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史书的感悟 历史书籍的读后感(实用8
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好的心得感悟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
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史书的感悟篇一

中国——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拥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
历史，读了中国通史，我深深感受到我美丽的祖国———中
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深远与美丽，它让我感到了无比骄傲和
自豪。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是必将复兴的肯定，
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来吧！让我们一起阅读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一起阅读
古人的智慧。大家一起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喝彩吧！炎黄子
孙们！华夏儿女们！

读史书的感悟篇二

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由我国知名的教育家和语言文字家林
汉达编写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这本书是从年龄到
三国的历史故事合集，共讲了五个系列：《年龄故事》、
《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
事》。故事中有千金一笑、韩信拜将、三顾茅庐、含沙射影、
完璧回赵……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韩信拜将，韩信没成名时，
平时出门喜欢佩带宝剑。别人望着韩信文不文、武不武的样



子，觉得很不顺眼。有一个屠夫的儿子就要挑起事端，对韩
信说：“你敢跟我拼一拼？你敢，就拿起剑来刺我；不敢，
就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往。”韩信望了他一会儿，就从他的
裤裆底下爬过往了。四周的人都取笑他，还得了个外号，
鸣“钻裤裆的”。韩信当时虽当众受辱，可心怀大志，同心
专心成就末来。后多亏碰到了承相萧何，因为萧何三番五次
的向汉王刘邦推荐韩信，汉王同意重用，拜韩信为大将军。
韩信智勇双全后来他就成为了大英雄。

本书的内收留虽是讲述历史，但故事情节却深深的吸引着我，
阅读时一点也不觉得枯燥。通过阅读让我了解到了我国的一
些历史典故，丰硕了我的文化知识。书里的每一个成语故事
都对应着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我感觉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
历史故事书，特推荐大家都往读读这本有意义的书。

读史书的感悟篇三

今天我读了《中国历史人物丛书——刘秀》，学到了很多知
识。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
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
奇制胜。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
他所开创的“光武中兴”是中国封建史上著名的四大治世之
一。刘秀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帝王，有很多东西值得自己学习
和借鉴。

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其次，自己学到了面对困难挫折不放弃。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人就被困
难挫折所击倒，但有的人却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在今后的
学习和生活中，要更加磨练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战胜
困难与挫折。

最后，自己学到了要有一颗宽容的`心。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误，但是面对别人犯的错误，我们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
别人。

读史书的感悟篇四

近代史书籍读后感（一）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民族复兴道路的坎坷，真可谓是
“乱世出豪杰“，中国近代史逾越了封建制度、君主立宪制
度、民主制度的三种社会体制，对于陈旧而保守的中国而言，
就像是一个高龄迟暮的白叟要拼命奔驰着追逐一辆急速飞奔
的蒸汽火车一样，显得十分力不从心，并且最初幡然觉悟，
却也只能望其项背，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袭来的时候，我
们曾经不只是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们背负的包袱过于沉重，
却还是两相情愿的把这种包袱当成我们封建王朝的本钱。

1840年，成为首号本钱主义强国的英国策动了侵略中国的鸦
片和平，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服等条
约——《南京条约》。

然而帝国主义为了反抗中国人民的反抗，进一步控制中
国，1900年八国联军又共同反动了侵华和平，清政府被迫签
订了《辛丑条约》，赔款本息超过10亿两白银，清政府成为
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构成
了。

第二次是义和团活动：在中外矛盾加剧的19世纪末，终究引
爆了中国人民的义和团活动，他们冲击的对象是外国势力，
到1900年成长到顶点，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众以血肉之躯和
八国联军进行了勇敢搏斗，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剿杀下失
败了，但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勇敢斗争使帝国主义认识到
中华民族的不成政府性。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
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终究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
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冲击了帝国主义在华
势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民主制度，成立了资产阶
级共和国。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的历史，
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
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
服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和平中一次又一
次被打败。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在文化方面，这里不是说保守文化不好，而是说我们既没有
把保守文化活学活用，也没有很好的自创进修西洋文化，反
而近代的陈腔滥调文科举制度的僵化不只限制和扼杀了很多
优良并有主意、创新能力的人才，也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
所谓的精英阶层都背负着严峻的封建思想，所以士大夫对清
政府的愚忠和保守导致中国所谓的精英阶层不会成为中国前
进的动力，反而成为了中国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最大阻力！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
质没有改变，1919年中华民族又迸发了爱国的五四活动，当
前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找
到了探索的准确标的目的，终究在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并不竭开创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场合排场。历史曾经证明也永久昭示，中
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勇于探索和朝上进步的人
民，中国必将在21世纪耸立去世界强国之林。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活动给帝国主义主义
势力以沉重冲击。第一次是承平天国活动：这是中国近代史
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活动，在冲击中



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承担起反对外
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冲击，打破了西方侵略
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

器不良，次要是说，我们的兵器军备要落后仇敌很多，无论
是军舰、还是枪炮，我们都远远落在了列强的后面，古语云：
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想打败仇敌，还是要先
夯实最基本的基础，在作战工具上必然不克不及输于对手。

1885年，法国又策动侵略中国的中法和平，清政府又签订了
《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1894年
中国又在甲午和平中失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赔款达到两亿两白银，
帝国主义强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臣少之又少，封建体制曾经不克不及投合开始近现代化市场
和时代，中国的领导决策者又未能及时改革，和平屡次，民
怨民愤满溢，所以各地各种藩镇割据势力和农民活动不谋自
觉的揭竿而起，最终导致大清王朝和封建体制朝不保夕。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平的
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
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觉的。

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迸发
了五四爱国活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
四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完全的反帝反封建活动，推进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在第一次鸦片和平中，虽然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
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勇敢的战役，出现出像林则徐、
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



第二次鸦片和平中，也呈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
中法和平中，冯子才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
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示出了
临危不惧、勇敢战役的精神；在中日甲午和平中，左宝贵、
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
的勇敢事迹，各地民众自觉抗日，都表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
不平的爱国抗争精神。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
片和平为标记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耻辱的历史，
也是中华民族不平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
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我们学好这段历史，必需把握三
条主线。

近代史书籍读后感（二）

读了《中国近现代史》我知道今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
党九十周年的日子，让我敬仰近代史上那一个个为国奋斗而
牺牲的烈士英雄们。我们祖国是一个饱受苦难的国家，我们
的老一辈党员经历着千辛万苦：多年的持续内战，奇迹走过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击八国联军，抗日救国等等抗击外国
列强的侵略斗争。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中国近现代史》讲述了过去一穷二白的苦难生活，日本烈
强的野蛮，3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当时国民党的腐败。让我感受到沧桑岁月的祖国发生着天翻
地覆的变化。是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路。让我
们民族独立自主，不再是东亚病夫，也不再有“华人与狗不
得入内”的牌子。让中国重新向东亚雄狮迈向第一步。



新中国的成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两
弹之星钱三强；第一个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等等杰出
人物的辈出，使我们国家得到了飞速发展。

让我看到了更加灿烂的明天——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近代史书籍读后感（三）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
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
怎么还要学啊？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
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
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
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
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
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
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
没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
弃置不管了。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
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
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
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
代史，做个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5 合格的炎黄子孙。

读史书的感悟篇五

?史记》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它记载了上起黄帝
下至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
书只有两类。一种是编年体史书，而另外一种是国别体史书。
《史记》则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创立了纪传体这一
文学体裁。鲁迅将《史记》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由此可见《史记》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它经典的内容可
以与《离骚》相媲美。

读过《史记》，我从中深切体会到了作者的那种思想。他将
自己的感情完全倾注到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中去。由于《史记》
的大部分是作者忍受宫刑这一巨大屈辱所作，因此从整体上看
《史记》饱含着作者的爱憎之情，尤其是对于一些悲剧人物。

拿《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将项羽政治上的幼稚描写得淋
漓尽致。例如在鸿门宴上，项羽本有机会将刘邦捉住，并将
刘邦除掉。但是项羽却仍把刘邦视为自己的知己，认为刘邦
还是自己的友军，自己的好兄弟。但他殊不知此时刘邦已是
与自己争夺天下的敌人。因此放走了刘邦，而当刘邦逃跑的
消息被项羽一方得知时，范增十分恼火，说了庶子不足以为
谋这样愤怒的话，并将刘邦送与自己的礼物用剑剁碎。而项
羽却不以为然，将刘邦送与自己的礼物安然的收好。丝毫没
有意识到刘邦的危机。并且在刘邦的一番阿谀奉承之下，将
自己要杀刘邦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作者通过范增等人
的态度将项羽没能把刘邦除掉而充分的表现出了作者对项羽
的失望，对刘邦的溜之大吉表现出了作者十足的憎恨。而当
作者在描写项羽乌江自刎之时，作者对项羽的那句天将亡我
又表现出了作者对项羽的惋惜与绝望。其实项羽是有机会生
存的，他完全可以度过乌江，重整旗鼓。但他却早已是无颜
见江东父老。因而项羽唯心的说出了天将亡我这样的话。让
司马迁以及我们后人对项羽的丧生感到扼腕叹息。



同时在《史记》中的《季布列传》中，作者将自己的遭遇同
季布在朱家当奴隶一事进行了深刻的托物言志。在《季布列
传》中司马迁写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
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
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故终为汉名将!在这里，季布与司马迁的遭遇似乎有些相似。
季布在朱家为奴，日后成了汉的名将。而司马迁自身忍受着
宫刑这一巨大屈辱，日后写成了《史记》，成为伟大的史学
家。

在《史记》中，作者还语言犀利，文采斐然，表达了自己人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因此，在读过
《史记》之后，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司马迁的那种忍辱负重
的精神。不仅做事要脚踏实地，还要淡泊名利，最终成就自
己的大业!

读史书的感悟篇六

我曾记得世界著名文学家塞万提斯说过“历史孕育了真理，
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守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
代的借鉴，后世的教训。〞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记录着人类
社会的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退、辉煌与悲怆、交替与更新，
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

《中国通史》是一部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经典历史读物，
以其独特的体例、丰富的知识而深受广阔读者喜爱，至今畅
销不衰，成为我国发行量巨大启蒙读物之一，各种不同版本
已经不能满足广阔读者越来越高的阅读需求，这就要求我们
不断进行更新，补充和调整，并注入更多的时代元素。

当然历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防止和借鉴，目的在于树立历
史的这层意义在我们心中的标高。



读史书的感悟篇七

《难忘历史》是我觉得本暑假最好的一本书。它让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光辉历程。这本书主要是一些从古到今的历史
典故。比如它有三国之事，也有现代的红军征途。其中我喜
欢三国的一篇故事，由林汉达编写而成，名叫《一身是胆》。

这个故事，讲的是刘备夺取汉中与曹军决战，他派黄忠去战，
夏侯渊因黄忠不下山，于是不再管他。但这时候黄忠立马冲
下去，把夏候渊杀了。希了夏侯渊后，打听到北山有敌军粮
食，便去夺取。半路却遇敌人突击而失败。赵云听到北山有
动静，便去看。他看到黄忠被追杀时，立刻冲上去把敌人解
决而且用”空营计”吓跑了敌人。第二天刘备得知，来到赵
云营里来看他，将士们让他看了夜里交战的地方，便说：赵
将军真是有勇有谋啊！"“是啊是。

他可真是一身是胆。"将士们说。说罢，刘备便给赵云庆功。
庆完功说：“敌军坚持不了多久了”。最后因天越来越热，
闹了疾病，粮食也不足，手下也跑了不少，就退兵回长安了。
从此汉中是刘备的地盘。

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是赵云杀退曹军的场面，对赵云有几
分敬畏，也非常佩服。我佩服赵云是因为他有勇有谋，能够
用计将敌军赶走。我喜欢这本书就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伟大
的`英雄故事值得我们学习，有太多的谋略与太多的智慧。用
知识去积累，让事实去验证，不断努力，不断进步，用知识
和视野去战胜一切！

读史书的感悟篇八

“流水无弦万古琴，《通鉴》无声天下音”，让我们去阅读
《资治通鉴》，了解其中的一个个历史故事吧!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编年体通史，与《史记》



并称为中国史家之绝笔。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
周显德六年，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在这近2000年的漫长岁
月里，发生了多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啊!比如：“战国争
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隋唐盛世”、“五
代十国”等等，便是这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其中牛
角挂书的李密、以死尽忠的豫让、贤能勇猛的荆轲、神机妙
算的诸葛亮、贤良淑德的长孙皇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资治通鉴》不仅为我们生动演绎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了
一位位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还给了我们后人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