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史记周本纪读后感(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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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史记周本纪读后感篇一

这个寒假，我又重新阅读了《史记》这本书，脑海中思绪万
千，《史记》读后感。感到这不仅是一本记录册，更是后人
优秀品质和丑恶心灵的演绎剧本。

给我感触最大的一则故事是——《赵氏托孤》（《赵氏孤
儿》）。这个故事的主演有三人，程婴、公孙杵臼和屠岸贾。
程婴和公孙杵臼是中心耿耿的忠臣，而屠岸贾是心术不正，
企图谋朝位的奸臣。他们一路争斗，不惜牺牲自己和自己的
亲人，也要保住赵氏的唯一血脉，读后感《《史记》读后
感》。这儿让我十分震撼。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二人不惜
一切保护这赵氏的唯一血脉，就算是为国，也不会不惜所有
的一切吧！从此我就被那舍生取义的精神真正震撼！

司马迁用自己巧妙的构思将这些人物描述的栩栩如生，将他
们的品质和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一
丝一丝观赏着这些传世美文。

读着读着，我的心灵被这些故事所占据。我开始敬佩其作者，
了解起作者作书经历。司马迁是在狱中花了16年编写了这本
《史记》，他不畏苦刑，一心专注《史记》的 人物，我无法
想象他经历了多痛苦的折磨，但他为《史记》的一片心意展
现在我的脑中。司马迁坚强的品质又一次在这本书上刻下了
一个不朽的印章。



让我们学习《史记》中人物的坚贞不屈，让我们学习《史记》
的作者，司马迁的优秀品质！

史记周本纪读后感篇二

读《史记》我总会想到这一本书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用自
己余生写成了这本流传千古的史书，他用《史记》想未来的
人们证明了中华民族在古代的辉煌昌盛，以及文明的发达。
是这本书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此书中上有三皇五帝，
下写秦到汉朝的故事，我虽然讨厌秦始皇的霸权，但却喜欢
汉武帝刘彻那坚忍不拔，野心勃勃的信念。在此书中，我认
识了许多英勇的将才，例如：周亚夫、李广、卫青、霍去病。
这四个人都是汉文帝至武帝时的名将，尤其是周亚夫。

周亚夫治军一向严谨。皇帝的车架去了，连门口的士兵都要
去过问，盘查，这样的将才，匈奴怎可轻易进犯。周亚夫曾
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一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之乱，可
见其英勇。

再说李广，李广一生只为国家，得到的奖赏自己从来不要，
他的箭法极高，有着“飞将军”的称号，百步穿杨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探囊取物一样简单。匈奴人十分渴望他能加入匈奴
阵营。可他却从来不干这种卖过的耻辱。

卫青和霍去病，他们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卫青早期就立下
了赫赫战功，他的外甥霍去病也不逊色。初出茅庐就捉住了
匈奴首领单于的叔叔，获得了冠军侯的称号。后来更是舅舅
和外甥各领人马与匈奴相抗衡。为打败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希望每一位中国人都来读一
读。



史记周本纪读后感篇三

中午，烈日炎炎，我坐在家中，手捧一本《少年读史记》，
遨游在历史的海洋里，领略中国历史的风采。

《少年读史记》讲的是中国汉代及汉代之前的历史故事，作
者张嘉骅。在这些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是
《信陵君的故事》中的《唯恐交不到的市井贤士》。这篇文
章主要讲的是信陵君在夺兵权、救赵国后，留在了赵国。在
赵国，他结交市井贤士——毛公和薛公。秦国得知信陵君留
在赵国，便出兵攻打信陵君的故国——魏国。信陵君担心魏
王怨恨他，不愿回国。这时毛公和薛公来见信陵君，
说：“公子之所以受到赵国的敬重，能闻名于诸侯是因为有
魏国，现在魏国有难，而您置之不理，假若秦国大军攻破大
梁，把您祖先的宗庙夷为平地，公子还有什么颜面立足于天
下呢？”信陵君一听脸色大变，立即准备回去拯救魏国。

合上书，我不禁思考起来，信陵君靠什么改变了不愿回国的
想法？是他所交的毛公和薛公给他的谏言，这也许就是谏言
的力量吧！正是这几句谏言，让信陵君返国，最后打败了秦
军，声明威震天下，谏言的力量真是强大啊！

此时，我又想到了唐太宗。他和信陵君一样，都肯听谏言。
魏徵是他手下的大臣，他很喜欢劝谏唐太宗。唐太宗也愿意
听他的谏言。有一次，魏徵在众多大臣面前说唐太宗的不好，
唐太宗气得要把魏徵斩首。幸亏皇后委婉劝谏，唐太宗才醒
悟，闻过即改。想到这儿，我扪心自问，发现我并不爱听劝
告，常常在别人劝我后生气，让别人失望。妈妈劝我答题时
要慎重，我没放在心上，结果丢了分。反省一下，我十分惭
愧，决定改正。

夏日的午后是安静的，我坐在房间内，思绪万千……我们一
定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要只听优点，不听缺点，从而
变得骄傲自大。感谢《少年读史记》，它不仅让我增长知识，



拓宽眼界，还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史记周本纪读后感篇四

读史记，感到项羽为刘邦所败，原因多多，但最重要的在于
项羽性格缺陷。项羽浪漫、简单粗暴、刚愎自用，优柔寡断；
刘邦实际、胸有城府、善于用人、办事果断。项羽重情，忠
奸不辨为情所困；刘邦喻利，流氓之徒皆为用之。

所以，楚汉相争，项羽由强到弱，冰消雪融，最后破灭；刘
邦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胜利，实属必然。

项羽为刘邦所败，甚至早就注定，早在奉楚怀王招分兵伐秦
约定：先入关者王。看是公平，实则早有倾向。

当时，楚怀王看到项羽残暴，于之不满，而刘邦宽厚，心里
爱之，就有意让项羽北进指向秦军主力章邯，而让刘邦径直
西进，阻力较小，容易先入关。

而项羽一则没有看出这一招，还有一层因素，在于其叔父项
梁被章邯所杀，急于报仇，以致利令智昏。结果，尽管破釜
沉舟，大败章邯，歼灭了秦军主力，但毕竟还是比刘邦晚入
咸阳，虽军力远远强于刘邦，道义上却输刘邦一筹，埋下失
败的伏笔。

由此可见，勿为性格为小事。

史记周本纪读后感篇五

在这个愉快的寒假中，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史记》。

《史记》是汉朝的司马迁编写的，里面记载了汉朝以前的朝
代变化，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李广和屈原。



李广一生身经百战，箭法十分准。而且也从来不摆将军架子，
如果缺水少粮，士兵还没喝完水，他就不喝，士兵还没吃上
饭，他也不吃；因此，得到了士兵们的尊敬，士兵都愿意为
他拼命。再想想我们，当了一个干部，就光指挥别人干事，
自己却什么事也没有，而且，一遇到紧急状况，只顾自己，
哪会为别人着想？李广与下属平起平坐的精神令我敬佩。

屈原是一位大夫，他出淤泥而不染，虽然遭小人陷害，却依
然爱国敬君，后来，因为走投无路，只好抱起一块大石，跳
进江中。他出淤泥而不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和他美
好的品质令我敬佩不已，如果换做我们，大家都做什么，我
也做什么吧，没有主见。记得有一次，上课铃响了，老师久
久没来，几个调皮的同学站起来做鬼脸，这一闹，全班都热
闹起来，再也没人趴在桌子上静息了，看来，我们要向屈原
好好学习，做一个有主见有自己想法的人，不要别人做什么
自己就做什么。

《史记》让我认识了历史上的一些好人与坏人，让我了解了
历史，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道理，我以后会向上面一些优
秀人物学习，做一个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