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历史读后感简单 中国历史读后
感(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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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一

作者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之所以
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
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
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
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
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
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首先，作者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
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但是，他
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
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
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历程，不以史料的
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
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
能事。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
社会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
的脉动。在历史的图景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
大财政，大文化，大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
代兴衰的根本所在。在著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
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构成一个简明



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在文字中，他还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
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
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
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
历史特质。因此，我们不必要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要
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
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同时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
多的借鉴。

其次，在这本书中有很多非常形象的`比喻。比如书中认为明
朝是内向的；整个华夏古代史，就像是一部完整的农业文明；
16世纪末的中国就像玉制的装饰品，表面光鲜但内在异常脆
弱。纷繁错综的社会现实，经他这么一说，就清晰而简单了。

《中国大历史》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
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
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
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历史
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等诸
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对于
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
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会有
一种异样的感觉。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罗列，
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好的借
鉴意义。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史来看
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之事在
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然依然
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
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
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二

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小时候家人
叫他拿波里昂尼，历史人物读后感。父亲夏尔波拿巴，是个
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是一个坚忍不拔的
女子，也是一位严酷的母亲。1778年，拿破仑9岁那年，为了
生计，他跟随父亲、舅舅约瑟夫费舍及兄长约瑟夫离开母亲
从阿雅克肖港出发前往法国。从此以后，兄长约瑟夫走向了
神甫，拿破仑去了军校，舅舅做了神职人员，四人去法标志
着拿破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少年时代的拿破仑没有波澜
起伏，但军校的生活却开始改变他的人生。

家庭的清贫使得他过早的成熟，刚刚进入军校仅仅9岁的他便
深知，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世界上将一无所有，
当时他的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在军校时，他相信
他的意志力注定会使他成功。为了毫不怀疑的取得成功，他
充分利用军校提供的一切优越性，无论多么谦卑也在所不惜。
1784年，15岁的拿破仑进入了巴黎皇家军官学校。由于扎实
的数学功底，他成为了14名精选出来的非贵族炮兵学员之一，
开始了真正的军训生活。拿破仑沉默寡言、勤奋好学。他对
于抽象的科学他能够运用自如，其数学和地理知识扎实。他
安静而孤独，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傲慢自大、雄心勃勃和抱负
不凡。

拿破仑一生体现出了人类的超越性，他是个愤怒的理想主义
者。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改变整个欧洲的丰功伟绩，还有
他的勤奋与荣誉。拿破仑自己这样形容：“事业和前程的大
门是向有才华的`人敞开的，而不论其出身或财产如何。”对
于我来说，如果可以归类的话，自己的永不满足和大胆的欲
望可以归类到野心。野心是拿破仑心智的原动力和他意志的
永恒实质，它是如此紧密，以至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
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法国人视拿破仑为民族英
雄，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拿破仑的征服下深受，表示憎恨。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三

自从上学期学了《三顾茅庐》后，我便对《三国演义》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暑假期间，我连着读了两遍。这本书中，我
最佩服的人物是诸葛亮了，他足智多谋，口才又好。

诸葛亮的妙计很多，很会“掐指一算”，懂天文地理。我最
喜欢的要算“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了。孙权他们故意为
难诸葛亮，要他在三日内制箭十万枚，若不成功便斩首示众。
要知道，刘备是没这个生产实力的。面对这个不可能任务，
诸葛亮胸有成竹地答应了下来。到了第三天，在大家的担心
中，一场大雾从天而降，诸葛亮命人“备船十余艇，草人四
十余个”，开往曹营，并不停地击鼓，假意进攻，曹操用
了“三千弓弩军”来迎敌，诸葛亮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十万
余枚箭。原来，这一切都在诸葛亮的意料之中。后来的第四
十九回中，《七星坛诸葛祭风》，周瑜想放火烧曹操的船，
无奈老是刮西北风，会伤到自己，急出了病。诸葛亮答应帮
他唤出东风。于是建祭坛，行法事，摆出了青龙、白虎、玄
武、朱雀阵，召唤出东南风，帮了周瑜。书中说这是诸葛亮
善用“六丁六甲之术”，我想一定是他通晓天文地理，预先
测出了天气的'变化。

诸葛亮的口才很好。当刘备陷入窘境，为了能让孙权出兵相
帮，诸葛亮舌战群儒，晓以利害。他先说了刘备的仁慈，再
拍了孙权的马屁，说在江东不怕曹操，又说了曹操是挟天子
以令诸侯，虽然有三分之二的地盘也不得人心，最后说刘备
被打败后，吴国也会灭亡。最终说服了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曹。
在面对王朗时，诸葛亮说：“汝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
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
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王朗听罢，
“气满胸怀，大叫一声，撞于马下”。可谓是“兵马出西秦，
雄对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后来，诸葛亮实现了他所说的“三分天下”，然而，蜀国还



是被灭了。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
败转头空。青山依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
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四

我们每个生活在现世的人们，其实还是对于这个三百年的朝
廷充满着好奇。我们也许看过了不少的文字版本记载，但是
我们并没有能够很详尽地找到一本真正归纳总结了清朝那时
候的人活着事的书籍。

然而，现在居然有了这么一本书，可以来弥补我们的这个小
小的缺陷了。

《图说清朝三百年》看书名，我们便可以对书中的内容有了
一个大致的圈定。这是一部话说清朝的书籍。而这部书籍的
一大特色便是有别于其他的历史类书籍，它全方位地采用了
图说的形式来展现一个过去的朝廷。读这样的书籍，读者可
以更加形象和直观地认识那个时代的演变和发展。

引用书中编辑的评价，这本书就是通过独特的视角来审视末
日王朝，全方位展示清朝世态万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
看到了很多以前的史书并不能看到的清朝故事。很多的内容
其实都是题外话。但是，正是诸多的题外话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清朝故事。没有这些又怎能让我们认识一个真真正正的清
朝历史呢?一个朝代的内容和话题实在是太多太多。而图文并
茂的展示，让我们读者可以有一种全新的感知和震撼。尤其
是书中的很多话题，也许以前还并非如此归纳总结般地展示
在我们的面前。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五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
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



从欧洲的历史，到经济学都有利用。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提起中
国历史，对我而言只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上，自己知
道的只是一些朝代和历史重大事件，有的还对不上时间，总
的来说都是零零碎碎的。读了此书才系统的了解中国历史的
独特与辉煌，这些使我受益匪浅。

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大都是以历史朝代为时间顺
序，以史料为借鉴内容。但从《中国大历史》我感受到的是
跨越性与总体性。书中著眼于历史大局、中国，从宏观角度
阐述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进行对比。中国历史
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独特性。我深
深体会到历史中蕴含的价值。

一般的历史著作将中国历史看成帝王家史。先秦时代，中国
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上至天子、封君、下至公卿、大夫、
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种世袭的
次数理论上是无限的，直到更朝换代活占据这个爵位、官职
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为止。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
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然依著道德轨迹，否则便得不到万民
的支持，俗话说“得民心者的天下”。

在经济上，书中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从古至今中国
经济体制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体制的变化往往对应著社会体制的改革，适合自己的就
是最好的，在历史的作用下中国逐渐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经
济制度。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六

在我们初中学语文的时候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给我们强调，
史书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叫通史，即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



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
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
实。另一类叫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
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
余都属断代史。这段话被我奉为真理，为此形成了我基本的
历史观。直到我看到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

在书中描绘了以万历在他的即为的第十五年为起点描绘了万
历、张居正(虽然张首辅已经驾鹤西游5年有余了)、申时行、
戚继光和海瑞在这一年前前后后的人生变化，描绘了一幅帝
国黄昏的众生相。如果说以往的史书都是宏观历史的化，那
么这本书应该可以叫微观历史了。

在万历十五年年发生了以下事件。这些事情之间究竟有没有
什么因果关系，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历史大轮回的神秘
力量在安排这一切吧。事件一：戚继光死了。就像黄仁宇先
生的评价，戚继光的死，我们失去了使军事在世界上保持领
先的机会，而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的国运。32年后，
大明的军队与努尔哈赤所部交锋，没有戚将军所强调的纪律
及苦心拟定的战术的明军众不敌寡，一举丧失了明金对峙时
期大明的优势，而后八旗军作为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
间最终取代大明王朝，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事件二：海瑞死了。
一个人民的偶像，中华民族的门神走了，虽然海瑞不是一个
会办事能办事的官员，但我认为他的存在是一种象征，象征
吏治的清廉，象征百姓的福音，然而他去了，并且终大明王
朝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高级官员;事件三：一直勤政的万历突
然在这一年开始了长达32年的怠政工，我认为这是三件事里
最严重的一件，从此君王不早朝，32年中，前5年有申时行撑
着，大明的国力还不至于江河日下，申退休后可以说明白人
都死光了，从此大明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看完此书我不经想，假如戚继光多活几年，能和孙承宗并肩
剿灭大明的内忧外患吗?如果海瑞多活几年，那么一个清廉的
偶像，一个顽固的斗士依旧会同官场上的黑战斗到底，大明



还会死鱼内忧外患的国库空虚吗?假如万历依旧勤勤恳恳兢兢
业业，那么万历年间中华大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会迅速发
展，中国会是世界第一强国吗?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有很多缺
憾，没有假如。所以我说，自755年繁荣的中华谢幕后，1587
年昌盛的中华又一次凋谢!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可以
说是中帝国由盛及衰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一些看似毫无关
系的事件，联系起来便注定了历史的滚滚洪流。

历史就是一个滚雪球的进程，好的积累就能及盛，反之则衰。
结合我们工作，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基础数据，如果能好好利
用，例如分析好缺陷发生的设备类型，部件类型，发生的条
件等等运行人员能分析出缺陷是怎么来的，而检修人员能研
究出缺陷应该怎么送走，通过一点一点的数据积累，那么我
们的缺陷率肯定会降低，缺陷消除率也会提高，不也就提升
了我们的工作质量?当然说比做来得容易。企业的兴衰和王朝
的盛亡一样，匹夫有责!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七

读完了这本书，我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开国皇帝都有远
大的理想，有勇有谋。到了各朝代中期，便是各朝代最鼎盛
的时期。随着帝业的传承，后期皇帝往往是腐败昏庸的，便
有了朝代的`更替。在中华五千年各朝皇帝中，给我留下最深
印象的是秦始皇嬴政。他生于公元前230年，死于公元前221
年，他率领秦军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诸侯国，
统一全国，自称皇帝。称帝后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在
中国历史上都是重大举措。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使我知道了各朝皇帝的优点和不
足，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八

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而我当初选这一本书的时候就感觉
做生意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除了兼职之外，根本没
有机会可以去尝试和学习做生意。但是当我耐着性子读了2/3
之后，我发现其实读书可以有选择的去读，而且只要你善于
从中寻找你要学习的'东西，善于思考，你就会有所收获。这
本人物传记前1/3是讲做人做事，后2/3是讲做生意。

李嘉诚之所以能有今天如此大的作为，是因为他有着一股永
不服输的执拗劲。小小年纪的他就掌握了经商的秘诀，他对
推销工作已经有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摸清市场动向，建立
销售渠道，广交朋友，才能做好生意。

李嘉诚推销商品不是靠高谈阔论，而是注重市场和居民中使
用这种产品的情况。李嘉诚把香港划了很多个区域，每个区
域的居民生活情况和市场情况都记在一个小本上，只要产品
一出厂，便知道该送到什么地方去。因此，李嘉诚经过一年
的努力，他的推销额远远地超过了同事们，得到老板的赞赏。

在塑胶公司，李嘉诚主要负责推销新型产品塑胶洒水器。有
一次，李嘉诚走了几家客户，都无人问津。这一天上班前，
李嘉诚就来到一家批发行，等职员上班联系洽谈业务。这时，
李嘉诚看见清洁工在打扫卫生，他灵机一动，就自告奋勇地
拿出洒水器帮清洁工洒水。这样做，李嘉诚期望遇到提前上
班的职员，让他们能亲眼看见洒水器的好处，眼见为实，有
了实在的感性认识，洽谈起来才更有说服力。果然有职员提
前来到，碰巧还是负责日用品器具的部门经理。结果，李嘉
诚很顺利就达到目的，该经理很爽快答应，愿意经销这种塑
胶洒水器。

由于李嘉诚做出的成绩在职工中非常出色，老板非常欣赏他
的才华。因此，在李嘉诚刚满17岁那年就被提拔为业务经理，
统管产品销售。时隔不久，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



事务。李嘉诚成了塑胶厂的台柱。

他从茶馆小工到钟表店小工，再到五金店销售，再到塑胶店
经理，这一系列的转变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

可以说，一个人的现在并不能代表他的将来，只要肯于努力
进取，努力奋斗，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李嘉诚的一生可以说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成功的典范，那
么当今世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成就那样的辉煌？我们作为
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该如何去设计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们
自己应该有一颗不甘于平凡的心。我们的辉煌是什么？是今
天的努力付出，是明天的桃李满天下！

历史读后感简单篇九

历史研究读后感，以古鉴今，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历史研究读
后感，欢迎阅读!

1、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
后人学习的。

在《史家的四长》一节里，他将史德摆在史学、史识、史才
之前，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夸大”、“附
会”、“武断”的毛玻他认为“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
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
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学史、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是
有因果规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里，



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
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后人评这是他“流质善变”
的表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
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
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他研究历史正如他
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而是尽史
家责任，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具体的贡献，即使这种工作
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2、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
启发意义。

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
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
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
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
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
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

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
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
以收缩为扩充”等。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
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
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

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
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
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
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3.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作为一名
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



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
确实让我收获颇多。

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并
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可以说，汤氏的《历史研究》给我既已形成的“历史观”带
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其中，我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
兴趣，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

当然，仅仅凭借对两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
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
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
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同学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