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历史书读后感 中国历史读后
感(汇总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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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历史书读后感篇一

就像门阀制度、经济重心南移一样，商周之际也是我比较感
兴趣的一个点。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除了作者提出了很多
新颖的观点外，更在于部分印证了我以前的观点或回答了我
的疑问。

我非常认同作者的一个观点（记录不精确），从对后世的影
响来看，我们更像是周人的后代。商人秉持的是一种“连续
性”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天地万物（当然也包括他们逝去的
祖先）都不是截然割裂的，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沟通的。当
然，这种沟通的特权属于商人，他们也认为他们的祖先要强
过其他部族的祖先，自然会给予自己更强大的.庇佑。并且他
们通过祭祀和占卜不断（向其他部族）强化这种印象，借以
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曾经徜徉在河南历史博物院（修缮前，不知道要修到什么
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商代的青铜器不论从造型
和纹饰都要比周代青铜器繁复得多（除最后一个图是西周的
外，都是商代的）。这一方面说明商的铸造技术要远高于周，
同时，商把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也作为强化其优越性的礼器，
而周只是把他作为一种留存契约（铭文）的器物，因而形式



大大简化了。

对比商，周是弱小的，他们甚至没有打算一举灭商。这些通
过牧野之战两年前的孟津会盟，以及剪商后对商人的安置可
以看出来。周人并没有把商人屠戮殆尽，而是采取了分化、
迁徙、融合等方式。

面对强大的商的轰然倒塌，周人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这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周人提
出了无差别对待人的“天”的概念。不是周人打败了商人，
而是上天厌弃了商人，只是通过周人实现了天的决定。如何
考察天的态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人于
是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这种人文主义无疑比商人崇
拜“帝”或“鬼”（祖先）的神秘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

其后周公主导推进的封建制（册封、确立氏族、武装殖民）、
宗法制等制度让新的周人（当然也包括被收编的商人）团结
得更紧密，也可以团结更多愿意加入的族群。天下从“松散
的共主”制向国家形态迈出坚实的一步，这些制度对中国日
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人们才开
始“讨伐”它，这已经是后话了。

初中历史书读后感篇二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可直译为“平淡
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
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
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
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
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
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
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
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
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



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
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
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
《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
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
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
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
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
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
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
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
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
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
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
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初中历史书读后感篇三

在《品三国》的开场白《大江东去》中易中天教授提出了一
个观点，他说实际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面形象，
即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

所谓历史形象就是正史上记载的形象。但历史形象不代表历
史真相。每一段历史都有它的真相，但要弄清楚却相当困难，
因为历史离我们太遥远了。

文学形象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例如《三国演义》。

在我看来，一个人判断一个演员扮演的历史人物的好坏，在
于他平时对那个历史人物的了解，他了解那个历史人物的性



格、气质，再结合演员的相貌来断定他像不像是具有那种性
格和气质的人。但是我坚持人不可貌相这个原则，因此我不
大爱评价历史剧中的人物。

初中历史书读后感篇四

《中国历史》一书，带我似乎见证了尧舜禅让、商汤灭夏、
武王伐纣、诸侯争霸，目睹了秦王统一中国、三国鼎足、南
北朝并立，亲历了隋唐两宋的兴衰、元明清的盛世雄风，直
到沐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呼声中。这一切，填补了我脑
海中的很多知识空白，加深了对祖国悠久灿烂文明史的认识。
使我强烈的感受到祖国历史的博大精神，源远流长。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无时无刻不让炎黄子孙自豪!

尤其是那些大人物，他们使历史更加辉煌，他们的精神一直
鼓舞着我们。孔子的大智慧，屈原的高洁，秦始皇的雄才伟
略……这些诗人、军事家、政治家都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他们身上有太对太多看不完的故事、
学不完的知识。

现在的我很想去西安的古城墙走走，看那厚厚的砖墙承载了
多少智慧和艰难。

初中历史书读后感篇五

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历史的选择》这一本书。这本书讲
述了中国改革30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这就像那梅花呀，
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中国，一个
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
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千磨万韧还坚
劲，选择了粉身碎骨全不怕。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
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狮。



汩罗江上的一圈涟漪，让我不得不想到屈原，一个愤世嫉俗，
报国无门的臣子，用孤愤的诗行代替了富贵，用楚辞《离骚》
洗去了历史的铅华，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豪情壮语成为后人追求理想的动力，铮铮铁骨的他被后人
所景仰。

正是这些在漫漫岁月里历史堆叠而成的刻痕，才令中国拥有
了如此深远的文化。漫长的文化历史中，太多太多的奇迹被
中国所创造，甚至成为绝响我们文明的精髓，我们人民的劳
动成果，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毁去，我们的万园之园就这样
随风而去，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大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
在风雨中永葆生机。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成阳光
下无言的石柱，而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
带来了喷涌而出的生机与绿意。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
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
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啸仍是当
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
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
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历史选择了你，
我的中国，永远的中国。

初中历史书读后感篇六

我就读了这么一本经典的书籍《中国历史故事集》，爸爸说，
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了基本的了解。
果然，一打开这本书，我就被书中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深
深地吸引住了，这本书从春秋战国故事讲到了三国故事，而
且所有的故事都用一个生动的四字标题，比如说：晏子使楚、
完璧归照、三顾茅庐等。这些故事有得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足
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还有的讲一些不忘国耻的
故事。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孟母搬家"，小的时候也背过"昔孟
母，择邻处",但是不明白其中含义。今天，我终于懂了。书



中说的'是孟子小时候很调皮，他妈妈对他非常严格。为了让
他有个好的环境，能够专心读书，搬了好几次家。慢慢的，
孟子开始变得懂事了，爱看书，也有礼貌了。孟母还教育孟
子"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做事不能
半途而废"，孟子长大后，成为了天下文明的大师。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妈妈也为了我能专心读书，放弃了
很好的工作，细心在家教导我，教育我。虽然有时我会嫌她
唠叨，但渐渐地我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都是为了我能够成
为有用的人。“不能辜负妈妈的期望“，“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争取用好的成绩来回报我亲爱的妈妈”，我给自己定下
了目标。

这本书里我喜欢的故事还有晏子使楚，说的是春秋末期，齐
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三次侮辱晏子，想显示楚国的威
风，晏子用他的机智，巧妙回击了楚王，维护了自己和国家
尊严的故事。这样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一个个真实的历
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让我认识到了中华五千年
文明的璀璨，中华民族崛起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明白了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如此的珍贵，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才能
使中华民族更加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