故，都是勇敢、
智慧、信仰的象征，可以为我们现代人提供良好的思想指引。
我们应该珍惜历史遗产，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以增强自
身的文化自信和创造力，并为构建美好的社会和国家作出贡
献。

巜史记是一部名垂千古的重要史书，它不仅是古代历史的记
录者，更是给予我们智慧和指引的良师益友。通过阅读巜史
记，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的重要性和价值，感受到人性
的复杂和多样性，认识到君主的重要性和责任，揭示权力的
困扰和诱惑，并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优秀传统。
巜史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为我们铺就了
一条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应该珍惜历史，学习历史，从历
史中汲取力量，为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积累经验和智慧。

史记读后感篇七

巜史记，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以其独特
的史书体裁、丰富精彩的历史记载以及深刻的批判精神而闻
名于世。在阅读巜史记的过程中，我深感作者以其独到的思
想和洞察力剖析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了其思想行为
的根源和历史发展的内因。下面，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
巜史记给我带来的种种心得体会。

首先，巜史记以其独特的史书体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传统的编年史相比，巜史记更注重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思想
心理，是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的历史写作形式。这种史书体裁



令我感到写作的广阔性和自由性，使我能更好地体悟到历史
的本质与价值。通过这种独特的史书体裁，巜史记将历史人
物呈现得更加鲜活真实，让读者更能感知历史人物的情感世
界，同时也让我更加明白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其次，巜史记以丰富精彩的历史记载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巜
史记以其详实而又翔实的前后内容，深入浅出地叙述了各种
史实，使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历史。在巜史记中，每个历史
事件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物思想。通过
对这些历史记载的阅读，我有机会了解到我国古代各个时期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对于我深入了解中国的
历史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巜史记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内因也给我带来了重要的
启示。在巜史记中，作者并不仅仅是在陈述事实，而是通过
细致入微的分析，深入揭示了每一位历史人物内心的动因和
背后的社会因素。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和对历史背后深层次原
因的触摸使我更好地意识到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系，同时
也激发了我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我深信，只有深入了解过去
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的变化。

最后，巜史记的批判精神给了我深思。巜史记不仅仅是作为
历史书籍的一种叙述，更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批判。
在巜史记中，我们常能看到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进
行的评价。这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激发了我对于历史人物的思
考，让我更加独立地剖析事件和人物，从而提升了我的批判
思维能力和历史意识。

巜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赢得了人们广
泛的称赞。通过对巜史记的阅读与思考，我深刻感受到了古
代历史的博大精深、文化的底蕴厚重。读书使人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同时也提高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我相
信，只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
下和展望未来。巜史记也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历史不仅仅是



过去，更是我们前行的指南，更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和财富。
让我们共同记取巜史记，让历史的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
向。

史记读后感篇八

原文：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
事。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
恐诛，亡去，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
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
自畅聂政母前。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
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
枉车骑而交臣。臣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
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
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
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
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
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
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
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
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
”聂政曰：“韩与卫，相去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
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
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随
从，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
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
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节选自《史记刺客列传》有删改）

译文：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聂政杀了人，为了躲避仇敌，于是和
母亲、姐姐一起到了齐国，以屠宰为业。隔了很久，濮阳严
仲子在韩哀侯朝中供职，与韩相侠累结下怨仇。严仲子怕侠
累杀他，逃离韩国，访求能向侠累报仇的人。严仲子来到齐
国，齐国有人谈到聂政，说他是个有勇气有胆量的人，因为
避仇而隐身在屠户中间。严仲子登门拜访，来往几次，然后
备下酒席，亲自向聂政母亲敬酒。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埋葬已毕，在除去丧服之后，
聂政说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鼓刀屠宰；而
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屈尊来和我结交。我待
他极为淡薄，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和他所待我的相称，而严仲
子又奉上百金为我母亲祝寿，我纵然没有接受，但他这样做，
只是说明他对我是知遇很深的.。一位贤者，因感愤于一点小
的仇恨，而亲近信赖一个穷困鄙陋的小民，我聂政哪能对此
独独不吭一声、毫无反应就算了呢！况且前些时候他来邀请
我，我只是因为老母尚在（就没有答应他）。现在老母享尽
天年，我将要为知己的人效力了。”于是西行来到濮阳，见
严仲子，说道：“前些时候我所以没有答应您，只是因为我
母亲尚在世；现在不幸母亲已经享尽天年去世了。仲子想要
报仇的对象是谁？请让我来办理此事吧！”严仲子便详细地
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又是韩国国君的小
叔父，他们宗族的人很多，居处警卫十分严密，我想派人刺
杀他，但始终没有人能办成。现在幸蒙足下不弃，请允许我
加派一些可以做您帮手的车骑壮士一同去。”聂政说：“韩
国和卫国，中间相距不很远，如今要去刺杀人家的国相，这
位国相又是国君的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不能多派人去，
人员一多，不可能不发生失误，发生了失误，机密就会泄露，
机密一泄露，则韩国全国便会和仲子结仇，这岂不危险
吗！”于是谢绝了车骑随从，聂政辞别严仲子，独自一人启



程前往。

聂政自带利剑到了韩国，韩相侠累正坐在府上，手持兵器侍
卫他的人很多。聂政径直闯了进去，上阶刺杀了侠累，两旁
的人顿时大乱。聂政大声呼喝，击杀数十人，然后自己削烂
面皮，挖出眼珠，破肚出肠，随即死去。

史记读后感篇九

《史记》是中国古代汉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记载了大
量令人信服而又令人感动的历史人物。在阅读《史记》时，
我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更加关注到每个历史人物背后的思
想和心态。本文将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入手，探究他们的
心态和对自己事业的投入，以及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第二段：项羽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位人物，他是长沙人，是华夏民
族危难时期的领袖之一。他的心态是一种豪迈的、开放的、
自信的心态。项羽曾经在巨鹿之战中败于刘邦，但他并没有
因此而沮丧，反而从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他继续坚定地
推动自己的事业，最后终于在楚汉之间的战争中攻陷了咸阳、
洛阳等许多城池。项羽的成功不仅表现在他从失败中坚定地
反弹，更在于他的开放心态和自信心态，这些素质是他成为
一名成功的领袖的基石。

第三段：孔子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心态是一种谦虚
的、自省的、理性的心态。孔子不仅反感骄傲自满这样的心
态，更为重要的是自省分析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并不断地进
行自我完善。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思自己的言行，总
结自己的错误，力求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孔子的品德和心
态为后世人所传颂，他的办学思想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



响，并为后世留下了千古美谈。

第四段：司马迁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他凭借《史记》成为中
国古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历史学乃至世界历史学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迁的心态是一种清静的、沉稳的、
执着的心态。司马迁虽然在作史之业上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挫
折，却从未放弃他的信仰和理想。他坚持清正廉洁的行事原
则，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立场。他努力打造出一个直面历史真
相、真实记录历史的完美的《史记》帝国，其作品的价值和
影响已经超越了他生前的想象与愿望。司马迁对自己的事业
执着、兢兢业业，为后世作者做出了榜样。

第五段：总结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
当我们投入到自己心爱的事业内时，我们也应该从这些历史
人物的成就和心态中汲取灵感和力量。无论是豪迈自信的项
羽、谦卑自省的孔子，还是执着沉静的司马迁，他们的品德
和心态都是我们所需要学习和效仿的。通过学习和模仿这些
历史人物的心态和行为，我们可以迅速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
力，从而走向成功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珍爱自己的人生
和事业，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道路上，
放飞自己的梦想，开创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