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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感(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过秦论的感受和体会篇一

人和，乃强国之源；仁政，乃安国之策；人才，乃治国之本。
人和，仁政，人才，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这是秦帝国的兴衰给我们的启示。

历史的车轮，已驶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向往的幸福、友爱、
和平的新世界仍遥遥无期，贫穷，饥饿，暴虐，屠杀，非但
没有根除，反成愈演愈烈之势，核战阴云，生态灾难，更是
严重危险到人类的生存。

为了人类的未来，请君再读《过秦论》！

读过秦论的感受和体会篇二

这篇文章记叙了秦朝由兴盛到灭亡的过程，却没有写想象中
由兴盛到灭亡的精彩故事，而是重墨叙写了秦国的势力之大
和强势的行为，简叙了陈涉地位之卑微，率疲敝之卒击破了
强大的秦国。作者贾谊有意将秦国的强盛与败落拉近距离，
好进行一番比较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预知贾谊的意图，必得
在文中找出蛛丝马迹。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
在那时候，有商鞅辅佐他，“商鞅变法”起了实质性的作用，



加上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山东诸侯自相争斗，秦国就坐收
渔翁之利。不得不说秦国在攻天下上很有政策，确实也获收
了利益。

后来一直到昭襄王，沿袭了政策，秦国依然最为强大，尽管
诸侯们合纵缔交，面对秦国的开关延敌，只能犹豫迟迟不进。
最终反被秦国趁机杀害。面对势力诸侯国只能割地屈服，秦
国统一了全国。但别忘记这是用武力得来的，多少百姓只是
敢怒而不敢言。

秦国懂得打天下，却不会守天下。到暴君秦始皇，就废除古
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毁坏城邑，杀掉
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以便愚弄及削弱百姓。修城墙，
做护城河，做防御工事，自以为天下已定。然而暴行越来越
激怒百姓，民心早已不在始皇天下，等的就是一个爆发的时
刻。

于是这时鄙陋的陈涉率领了短小的队伍转而攻秦。有了这个
爆发点，就一发不可收了，顺应民心的起义很快得到发展，
队伍急速扩大。秦始皇早变成了瓮中之鳖，继而秦国毁灭在
陈涉的手里，但也可以说是毁灭在民心的愤怒里。

“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便是秦灭亡的原因，也是贾
谊想表达的重点。

秦国灭亡已成历史，但是历史可鉴，“仁义”可见是守国的
重要政策，它可硬凝聚一个国家的民心，有了民心，百姓才
信服于你，君主才能在百姓的爱戴中守住并发展国家。贾谊
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敢于上书陈述。当时，汉由于长期战
争，因而造成经济凋敝，米价昂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
文帝时仍未改变。贾谊有感于此，作文以劝诫皇帝体恤民情，
重视农业生产，积贮粮食，在百姓中树立“仁义”的形象。
本文多以短句并列，读起来很有节奏与气势，充分表现出了
贾谊的爱君与才华，实为难得的臣子。



古为今鉴，打天下的方式不适于守天下。打天下需要一
个“野”字，却不是“野蛮”而是“雄野的心”，守天下需
要的是一个“仁”字，即对百姓仁爱。现在的国家都有不同
的国策，但都会设立大量法律保护子民的利益和扩大福利，
让百姓感受到国家的关心。温总理已经是个年迈的老人了，
在生病期间还亲自去慰问了伤者家属，而不顾自己，时时刻
刻想着他的子民。他的行为能不让每一个中国子民感动吗!他
只是一位老者，却带给我们国家的关心。

如果不尊重民权，体恤民情，结果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国外，
例如英国的最高权并不是在国王那，而是在代表了民众的英
国议会里，在大的野心也只能像秦国一样毁掉。

百姓都希望没有战争，然而战争从未停过，“仁”的范围难
道有国界吗?无法做到对其它国家百姓仁吗?仅仅是守住自己
的一角吗?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让天下和平更难!
但“仁”的精神永不会消逝!

读过秦论的感受和体会篇三

秦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然战国诸雄之中，齐楚之天时地利，并不逊于秦，也有问鼎
天下之势，而最终亡国丧家，又是为何？盖因人不和也。齐
楚国君皆昏聩无能，国民皆心骄志衰，俨然一群乌合之众，
落败实是必然！

三者之中，人和是根本，所以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

人和者，人心齐也。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涣散，则万事难
成。九国兵多将广，谋士如云，可各怀私心，在秦咄咄*人的
攻势下，终至纵散约败，束手就擒。



今天，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须赖全体国民，同心同
德，励精图治。欲遏止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亦须赖天下诸
国求同存异，携手共进。

读过秦论的感受和体会篇四

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数风流人物的秦始皇是万万没有预料的，
他的千秋帝王梦轰然倒地。贾谊在《过秦论》中把他归纳
为“不施仁义”的结果。

秦的'发展可谓占天时、地理、人和。周室名存实亡，群龙无
首，诸侯残杀，是谓得天时也;秦国占据崤山、函谷关险固的
地势，与山东诸国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老百姓获得了安
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为秦军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是谓
得地理也;君臣固守反映了君臣关系的和睦相处，有商君辅佐
孝公，以及后来的张仪、李斯等谋士，为秦出谋划策，是谓
人和也。

外连横而斗诸侯。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分解六国。利用利
益关系使六国自相残杀，从而蚕食六国。正确的谋略是秦统
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君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如孝公、
惠文、武、昭襄、始皇，他们以取得天下作为目标，奋发图
强。

秦的灭亡在于用取天下的办法，来守天下。在愚策下实行严
厉的法制。引起了下层百姓的反对，也引起了山东贵族的强
烈的不满。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在大泽乡如火山一样喷发出
来，秦帝国如大厦在瞬间倾倒。国家是这样，家庭、个人同
样如此。现在很多家庭父辈辛苦创下的家业，在子辈中衰败，
父辈原指望子辈们能将遗业发扬广大，万万没有料想到子辈
们竟是不争气，父辈在九泉下也不会安息地。弈黎，你要记
住，《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以修身为
本。”



读过秦论的感受和体会篇五

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数风流人物的秦始皇是万万没有预料的，
他的千秋帝王梦轰然倒地。贾谊在《过秦论》中把他归纳
为“不施仁义”的结果。

秦的'发展可谓占天时、地理、人和。周室名存实亡，群龙无
首，诸侯残杀，是谓得天时也;秦国占据崤山、函谷关险固的
地势，与山东诸国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老百姓获得了安
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为秦军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是谓
得地理也;君臣固守反映了君臣关系的和睦相处，有商君辅佐
孝公，以及后来的张仪、李斯等谋士，为秦出谋划策，是谓
人和也。

外连横而斗诸侯。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分解六国。利用利
益关系使六国自相残杀，从而蚕食六国。正确的谋略是秦统
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君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如孝公、
惠文、武、昭襄、始皇，他们以取得天下作为目标，奋发图
强。

秦的灭亡在于用取天下的办法，来守天下。在愚策下实行严
厉的法制。引起了下层百姓的反对，也引起了山东贵族的强
烈的不满。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在大泽乡如火山一样喷发出
来，秦帝国如大厦在瞬间倾倒。国家是这样，家庭、个人同
样如此。现在很多家庭父辈辛苦创下的家业，在子辈中衰败，
父辈原指望子辈们能将遗业发扬广大，万万没有料想到子辈
们竟是不争气，父辈在九泉下也不会安息地。弈黎，你要记
住，《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
本。”

历史不会重演，教科书总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也总是这样
告慰自己。

可读了《过秦论》，我悚然一惊，——哦，两千年前的历史



不正在重演么?血风腥雨的战国时代和当今波谲云诡的国际形
势，又何其相似乃尔!当今美国，世界老大，意欲籍其强大国
力，称霸世界，其穷兵黩武，霸道无忌，酷似不可一世的强
秦，而其他国家，则如各怀心胎苦于自保的九国。

——一超多强，合纵连横，活脱脱一部战国史的翻版!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一位伟人说。

其实，历史何止相似，历史天天都在重演!

前世之事，后事之师，贾谊之言如雷贯耳。

但可悲的是，后人从来就没有认真吸取过教训!

秦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然战国诸雄之中，齐楚之天时地利，并不逊于秦，也有问鼎
天下之势，而最终亡国丧家，又是为何?盖因人不和也。齐楚
国君皆昏聩无能，国民皆心骄志衰，俨然一群乌合之众，落
败实是必然!

三者之中，人和是根本，所以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

人和者，人心齐也。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涣散，则万事难
成。九国兵多将广，谋士如云，可各怀私心，在秦咄咄人的
攻势下，终至纵散约败，束手就擒。

今天，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须赖全体国民，同心同
德，励精图治。欲遏止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亦须赖天下诸
国求同存异，携手共进。

秦王朝的灭亡也是必然的。



天下已定，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但秦始皇不仅不改弦
更张，反而变本加厉，用对付敌人的那一套来对付人民，繁
刑严诛，赋敛无度，民无以堪，所以揭竿而起，一举而灭之。

打天下需要武力和谋略，治天下崇尚的却是仁义。

何谓仁义?仁义说到底就是一种爱民、保民、富民之心。

无仁义之人，是谓__;无仁义之君，是谓暴君;无仁义之政，
是谓暴政。

行仁政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秦始皇之过，也是所有亡国
之君之过。

仁者无敌，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治国需要名君，更需要贤臣。

秦孝公英明，这是秦国的幸运，但更幸运的是他拥有了一位
奇才——商鞅。

商鞅眼界开阔，气魄超人，内政外交，奇招叠出，很快使秦
国脱颖而出，进而称霸天下。毫无疑问，商鞅是秦帝国大厦
的奠基人，没有商鞅，就没有秦的兴盛，更没有秦始皇的煊
赫一时，中国的历史也要重新书写。

一人之力关乎百姓安危国家命运，甚至历史的进退，人才之
重要可想而知。

今天，知识经济已蔚为大观。国力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之
争。美国能发展到如此强盛的地步，与其广罗各国人才并大
胆使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所作所为，就相去甚远，大量人
才被闲置，被压制，甚至被摧残，令人痛心疾首!



龚自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想说，我劝诸君开心胸，不拘一格用人才!

人和，乃强国之源;仁政，乃安国之策;人才，乃治国之本。
人和，仁政，人才，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这是秦帝国的兴衰给我们的启示。

历史的车轮，已驶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向往的幸福、友爱、
和平的新世界仍遥遥无期，贫穷，饥饿，暴虐，屠杀，非但
没有根除，反成愈演愈烈之势，核战阴云，生态灾难，更是
严重危险到人类的生存。

为了人类的未来，请君再读《过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