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经典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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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一

什么是中华美德？中华美德指的是我们中华儿女的优良品德。
读了《甜甜的桑椹》一文，我对中华美德有了更深的理解，
并决心做一个有美德的人。

文中的小男孩蔡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好孩子。他非常孝顺父
母。蔡顺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又生病，家里一点儿吃的也没
有了，于是，蔡顺提着篮子上山采桑椹，好给他们充饥。蔡
顺把果子尝了一下，黑果子甜，红果子酸，于是蔡顺决定把
黑果子给母亲吃。可在蔡顺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强盗。
强盗让蔡顺把果子给他们吃。蔡顺把红果子给了强盗，而黑
果子却紧紧抱在怀里。强盗看到蔡顺的行为，感到很奇怪，
就问蔡顺。蔡顺把原因告诉了强盗。强盗听了，把果子还给
了蔡顺，还送了一袋大米给蔡顺，让他给母亲熬粥喝。就这
样，蔡顺的一片爱心，感动了素不相识的强盗。

以前我常常向父母发脾气，还对父母提一些无理要求。可我
现在都改正了，也成了一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爸爸妈妈都
直夸我呢。

我不单只是孝顺父母，以后我还要努力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
孩子。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二

人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祖国，它给我们送来了明媚的早晨，留
下了愉快的黄昏。祖国啊祖国，你是雄伟壮丽的高山，巍峨



的站立在那里。你是蜿蜒起伏的巨龙，翱翔五湖四海。你有
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爱国诗人—屈原，为你而死，直到至今，人们依然怀念他。
忠心为国的解放军叔叔们为你牺牲，在烈火熊熊的战场上毫
不畏惧，与生命搏斗。还有那些为他人着想的白衣天使们，
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

从小热爱学习的司马光，总是会把课文一遍一遍地朗读到滚
瓜烂熟为止，就这样，司马光终于成了北宋史学家，编写了
著名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我们衷心爱戴的邓小平爷爷，从小就练的一手好字，以自己
的一生带领人民书写崭新历史伟人。虽然他已逝世了，但永
远都活在我心中。

时间让我们知道，这些伟人付出了心血，才得以今日的成就。
其实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要懂得奉献，只要你付出了，就
会感到无比的快乐。

我虽然不能扛起枪保卫祖国，但我能把我的知识贡献给人民，
为祖国出一份力，不做祖国的负担。在残疾人奥运会上，我
们看到了微笑的桑兰，一个身残志不残的女中豪杰。

我也要学习更多知识，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从书中
吸取更多的力量。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三

余秋雨的名字，我很早就听说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读他
的书。这次，在学校的图书室发现了他的《寻觅中华》这本
书，迫不及待借来阅读。越读越有味，越读越觉得作者文化
底蕴的深厚。一篇篇文章似乎也悄然在我心上刻上了烙印，
总觉得它饱睿智的思想，蜇伏于字里行间的嬗变的蜇思，似



从近代上溯而去，而又多远古发散开来。

《寻觅中华》这本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文化苦旅
全书”之一。余秋雨先生作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他把学
者的渊博与作家的才华融于一炉，让情感挟裹着独到的见识在
“人文山水”间遨游，使哲理感悟充满了睿智的光芒。因此，
他的《文化苦旅》也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特有的风景。
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作者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
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
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
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

余秋雨先生在书中所讨论的是多半为人们熟悉，或者自以为
熟悉的历史片段，如黄帝、神话、唐诗等，但是，他总能给
出许许多多“熟悉”之外的东西，让人感叹原来自己所谓
的“熟悉”，不过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点表象知识。而最吸
引我的是他思考问题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
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必定有一个角度的思考，能够直击人
心。于先生大量使用对比手法，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强烈的人文精神，还显示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本书最打动我，令我回味不已的的，还有那些看似浅显仿
佛随手写就，但是却饱含着睿智的句子。譬如在论述司马迁
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议论：“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
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
也像是屈服。”譬如评论伟大诗人屈原：“他让很多中国人
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
学”。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四

《中华美德格言故事》是一本有趣的书，里面蕴藏着的许许
多多道理让人受益无穷。



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独柯不成树，独树不
成林》，这个故事说到了有一群外出寻找食物的蚂蚁，本来
它们可以满载而归，但是不幸的是，它们碰到了几个调皮的
小朋友。这几个小朋友恶作剧似的想要捉弄蚂蚁，就用火柴
点燃而成的“火圈”紧紧围住了蚂蚁，让它们寸步难行。看
到这一段时，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更多的是气愤。出乎意料
的是这帮蚂蚁非但没有慌张，手足无措，竟然还十分冷静！
不慌不忙地抱紧彼此，形成了一个黑乎乎的“球”，然后一
骨碌就钻出了“火圈”！

读完这个故事，我情不自禁地要为蚂蚁们喝彩，是什么让它
们顺利摆脱困境？是团结！假设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它们不
是团结一致，而是横冲直撞，慌忙逃窜，会怎样？我想结局
一定是悲惨的，也许它们会葬身火海，无一幸免。想到这，
我不得不感叹团结的力量真大呀，是团结，使得弱小的蚂蚁
创造了奇迹。

在我们的生活中，团结也显得尤为重要。就像中国女排，她
们让世界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没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努
力拼搏，她们就不可能取得“五连冠”。正是团结的集体才
能让每个人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还有我们学过的课文——
《将相和》，蔺相如和廉颇的团结才没有让秦国有机可乘；
愚公移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一群人的力量是
无穷的。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五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
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
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
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



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
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
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
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
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
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
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
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
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
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
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
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
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
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
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
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
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
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
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
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
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
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
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
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
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
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
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



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
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
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
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
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
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
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
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
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
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
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
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
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
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
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
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
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
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
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
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
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
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
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
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
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
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



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
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六

新朝末期全国一片混乱，反莽起义无处不在。公元17年，以
铜马、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起义过程
中，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和豪强列霸，也乘机聚兵起事，
攻城掠地，大闹天下，全国又处于一片互相残杀的混乱之中。

国破家亡，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处在这种灾难之中的人民，
他们日夜思念曾给他们带来幸福的高祖刘邦的西汉王朝。就
在这时，南阳大地主刘演、刘秀兄弟打出“复高祖之业”的
旗帜，组织了一支七八千人的春陵军举兵反莽。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秀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在叔叔
刘良的照顾下生活，直到他长大。年轻时的刘秀，身材高大，
一表人才。他为人讲究诚信，处世谨慎，性情温和善良。他
在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依靠地主阶级的“功
臣”、“良将”们，抗击群雄。

各地的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起义军将领们都主张拥
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他们认为刘
玄懦弱，容易左右，因而于公元23年在宛城南面的洧水拥立
刘玄为皇帝。刘玄是春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
更始将军。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
官，封刘演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一带的起义军严重威胁着王莽，王莽很快集结了43万人
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讨伐起义军。公元17
年6月，王莽军队首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
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中。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七

最近，我读了《中华美德故事》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苏武牧羊》这个故事。苏武那种坚贞不屈、忠于祖国的精
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苏武牧羊》讲的是汉武帝派遣苏武出使匈奴，不料，匈奴
首领单于想方设法逼迫他投降，但苏武毫不屈服。最后，单
于无计可施，便把苏武流放到荒芜人烟的北海，让他在那里
放养几只公羊，并说：等公羊生出了小羊才能回去。但苏武
没有畏惧，在每天放羊之际，他都会抚摸着那支使节，面向
社国所在的那一方，默默思念家乡。日子一长，使节只剩下
了一根光杆子。19年后，苏武终于回到了祖国，当时他已是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苏武是个可敬的人！他之所以没有在外族的威逼利诱下屈服，
始终坚强不屈、忠贞不渝，是因为他心中有祖国，对自己的
国家忠心不二！他用一腔爱国之忱，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
击败了高高在上的匈奴单于。我深深地敬佩他！同样的，在
革命时期，先烈们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在敌人的枪口下屈
服，他们和苏武一样，都有一颗坚强、伟大、忠于爱国的赤
子之心。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里，不需要血染沙场，
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作为一个小学生，我们也暂时没法出使
他国，为国立功。我们可以做到的是，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努力求知，从小热爱自己的祖国，培养坚强高尚的道德情操，
长大了为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苏武—— 一个气节高尚的民族英雄，《苏武牧羊》—— 一
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好故事，给我们启迪，给我们力量！



中华经典读后感篇八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的地质年代是中生代侏罗纪，距今一亿多年。故事
发生的地点是中国辽西地区。一亿多年前的辽西地区，陆相
地层连续沉积，气候温暖，植被繁茂，河流纵横交错，湖泊
星罗棋布，火山爆发频繁，这些都给生物的发生、发展创造
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辽西地区，
是各类生命繁育、毁灭、演化、突变的壮丽而恢弘的舞台。
故事开篇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澄，一个叫岫，都属于长着
双弓型头骨的槽齿类爬行动物。那个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
类，由众多的爬行动物主宰世界。双足行走的裸猿――人类，
要到一亿多年以后才姗姗来迟地出现在这蔚蓝色的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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