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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喜欢上了历史。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历史书。很快，
就找出了三本厚厚的大开本《中华上下五千年》。我马上翻
看起来。

这本书讲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其中有早期的神
话历史传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曲折离奇的故事等等，
知识包罗万象。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历史。

我对元末明初这段历史感兴趣，因为上学期看过金庸的武侠
小说，讲述这段历史太精彩了。我马上翻到写元朝末年历史
的那一章节，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在这段历史中，我最讨厌的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官兵，
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真是坏极了，以致于许多贫苦农
民再也忍无可忍，开始反抗。当时真是“天下大乱”啊。

我最佩服的是于谦。当时的明朝大宦官王振，胡乱指挥，把
整个军队弄得乌烟瘴气、军心不稳，所以，北方的蒙古军才
会以少胜多，将明军打得一败涂地。于谦当机立断，按军法
处死了王振。王振的余党马顺竟然还拿出往日的威风，叫众
官退去。有人认出这是马顺，便大骂他。看到这里，我心里
暗笑，马顺一定会想：“唉，昔日威风已随长江东流去
矣！”面对这等混乱场面，皇帝朱祁钰（即郕王）却想撒手



不管，转身走向内廷。可就在这时，于谦拦住了他，让他下
令处死王振的余党，郕王答应了。最后，终于化解了一场风
波，去除了后患。

看了历史书，我才知道，中华五千年历史如此错综复杂。朝
代更替频繁，君臣民权力关系此消彼长，人物关系线索纷繁，
战乱很多，死伤惨重。要记住这么多的历史事件，可不是件
容易的事儿。但是，历史会不断重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我们看历史书，就是要学会扬长避短，学习伟人的精神，
并从别人的失败经历中吸取教训，避免重演。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二

从远古的盘古开天地到近代的鸦片战争，中华历史源远流长，
英雄辈出。去年暑假我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不
仅被里面的故事深深给吸引了，更被里面那些高大的人物形
象所折服。我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而感到骄傲和自
豪。

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黄帝战胜蚩尤，中华文
明由此起源。二是朱元璋发兵起义开创大明王朝。

那我就先来说说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我们现在都说自己是
炎黄子孙，其中炎黄说的就是我们伟大的先人炎帝和黄帝。
在黄帝大战蚩尤这个故事中，原本是蚩尤的实力更加强大，
黄帝为了打败蚩尤，可没少用功夫。他又是做战车，又是做
号角，想尽一切办法提升自己的实力。黄帝就是凭借这股顽
强的，不服输的劲儿，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蚩尤，赢得了最后
的胜利。

第二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呢，则是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
故事。朱元章又名朱重八，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
就都饿死了，只剩他一人，所以只好去当和尚，可和尚并不



是那么好当，由于种种原因他又被人诬陷，到了最后连和尚
都当不上了，只好投身起义军中，后来才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从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到驰骋沙场的将领，中间可谓历经
无数的磨难，失败更是家常便饭，可他却并没气馁，把每次
失败化作下一次前行的动力，最终开创了伟大的大明王朝。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意志坚定，坚
持不懈，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像亚洲飞人苏炳添，他
的百米成绩从原来2006年的10秒59提高到2018年的9秒91，为
了这缩短这0.68秒，他十几年如一日，不喝酒，不抽烟，不
逛街，除了训练就是训练，连躺在床上也想着动作要领，最
终成为亚洲飞人，成为了人人仰慕的苏神。而我们衢州人的
骄傲世界羽球冠军黄雅琼也是这样的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乡村女娃成长为浙江骄傲，从2014初入国际赛场的不温不火，
到现在的所向披靡，黄亚琼大姐姐把自己的腾飞归结为喜欢
那些苦涩的收获，在她的字典中似乎没有失败两个字，有的
只是永不言弃。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
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拜读了上面两个故事，
我生受触动，也更加明白了坚持就是胜利这个道理。平时我
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总是退缩，一遇到数学上的聪明题就等
着老爸来指导。有时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特别是英语听力
总是听上一两天就凉个三五天，所以，成绩总是不尽如人意。
虽然现在《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已还回了图书馆，可黄
帝和朱元璋的故事却深深刻进我的心里。坚持不懈，是多么
的可贵，意志坚定，永不言败的人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他鼓掌。
当然，我们不能只做观众，更应该做一名深入其中的参予者。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向像故事中的黄帝和朱重八学习，
像生活中的苏炳添和黄雅琼学习，坚持努力，奋勇前进，永
不退缩。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看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它讲了从远古到今
天的很多的历史故事。如:卧薪尝胆、孟母三迁、伯乐相马等
等。

让我知道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形象,我喜欢关羽的豪放,我愤怒
清朝的退缩。

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过去的已经过
去了,我们只有更加努力的学习,将来加倍的回报祖,让祖国更
加的繁荣!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四

《中华上下五千年》是我最喜欢的`一本课外书了。因为它的
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才那么喜欢这本课外书。虽然这本书
被小弟弟画了几下子。但我还是那么地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章主要介绍一些神话。那都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如：盘古、女娲……从第二章至第十章都是介
绍我们中华人民古伐的历史。主要是让我们学习他们那坚持
不懈、不怕吃苦、做事严谨认真的好作风。我感觉这两点联
合起来的解释是：大家一定要做事认真，像古人一样。假设
记住了这一点，时刻提醒着自己，那么做什么事，你都不会
感觉到难。假设没有记住这一点，那么你会感到做什么事都
有点难。

自从我读了这本书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事情，如
果你不认真，那么是做不好的。如是你做不好一件事，那么
你就必须听从我的教诲，要不然，你想做好一件事，那个难
度可是很大的，所以你就必需听从我对你们的教诲，一定要
记住哦。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五

读完一本书以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这时最关键的读后
感不能忘了哦。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三皇五帝华夏历史，从封建时代到民主国
家的建立……

这些辉煌的五千年历史在《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中一一
呈现。

这些历史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主要有两个。古时候，本来
是“禅让”制度，大禹因治水有功，成了部落的联盟首领。
大禹年老时，大家推荐伯益当联盟首领，可大禹有了私心，
想把位置留给自己的儿子启。所以大禹给了伯益一个虚名，
另一方面不停的锻炼启，渐渐地，启在老百姓中建立了威信。
大禹老死后，伯益说给启当首领，没想到启就真的.当了首领。
伯益知道自己吃了一个哑巴亏，非常生气，就带兵攻打启，
可启的军力比伯益的强很多。灭了伯益，启到处扩张实力，
不久，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王。

第二个是一代女皇武则天。讲的是唐太宗时中国历史上最了
不起的皇帝之一，可他的儿子唐高宗却十分无能。唐高宗刚
即位时，朝廷大事都给他的舅父和宰相长孙无忌。后来，立
了武则天为后。

武则天十四岁进宫，做了唐太宗的才人（一种嫔妃的称呼），
入宫后，武则天因做事干练，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唐太宗
欢心。后来，唐太宗发现武则天很有才学就把她调入御书房
伺候文墨。这以后，武则天开始接触皇家公文，渐渐熟悉了
官场的政治和权术。

唐太宗死后，未生育的嫔妃必须出家当尼姑。唐太宗的儿子



唐高宗做太子时就十分喜欢武则天，在即位两年后，他不顾
大臣的反对，把武则天接回了宫，加封她为邵仪（嫔妃的称
号，比才人高）后来，唐高宗废了原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
为后。唐高宗死后武则天对唐高宗的两个儿子都不满意。干
脆自称皇帝。称帝后，武则天实行了一些对老百姓不利的政
策。750年，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

看了这本书后，我学到了很多历史故事，我以后一定多读书，
好好学习。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主要讲了五千多年
前战国时期发生的故事。

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我仿佛坐着时空机返回到
了五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例如
遇到危险时不能慌张，要冷静，想出办法逃生等等；从书中，
我也认识了许多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像尊重人才、求贤若渴
的刘备，神机妙算、才高八斗的诸葛亮，有胆有识、精忠报
国的关羽。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周瑜，任人唯贤、唯才是
举的祁黄羊……总之，令我受益匪浅。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里，我最佩服的人物就是诸葛
亮。关于他的故事，我知道很多，例如《火烧赤壁》、《草
船借箭》、《欲擒故纵》、《呼风唤雨》……反正，关于他
的故事是不计其数的。其实，我佩服的是他能掐会算的.本领。
我想同学们一定听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故事吧！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算功”是非常厉
害的，他算得也非常准确。由此，我不得不佩服他！啊！
《中华上下五千年》真是我的好宝贝啊！高尔基曾与：“书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可一点也没有说错呢！

文档为doc格式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七

世界的历史文卷中，中华民族必定被其列于首位。只要对历
史略知皮毛的人都会知道，中国拥有着长达五千年历史文化，
二十余个朝代。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
尊严与威严！各朝各代的文化教育，各国各军的你征我伐，
都成为了人们眼中的主要旋律。可以说在所有人的眼中都只
有传奇战事、诸侯形式与琴棋书画、兵书诗词，其余的东西
完全被忽视与人们的视野之外。而更重要是人们因此对问题
思考的多样性、深度也都受到了更大的限制，使自己的生活、
处事都面临着不尽的麻烦。

读完了上下五千年，我觉得自己收益非浅，原本对中国历史
了解甚少的我，现在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
与博大精深。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智
慧著称于世。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
民族的优秀代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不少民族英雄、起义领袖，都以
他们的业绩和成就，为民族的历史画卷增添了光彩。读这本
书，就好像漫步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重温中国这五千年来
的历史，的确使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感到自豪。这些伟大的历
史人物身上所散发出来各种不同的人格魅力，也是我们应该
用心去体会，用思想去领悟，用实际行动去学习、实践。

当然，中国历史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奸恶之人，这些人所犯下
的罪过、罪行是被世人所唾弃的，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
永远也抹煞不掉的黑渍，我们要牢记这些事实，化作经验与
教训，在我们今后的成长道路上也是永远的启明灯。同样，
对一些优秀历史人物，主要写他们积极的一面但并不是说他
们没有消极的一面。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
或错误。例如古代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和坚持改革的政治
家，他们的爱国的__x活动，几乎都存在着封建的忠君思想。



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苛求古人，也不能离开历史条件盲目
崇拜古人。

通过上下五千年的阅读，就好比在学习历史，有一句话说的
好：“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学习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
预见未来，当然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但历史又是一面镜子，
这似乎是古往今来都承认的道理。在这部书所收集的故事中，
我们不难找到一些有借鉴作用的东西；在一些优秀的历史人
物身上，我们也可以我到某些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至今仍
有一定教育意义。当然，学习历史，不仅仅是怀恋过去，重
要的是创造未来，发扬全中国人民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
激励我们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国的志气。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的使命亦是如此，不过这是以后的事，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学习，长大了就要为祖国的建设做出
自己的一份贡献。

中华上下千年的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林汉达等人。书中将一个个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起
来，内容严谨但又不乏生动有趣，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了
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璀璨历史。从春秋时期桃李满天下的
大思想家孔子，到三国时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从精忠报国的南宋名将岳飞，到一心为公的革命先行者孙中
山，这些历史人物个性鲜明，在作者的描写下，跃然纸上。

读了这本书，我仿佛穿越在漫长的时光隧道里，首先，我想
到西汉拜访我最喜欢的古代人物—西楚霸王项羽。他是一位
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的英雄人物。当年，因不堪秦二世胡亥
的暴虐，项羽召集八千子弟兵揭竿而起，联合各路义军战越
勇，横扫整个西部，广结天下豪杰，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不
幸的是在和刘邦争夺天下时被困于垓下，四面楚歌，项羽因
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于乌江边，年仅三十一岁。他虽然失



败了，但是却留下一代枭雄的传奇和誓死不愿过江东的铮铮
傲骨。接着，我来到了战火硝烟的'三国，只见诸葛亮羽扇纶
巾与周瑜在船上谈笑风生间，魏国军队灰飞烟灭。最后，我
又穿越到了宋朝，与大诗人苏东坡一起在月下吟诵着“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

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我了解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
和智慧，更坚定了要好好学习的决心我们不仅要了解历史，
更要创造历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