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史记读后心得收获(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史记读后心得收获篇一

早闻史记这本书的大名，这个暑假妈妈就给我买了《史记》。
这本书分为本纪、世家和列传。列传里还有我们学过的课文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看完了史记，我最喜欢淮阴
候列传和李将军列传。

先说淮阴候列传，淮阴候指韩信，小时因贫穷而无钱买饭，
曾多次前往南昌亭亭长那里要饭吃，可亭长却不给他饭吃，
又有一位屠户侮辱韩信，说他胆小怕事，又说：”你要不怕
死，就刺死你。若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忍受屈
辱，于是匍匐了下去。

后来韩信随项王打仗，韩信频频向他出谋略，可项羽不听，
于是他归顺了汉王。到了汉王那里，丞相萧何十分欣赏他的
才能，推荐给了刘邦，刘邦不像项王一样不采取韩信的方法，
而是采用了韩信的方法，最后才征服了天下。可韩信没听萌
通的建议，导致最后被吕后诛杀他们家的三族。

再说说李将军李广，他善使箭，多次抗击匈奴。因为箭法厉
害，所以斩杀敌人首级甚多。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广射石头，因为李广喜欢打措，有一次，
他打措看到一只老虎，便挽弓搭箭射向老虎，箭射了过去，
一看居然是石头。后来又试了几次，均未射进。后赤有句佳
话叫”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后来水浒传里的花荣因为射
箭好叫小李广花荣。



这本书，司马迁以讽刺的手法讽刺了当时的天子昏庸无能，
贪财好色，腐败无能。被鲁迅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看完这本书真是受益匪浅!

史记读后心得收获篇二

《史记》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艰辛历程，讲述了从征讨蚩尤到
尧舜禅让再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有关《史记》读后感心得初中生，欢迎大家前来
阅读。

翻开史记，我们能看到从黄帝时代至西汉初年间这三千多年
的历史，领略司马迁卓绝的智慧，惊人的毅力。那些帝王诸
侯，文人骚客，像过客一般，在历史这条源源不断的长河里，
留下了自己创造的精彩时刻。

司马迁出生于宦官世家，爷爷与父亲都为史官，自幼受到他
们的熏陶，自己最后也成为一名史官。也因此有了后来流芳
百世的佳作《史记》。史官的主要职责是记录君王的言行，
加以整理，最后整理记载史书里，那是必要说记载历代帝王
政绩的十二篇本纪和围绕帝王生活的表。在本纪中司马迁用
客观理性以及正直的态度去记述了百余位皇帝的兴废成败。

首先他便控诉了夏，商纣等无德暴君，并对尧舜禹等圣明君
主进行了赞扬。读完这部分我体会到司马迁以为治理国家应
以仁德来治，让百姓充满仁爱，相互信任，和谐美好的生活。
他还引用了孔子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意就是想表明，施政人
应怀善，以德服民，而不应用酷刑来欺压百姓。

史记之中记述的帝王有上百位，其中是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
汉文帝--刘恒。他是司马迁心中最接近德政服人的明君。而
汉文帝给我塑造的形象是以德服民，重视民心所向，体恤天



下苍生百姓，谦虚。而最让我深刻的是他时常诏就让我来说
他的光荣事迹，据史记记载元后六年，天下大旱，多地又遭
遇蝗虫灾害，粮食颗粒无收。他立即颁发诏令减免百姓粮食
上供，并且还打开粮仓，救济灾民。汉文帝刚即位，就下诏
取消了连坐法和诽谤罪，使百姓们大胆的张开嘴双花，重获
言论自由，不必在每天担心说错话而入狱。因内刑太过残忍，
他亦将其取消。汉文帝每遇天灾，都会先诏罪自己，反省自
己的行为是否违背道德。在他即位的二十多年间从未修过皇
宫内院，连修建陵寝都是依山而建，尽量节省民力，下葬品
也多为陶瓷。

史记，被鲁迅称为“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写书目的
就是探索治国之道。它不仅仅是一部帝王统治史，更是一部
为厚实帝王统治提供资料的教科书。

学习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隐忍
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这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
批评家金圣叹对《史记》的评价。我想，金圣叹应当是司马
迁的知己了。他在评价《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
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我虽不是金圣叹那样才华横溢
的才子作家，但翻开《史记》也是多有感动。

一段文字流传千古，依旧动人心弦。这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深入的学习了解司马迁其人和其书之后，我决心要认真品读
《史记》。不仅是因为想要学好古文学和古汉语，绕不开
《史记》。更是因为司马迁这位历史名人给我带来的精神上
的震撼，我想我必须要仔细的阅读《史记》。只有真诚的阅
读，能够带领我们透过文字，去感受那个时代一位史学家刚
正不阿的文人风骨、经世济民的士人情怀。太史公学通天人，
会贯古今，用开阔的视野，描述历史发展的进程，探究历史
发展的因果规律。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同时也用实践为后世的史学家验证了学兼天人，贯通古今的
观念。



这是一本“善善恶恶”之书。太史公在自序里就说“善善恶
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会褒贬善
恶，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继承了孔子“寓褒贬，别善恶”的
传统，以笔为刀，惩恶扬善。汉代杨雄也曾评价司马迁
说“不虚美，不隐恶”，他赞扬的就是《史记》的实录精神，
不仅为我们真实的记录历史事实，还敢于表达作者对于历史
事件的真实评价。自从《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这种
求实精神就成为了大多数史学家毕生追求的目标，后世逐渐
形成了“求实直书，书法不隐”的优良的史学传统。

灯下读《史记》，当读到荆轲刺秦的故事时，不禁抚卷长思，
感慨不已。

天空布满了厚厚的乌云，如同千吨巨鼎系在毫发之上，危悬
在我的心头；瑟瑟秋风，如同封存了千万年的寒冰，令我手
足冰凉。

我是荆轲，是此番前去刺秦的侠客，亦是拯救大燕国的勇士！

我虽非燕国的子民，却胸怀着一颗报效燕国之心。如今，秦
欲亡我大燕，置大燕于岌岌可危之地，大丈夫，岂能坐视不
管！

我愤怒的心如同深埋在火山底滚烫的熔浆，带着大燕子民的
满腔热血，带着他们的国仇家恨，带着千万战死沙场的燕兵
的英魂冲了出来，冲碎了悬挂在我心头上的千吨巨鼎，融化
了令我寒战的万年寒冰！

舞阳手持地图卷，紧跟在我身后。我手捧着将军樊於期头颅
的铁函，心情低沉。樊将军，你虽是秦国的叛将，却是大燕
的烈士，你为了此番刺秦的行动能够成功，竟不惜拔剑自刎，
你用你那沾满了自己鲜血的利剑，宣告世人：你非贪生怕死
怕死之辈！你用你的躯壳告诉我：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
或重于泰山！



在这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对我而言，
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但，我也有着血肉，在这生命最后一程，我又何尝无半点留
恋之情？我昂首望了望天空，依旧乌云密布，仿佛同此时我
的心情一般，压抑而又惆怅……我感到空气在凝固。

一曲筑音激越而起，方才密布的乌云渐渐被拨散开来，南飞
的雁排成“人”字缓缓飞过。我的知音高渐离此时正在河岸
旁为我送别。我含着泪，环视着四周为我送别的人，欲言又
止。沉默了片刻，我忽然和着渐离的节拍，昂首挺胸，对着
秦地的方向，引吭高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渡过冰寒的易水，我同舞阳来到了河对岸。怀着一份留恋，
我回首望了望：天是那么的蓝，两只欲南飞的孤雁在燕城上
来回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远山如黛，遍地霜寒。送行的
人群依依相随，白衣如雪。筑音转为低咽，悲壮而凄恻。

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能够忍辱负重，完成了
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
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
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
记》。

虽饱受命运的捉弄，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
倍心血，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的《史记》。因此，我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
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文中《鱼肠剑》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故事里
吴王的手下公子光想篡位，成为皇帝。于是和伍子胥物色到



的一位勇士专诸一起商讨计划。终于，等到了这一年，楚平
王逝世，楚国对外戒备有所松懈，吴王就发派精兵攻打楚国，
这样一来，吴王在吴国的势力就减弱了很多。公子光叫来专
诸，让他去刺杀吴王。这天，公子光把吴王请到家里盛情款
待。酒席上，吴王身旁有亲兵手持长矛守护，吴王以为自己
很安全，就不停地接受着公子光的敬酒。在吴王醉酒时，公
子光就假装脚伤复发，先躲进暗室。后来专诸端上一盘鱼，
走到吴王面前，抽出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向吴王，吴王当场
毙命。专诸被一拥而上的守卫杀死了。公子光见行刺成功，
最后自立为新的吴王。

专诸早就知道行刺基本上有去无回，但他还是去做了，他一
心为着公子光，甚至献出了生命。他十分忠诚，所以我十分
喜欢专诸这个人物。

《史记》中每一个人物都刻画的如此栩栩如生，主要是司马
迁在文中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使它充
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
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然而读《史记》，你
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
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著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
生，才能更好的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的
看法。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作为中国人的后代，我们感到荣幸。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
的神秘国度，一个有着伟大事物和伟大宝藏的伟大国度，一
个有着杰出人物的古老文明。圣贤给我们留下了浩瀚的古代
经典。作为后人的后代，我们在浩瀚的书海中寻找古代圣贤
的踪迹，感受着过去的惊险，思考着过去的烦恼。作为一个
中国儿女，看了《史记》，真的感受到了3500多年历史中的
豪迈，悲壮，苦涩的情怀。然而，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
同时，他们也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敬孔子，惧霸王，赞，奉，笑君王，恨，气死韩信，怜李
广。读书、读史、读人，也是一种精神的解读，如苏武牧马
的爱国与坚忍，张謇使命的刚毅与无畏，陈胜与出兵的大义
与坚忍。尝遍整本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被形容为英
雄——项羽。没错，就是那个被四面围攻自杀的孤独男人。
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从来没有几个失败的英雄，没有几个
坚韧的抵抗，也没有几个敢于独自战斗的勇士。但我觉得项
羽是个例外。他被汉军围困。一个人杀了上百个敌人，战斗
到死。吴江亭长尊称他为英雄，请他渡河东山再起。但
是，“颜鹊知天鹅之志”，“宁死不屈”，一个人怎么能苟
且偷生呢？于是，他成就了一代霸主的悲情，留下了永恒的
仇恨。但刘邦违反gap与和约，成了他一生不可磨灭的污点，
不顾兄弟情，做了刽子手。对他来说，项羽只是一个漫长而
虚幻的过渡之梦。当你醒来，世界就在眼前。对我来说，他
只是一个为权力而活的枭雄。输赢，战争成了拯救之道。英
雄和枭雄在风口浪尖上竞争无数次，一个的失败意味着另一
个的成功。但是英雄不管穷富，不求名利。他们所要追求的
只是“正义”二字，只是为了黎巴嫩人民和江山之国的安全。
姬昌父子揭竿而起反对商业，为了翻炮的惩罚所造成的无辜
而悲惨的谋杀，为了不让毕干的绝对忠诚付诸东流，为了维
护世界秩序，国家需要一个像周武王这样的领袖。相反，淮
南王常陆迷恋权力，不满现存的封地，引发战争。最终，他
只是一条糟糕的“河龙”。

历史，这个世界，一次次模糊了我的视线；一百遍，人情冷
暖，思绪一点点冻结。但我从未怀疑过这个多彩的世界。重
耳流亡生活了19年，但他最终登上了王位，名垂青史。勾践
终于报了灭国之仇；孙膑满脚写《孙膑兵法》；流放蜀国，
留下《吕氏春秋》。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事
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我相信上帝的正义。古今多少事都是笑
话买单。



史记读后心得收获篇三

__文学家鲁迅曾经说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在寒假里，我阅读了《史记》，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读完这本书后的感受。

《史记》是__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
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甚至
医学占卜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
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著。司马迁以酣畅淋漓的笔触，
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无数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将历史、人
物和主题统一起来，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态度记述
历史，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一股浩荡于天
地之间的凛然正气。

读完《史记》，我百感交集，史记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使我彻
夜难眠，我从《史记》中汲取历史中的教训与成功的秘诀，
从而使我对历史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一开始我认为历史具有
一种高不可攀而不可侵犯的尊严，是史学家才会研究的东西，
学习历史仿佛离我们这些小学生很遥远；读了它之后，我觉
得历史近在咫尺，与我们息息相关。《史记》也早像“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样家喻户晓。

我闭上眼睛，感慨万千，仿佛自己回到了古代，看见司马迁
在监狱中生不如死的样子，但他却化悲愤为力量，更加努力
地写《史记》。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史记》已
家喻户晓，十分出名。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早已不见像司马
迁一样的人。每天睡醒了吃，吃完了睡，还不分时间地玩手
机，生活与猪没什么区别。我们常常在日记和作文中矫揉造
作，说什么以后要认真学习，不碰电子产品，但我们当真做
到了吗？我想，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吧？就连
我自己也没有。寒假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许诺尽量少碰电子
产品（除了学习），但我整天抱着个手机，百无聊赖地翻看
视频，生活变得十分无聊。还说什么每天积累五个英语单词，



背诗什么的，统统没有实现。

其实想想看，自己和古代人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我细思
恐极——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竟然在退步！似乎我们都
像古代人，好好学习就能成为君王，而得过且过，就算当上
了君王，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所以，读史可以鉴古今，
知往来，更能发人深省！从学习方面想，好成绩是靠自己争
取来的，就像启一样，用自己的实力取得君主之位。从为人
处事方面想，学会与人交流，宽以待人，才能像舜一样，成
为受人拥戴的贤君。

总之，“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如果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
就可以知道世代历史的兴衰治乱的规则，在为人处世中牢记
相关的道理，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君子！

史记读后心得收获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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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读后心得收获篇五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
谢了，有再开得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与灯光为伴的我细细品味着散文大师
朱自清先生为我们呈现的这一道文学大餐——《匆匆》。

以前，为了描写时间之快，总是喜欢引用一些诸如“流年似
水，光阴如梭”，“时光像白驹过隙”，“逝者如斯夫”之
类的语句。如今，读了朱自清先生的《匆匆》，又站在时间
寂静的中心，才发现岁月的惆怅不是仅仅用那些字眼就能轻
易表达的。

又有没有虚度宝贵的年华呢?

天天过着日子罢了，天天背着书包罢了，天天上着课罢了，
天天闹着玩罢了，天天写着作业罢了……除了这些，还有些
什么呢?睡觉?!徘徊?!还是憧憬着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可悲啊，长这么大了却从来没有过“岁月
催人老”的感慨，更别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理
想了。不过那些到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们，似乎比谁都对时间
的飞逝了解得透彻。他们会经常很激动地教导下一代要珍惜
大好时光努力读书，不要让自己来到这个世间白白走这一遭。
也许，等我们有了亲身体验，老了以后也会这样的吧。



读着《匆匆》，回首以前那些空虚的日子，脸上有一种被火
灼伤的疼，心里也不免生出几分惭愧。朱自清先生是现代负
有盛名的散文作家，深受人们的尊敬。可是他仍然认为自己
虚度了此生，那么，我呢?似乎从未有过反省吧?如今，我领
悟到了时光的可贵，也再不会让一分一秒的时光从我手中溜
走。不再留恋花开的美丽，紧紧抓住时间的手，多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情，让人生更加精彩!

记住，时间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惜时吧，时间是你唯一
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