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 红星照
耀中国读后感(优秀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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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一

这几天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本
纪实性很强的作品。用讲故事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工农红军
如何用智慧和斗志战胜蒋介石；勇猛战斗，用坚忍不拔的意
志和毅力战胜敌人；在失败中不灰心、不气馁；在途中帮助
许多百姓，深受百姓爱戴。

这其中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主力
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
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万里长征。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
迹。

万里长征开始有三十万人，而经过长征后只剩三万人。过大
渡河的时候，桥被拆了一半，对岸还有机枪手，而红军们不
畏险阻勇敢的爬了过去，把炸弹丢向敌军阵地。过大草地时，
藏人向红军开枪，不让他们拿到牛羊，红军只能艰苦的吃甜
菜、萝卜、草根。

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山脉时终年盖雪的，渡
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六十二座大小城市，
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包围。

长征所折射出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作为新时
代的小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繁荣的重任。我们要努力学习，



为中华民族发展而努力奋斗。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二

1936年，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剧烈变革的关键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业红军刚刚结束了长征，在陕北站
住脚，而国民党新的围剿紧锣密鼓的展开着。华北，日本侵
略军不断蚕食并虎视眈眈地觊觎全中国。

一直以来，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共产党人和红色苏维埃的污
蔑，歪曲，而新闻封锁又让外界对此充满歧视和偏见。

1936年6月至10月，经过对红色苏区4个月的实地考察和深入
访探，斯诺不仅成了第一个深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
而且彻底改变了自己对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观念。
回到北京后，斯诺根据采访的第一手资料，创作完成了轰动
世界的经典名作《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篇纪实文学作品，但它能几十年经久
不衰，充满活力，重在其客观真实的记叙，生动而个性的人
物刻画。《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经久不衰，取决于作品高
度的客观真实性。斯诺不畏艰辛，甘冒风险，深入苏区4个月，
采访了革命领袖。红军将领，普通战士、农民、知识分子等
众多人物，考察了解了苏区党政机关，军队、经济、文化、
教育、宣传等各方面情况，反复对比核实，掌握了大量真实
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冷静地完成了全书的创作。正是
由于作品客观公正的记叙使作品在80多年后的今天仍拥有强
大的生命力，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它客观公正的叙事立场，
成为一座令今天的新闻人仰视的高山。

我们阅读书本书，尤其要仔细体味作者笔下的人物所散发出
的积极、乐观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激情，这是斯诺在中国其他
地方所看不到的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三

他们生在受压迫，受奴役的战争年代。

这些红小鬼，大多数是从人口过多，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家逃
出来的流浪儿，有些曾做过奴隶，有些是逃亡的学徒。在许
多国家，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在和平的年代，过着平静的生
活。而他们要为了活命，被奴役，被压迫。他们自愿加入红
军。有许多人参加过实际的战争，甚至是用刺刀的肉搏战。
他们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抗争。而他们
的年龄只有十几岁。

加入红军成为他们不幸命运中的幸运。

斯诺笔下，帽子下的小号兵，玫瑰色的脸庞，明亮闪光的眼
睛，看似一个需要温情和朋友的流浪儿，想念妈妈的孩子，
却是十一岁参加红军，走过长征，当了四年红军的“老练红
军”。喜欢红军的理由是：“红军给他们田地，赶走地主，
收税官，放债人”“红军用自己的手替他们做鞋，缝军衣，
侦察敌军。每个人家都送子弟入红军。”

红军里有无数像他一样的少年，他们在红军里当传令兵，伙
夫，号兵，侦探，无线电收发员，挑水夫，宣传员，演员，
马夫，看护，书记，甚至是教员!他们大多数所穿军服太大，
袖子垂到膝头，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一天洗三次脸，但老是
肮脏不堪，他们常用衣服来揩抹，显出一副怪相。但世界依
旧是他们的。

少年先锋队员，之所以喜欢红军，大概因为他们在红军里，
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的食住像人的食住，他们认
为自己跟任何人都平等，他们有自己活动的自由，有保护他
们自己的组织。他们练习竞技和游戏，受着初步教育，他们
获得一种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口号的意义不过是
帮助别人打地主和学徒的主人。这些比在主人的工作台，一



天十四小时的工作，侍奉主人要好。

在这个不幸的年代，艰苦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没有抱怨，却
以乐观，坚忍的心态，接受了一切。还想方设法的去寻找和
创造着改变命运的行动。在红军里，他们的精神是快乐的，
自由的。他们的愉快和乐观，感染着大人们，为了他们的未
来战斗。这些英勇的少年，是在不幸年代里找到幸福和快乐
的幸运的红小鬼。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篇四

在埃德加·斯诺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中，我被作
者坚强的精神所感动。

作者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如同一道长城，
连绵不绝，使中国红区宛如一座孤岛，可作者并没有退缩，
而是选择越过那道长城。他并不了解中国红军是怎样的一支
队伍，他可以把非议置之度外，勇敢地踏入这片土地，在这
条路上，他遇到许多困难，白匪军的追杀等，但他终于排除
万难，开始与红军接触，把他之前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文中的作者遇到问题时，他选择去探究，去试验，直到自己
了解真相，他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

但我就没有这种毅力，我遇到问题时，很轻易地放弃，遇到
困难时，我会选择逃避，而不是去面对。做任何事总是缺少
那一份勇气，一份毅力，使我很难做成功一件事，因此我的
成绩也很难提高上去。

以后我必须改掉自己的惰性，以文中的作者为榜样，学会勇
敢，学会坚强，遇到困难不退缩，做什么事情都不放弃，坚
持到底，多一份探究的劲，使自己不断完善，做一个男子汉，
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做一个像作者那样勇敢的人。



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前两章，曲折的故事情节吸引着我，
影响着我，作者还会经历什么事呢?请听下回分解。

胡说：确实如必承所言，开头一章的叙述展示了一个独特的
新闻记者的“我”的模样，那般真诚、执着，只为追求真相。
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和感慨。书未开读，已然被感。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五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领悟呢？不妨坐下来好好
写写读后感吧。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
整理的《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我刚看了一点，就一下子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一口气
读完后，细细咀嚼，不由的感叹起来。这本书是美国作家斯
诺写的，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故事。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
感动，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怕牺牲，顽强拼搏，体
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其中《红小鬼》这一章中说的是有一些
孩子才十岁就当上了红军，其后一生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会有一个少年先锋队的模范连，他们
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十几岁的少年。

我们现在也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可我们现在的生活无忧无
虑，生活条件也很优越。就拿吃的来说吧！在那时，吃的`东
西很少，经常用树皮和树根来充饥，而现在呢？不管在家还
是在饭店，吃不掉就扔，真是浪费啊！在那时红米饭、南瓜
汤就是美食了，想吃一个苹果都是奢望。在那时，因为革命
的信念，每个人做什么事都尽全力去做，没有一点松懈。而
现在我们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做事都会漫不经心，马马虎
虎。有时正是这一点点的马虎，就会出现失误，事情就会做
不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当年红军的奋斗
精神。想想在那时的那些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承受了和
大人一样的责任，经受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苦难，很多甚



至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年幼、宝贵的生命。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不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吗？所以我们要更加珍
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气概。他们走完，六千英里遥
遥长征路，虽坎坷崎岖，但他们终望见了“长城内外，惟余
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在那个战争年代，他们知道
多少事，但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这是毛主席的誓言，也是
红军战士的誓言。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一个又一个
领导人，他们虽出身卑微，却凭着一份救国救民的执念，壮
大了红军，造就了今天。作为领导人，他们却毫无领导的架
子，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吃食，普通。衣着，简朴。磨难，
受尽。他们那忠诚的爱国之心。不为功名，只为百姓。不求
利禄，只求和平。这高贵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中，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面镜子。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篇六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红军长征辞典，是一部中国现代革
命百科全书，是一部记载着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共产党人光
辉历程的历史文献。它的作者埃德加斯诺采访了众多长征英
雄，他把最真实、最传奇的故事和人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

20世纪初，硝烟四起，烽火连天，各处都是战争的痕迹。人
民被地主阶级和军阀剥削到极致，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
下，红军诞生了。它纪律严明、关心群众，它为了农民阶级
拼搏，它的战士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革命军队领导人，
与战士、百姓们同甘共苦，不为功名利禄，只为当时中国的
老百姓们能够过上幸福又安康的生活。

这本书中有一位“异于常人”的统导者――毛泽东，他有一
股刻在骨子里的救国救民的意识。斯诺访问了毛泽东，记录
了他的过往。他原本因母亲信佛，随着各种思想的涌入，他
的思想不断变化着。后来他入学湖南师范大学，了解到了同



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加入红军，
之后，他也组织了两万八千里长征，那个被誉为世界奇迹的
战略转移。

红军在长征中屡创奇迹：敌人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面对湍
急的金沙江时，红军巧渡金沙江；在敌人撤掉桥上木板，离
凶猛的江水几十米高的锁链的时候，红军不畏生死，英勇无
畏的向前冲锋，最终到达对岸；在无边无际、人迹罕至且粮
食稀少的大草原上，红军艰难前行，伤员在这里与病痛作斗
争。

合上书本，远看天边，一颗熠熠生辉的红星，正照耀着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七

在这个暑假，我读完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

整本书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写的，向我展现了以前的红色中国
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谣传，作者斯诺为了
探寻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穿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找到了
一些大人物，或者是一些红军战士、老兵、农民、还有“小
鬼”，向他们提问、谈话，说一些关于红军、共产党的话题。

书中的描写都会有鲜明的对比。比如说，那些外国人都在悠
闲地喝着酒、打球、闲聊，而在中国却是人间疾苦。被悬赏
几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革命者，毛泽东、徐海东、朱德等，
却仍然悠然自得地走在街上，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而国民党
的委员长蒋介石，乘坐着他的私人飞机大驾光临。穷苦的农
民被地主官僚的压迫压得透不过气来，饥荒肆虐、苛捐杂税，
致使卖儿卖女成了农民中常有的事，家里的家畜根本卖不了
多少钱，或者被没收了，有的农民甚至都没有衣服穿；而那
些地主们吃着丰盛的食物，他们享受着荣华富贵，不放粮给
农民，过着奢侈的生活，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地主马鸿逵，
当时我看他征收穷人的税务就写了整整几行，我不由得大吃



一惊，我可以从斯诺写的一些对话中看出人们对马鸿逵的憎
恨，也反映了穷苦人民对地主官僚的憎恨。红军是人们可以
自愿参加的，而白军却是强制征兵。这些描写令我印象深刻，
可以说斯诺与别人交谈的经历非常真实，描写也很细致。

里面还有关于红军的种种。听毛泽东的讲述，就占了几节的
篇幅，讲了各种关于政治、军事方面，该怎么做啊，这个和
那个有什么关系啊，目前的问题和现象之类的。还有红军每
次来到新的地方，都会赶走民团，没收地主的土地，还会进
行政治宣传，告诉人民什么是红军，斯诺曾多次问过一些农
民和小孩为什么喜欢红军，他们都说：“红军帮助农民打地
主，不压迫农民，我们怎么不喜欢？”有的父母就把他们的
儿子送去当红军，红军中还有“红小鬼”，他们大多是从贫
困的家庭里或是师傅那里逃出来参加红军的。红军还会设露
天剧场来表演，每天都会有远处的农民不远千里赶来，只为
了看表演，台下到处都坐满了人，就连毛泽东和毛夫人也融
入了人群。他们表演舞台剧，表现一些地主官僚压迫人民的
情景，或是日本主义的残忍霸道，台下观众连连称好；还有
表演唱歌的，大家也跟着一起唱和。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关于革命前辈的一些故事，
还可以从红军身上，斯诺身上，或是其它方面学到一些优秀
的品质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