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 红星照
耀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里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
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岩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
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蒋介石动员的“围剿”下，红军们不得不转移根据地。但
是蒋介石步步紧追。不只一次想消灭我们红军队伍。天上的
飞机轰炸，地上的机枪乱扫。在途中，红军不仅失去了大量
的战友。但是，他们没有退缩，没有被困难打败。还是冲出
了一次次突围。最终，红军实现了目标。

红军装备远远不及于蒋介石的军队，小米加步枪。但是他们
还是成功的过了草地，雪山…因为他们拥有过人的毅力。肯
吃苦，能坚持。这正是我们没有的，也需要我们学习。

一个挖矿人，到山中挖矿。找了一个山腰，挖了起来。土堆
堆的越来越多，然而他却只找到了一小块矿。他在心里念道：
也许不可能再挖到了。所以他就走了。但是在他挖的坑中，
只需要再挖深一些，就会有大量的矿。但是他放弃了，与那
些矿资源擦身而过。正是因为他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肯
坚持。

在生活中，我们只要努力坚持，就会获得成功。我们在成功
的背后。都会有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他们也正因为一次次



坚持，吃苦中获得了一次次的经验最终走向了成功。

我们要向红军学习，学习他们的毅力，学习他们的勇敢、学
习他们的爱国情怀，要肯吃苦、能吃苦。要相信，每一个成
功人士的背后都会有一段需要坚持的经历。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二

长征二万五千里，就像一团火焰照亮征程。其中不乏艰难，
而长征中“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强渡大渡河”无疑是最艰
难的一段。

首先面临一难——英勇好战的彝族人。“彝族人对汉族人的
仇视由来已久，只要有汉族的军队经过他们的边界，几乎无
法避免损失惨重或全军覆没。”如此沉痛代价，可见要想经
过领区确为难事。然而红军利用谈判巧妙化解，可见其机敏、
有谋。

其次面临一难——河水的湍急险迫，敌人的疯狂进攻。第三
天要花4个小时才能运人至岸。河水越急，速度越慢，并且蒋
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红军，敌军正从东南方赶来。狂轰烂炸、
子弹猛扫、河水汹涌的三重夹击更使红军进退两难，岌岌可
危。

三难重加，实为艰险，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囚笼，确为
人民典范。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三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记者。说是美国人倒不如说是中
国人，之所以说是中国人，是因为他一生为记录中国共产主
义战争为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讲斯诺是中华的斗争的记录者



和见证者。

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到了中国西北部去实地采访中国共产
党，可就是这一去便注定他写这本书的命运了。

这本书讲的是，埃德加收集军事将领的谈话，工人、战士、
知识分子的谈话，揭示了中国红军的真正形象以及与日本战
士，国民党的坚定斗争，让全世界恢复对中国的信誉。因为
当时世界不了解中国是否为马克思主义者？纲领是什么？国
民党与共产党到底哪方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论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人？还有很多问题去问中国。

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大渡河英雄，内容讲的是红军先
锋队的指挥员刘伯承，他曾在四川的一个军阀的队中当过军
官，他熟悉这个民族，了解彝族人痛恨汉人，他前往与彝族
谈判，最后得到了武器，与红军联合打败川军，巧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从中我看出了红军的机智与勇气，和各个少数
民族对统治的憎恶，以及希望恢复和平，追求自由的愿望。
还有红军必胜的决心。

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那么其中的红星又是什么意思呢？没
错，红星便是红军，那么中国又是什么呢？中国是世界上的
那一颗红星。

从宏观上可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划时代的巨作，推翻了外界
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负面影响，让中国共产党可以展翅飞翔，
一鸣惊人。向世界展现中国最英勇的一面，也是这本书，给
予国家很与民族希望，以振奋，以自由。

中国是世界上的那一颗红星，它也必将照亮整个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四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来时，红色的扉页被悄悄翻开，白纸黑字，



字字分明。屏气凝神，倾听它的絮语，听！是埃德加?斯诺走
过中国时的脚步声，是人民对和平的殷殷期盼声，是中国共
产主义对共产国际的热切响应声。在这个大步迈进先进化，
民主化，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中，读《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
本好书是再好不过的。

带着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埃德加?斯诺踏上了去西安的慢
车……从而用他的汗水浇注成了一部不朽的著作——《红星
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自1936带着无数个当时无法理解的革命与战争的
问题，冒着危险来到了苏区，正是他这一行为，使他注定成
为采访苏区的西方第一新闻记者。他一生虽没有享尽荣华富
贵，但是他将无数个珍贵的答案保留下来，震惊了全世界。
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
著作，无可比拟，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
情，一个接一个地被我们窥知。斯诺是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在种种冒险中所引起的激情和中国人民真挚的情感，所以
说“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亮了全世界，带着一份憧憬
与期待，来到那个世界。

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他们勇敢斗争，生活
的形象深深地在我的脑海刻下了烙印，“二万五千里长征”
期间，伴随着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
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许许多多革命青年的身上
散发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不畏惧的勇敢色
彩，似一团火焰，不会熄灭，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人抛
出困难，又不只一次地给予他们眷顾，一场旷日持久的免不
了再次打响。戎马倥偬，也在所不辞，在大渡河上方，有条
有名的桥叫淀定桥，有着百年的历史，铁索悬成，用厚木板
做墙面，狡诈的敌军早在到达时，撬走了二分之一的木板，
空空如也的铁索，并未吓退红军，他们果断出去，在对方援
军到来前，历尽千辛万苦把桥占领，投出手榴弹，将敌人无
情扼杀，长征离我们很近又很远的名词，让所有人震颤，这



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他不但继承了民族精神，而
且丰富和发展了民族优秀，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激励着
我们。至于为啥有如此大的成就，那在于他们的初心一如往
昔。

我的内心澎湃亦激动，他们作为我们的伟大领袖，何不为之
自豪？

一本书闭，今日之中国，已经能成为自立根深，独立强大的
国家了，而遭人凌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就是红
军心之所向吗？他们身上的韧劲会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诞
生在和平年代，自然没有感受过战场的残酷，但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更应抓紧时间一心一意扑在学业上，
一丝不苟，更应追求坚持不懈的精神，大无畏的气魄和顽强
不屈的品性。历史已成过去，像红军一样，勇攀知识的高峰，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红色的天际映衬在红色的扉页上，显得更加耀眼闪亮，我仿
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无比光明。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五

作者埃德加斯诺，以以为外国人的身份记录了中国红军的一
系列事迹。从中可见红军们积极乐观，吃苦耐劳，努力奋斗
的精神，为我们展现了一群英勇，勤劳，智慧的红军战士。

在战场上，红军们前仆后继，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帮互助，
这一幕幕场景，可见中国人民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毛主席
为红军首领，他出生卑微，但却有着远大的报复。周总理出
身于普通家族，却写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些杰出的
红军领袖们以自强自尊自信，取得了成功，作者何不是在歌
颂他们，弘扬红军战士的精神，让我们学习。

仅仅是个外国作家，却有着为他人着想的态度，岂不是让那



些卖国贼无地自容。我们也要向他学习。

在读书时，我真真正正的感受到那股热血，感受到无人可比
的红军精神。

为此，请大家记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六

长征最艰难的一段我认为莫过于飞夺泸定桥了，这一战可谓
是惊心动魄。

在沪定桥前，红军若是后退绕行1000多英里，那么他们绝无
生还可能，他们只能前进。

红军冒着桥上熊熊大火，冲入敌人的城堡之中，进行着反击。

地面上是一声又一声嘹亮的红军万岁！红军万岁！空留蒋介
石的飞机在空中无能哀叫。（施程博）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七

知道这本书很久了，但真正坐下来静静的细细的`翻看却是第
一次。打开它，一幅幅画卷跃然眼前，一个个故事向我们诉
说，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革命先烈们却都有血有肉的站在
了我的面前，向我们展示了一群有气魄有力量有风度有抱负
的革命先驱、一段令我们骄傲自豪的历史。

红色之旅对斯诺来说是一段神秘而又奇妙的旅程，一个外国
人竟然和千万里外的东方古都的农民、战士有了紧密不可分
割的联系。

斯诺的这本书，我理解他分为5个部分，探索红色中国，中国
共产党的由来、长征、同红军在一起、回到白色世界，全篇



他带着疑问，走进了红军生活的地方，从这里他认识了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他也对共d产生了最初步的认识，慢慢的
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
共产党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指导，让老百姓的生活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巧夺大
渡河、飞夺泸定桥，过草原，头上顶着战斗机，面前迎接着
大自然带来的挑战。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
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毛主席说过：“年轻人就像八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于你们
的也是属于我们的，但最终是属于你们的。”我们青年人即
使生在和平年代，也不应忘记无数在革命斗争中流血流汗的
革命先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此刻的幸福与安定，作
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理应心怀感恩，把长征精神融入在日
常生活和工作中。

以芳华立誓，不负眼中星辰熠熠，我们要做新时代敢于追梦
敢于圆梦的新时代青年，肩负初心和使命，敢试敢为，勇敢
的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奋斗向前，扬帆起航。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八

《红星照耀中国》是震撼世界的成就，这本书的意义首先在
于它是通过一个外国人的所见所闻，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了
红军的真实情况。1936年，埃德加·斯诺冒生命危险深入西
方媒体眼中的“土匪聚集的地方”在延安，他解开了心里的
疑惑。

《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人物的外貌刻画细致入微，如第二篇



中，对周恩来的外貌描写，个子清瘦，中等身材，胡子又长
又黑，外表却仍不脱孩子气，眼睛又大又深，富有吸引力。
还有第三篇中对毛泽东的外貌描写，面容消瘦是一个像林肯
的人物，个子高出一半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
发留的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还描写
了彭德怀，林伯渠等人，并配附大量照片，为后人留下许多
珍贵影像。

这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作品值得我们仔细
品读。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九

在20世纪初期那个刚刚建国的时候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烽
火连天，但就是这样的年代，却有人逆火前行，从光明走进
了黑暗，而《红星照耀中国》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红色中国
带到了世界眼前。而他的作者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评读了这本书。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还认识了解了许多家喻户晓的领导人。
譬如我们最伟大的毛主席，在书中的第四章，就对其有详细
的描写，透过这些文字描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歌颂
敬畏的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其实还干过许许多多的
大事。原来毛主席童年时期也是个有点叛逆的中二少年。而
且毛主席十分的和蔼友善，对老百姓也非常好。这可真让我
大开眼界，我情不自禁的把第四章读了好几遍。

从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会给我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而在这本书
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所谓的红军的长征精神，不管前方是
崇高峻岭，还是在湍急大河，又或者是刀山火海，我们的红
军战士都从不退缩。他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难关，也许即
将到来的是死亡坑和红色信息深深铭刻于战士们心中，他们
绝不放弃，这就是红军的长征精神。



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使我体会到了那不屈不挠的红军精神，
这使我感到非常敬佩。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篇十

《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毛主席和蒋介石对抗之时，这本书
的作者也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专门来到我们国家，
来寻找那个能统治国家，爱护人民的人。

他先去采访了国民党，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蒋介
石更是荒唐，他是先除掉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合作一起打败
日本人。后来斯诺经过重重阻拦来到红色苏区，采访了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他采访完毛泽东，看见毛泽东在路
上碰到农民，就跟他聊上了几句，探讨探讨种地的问题，问
农民今年有没有收成，埃德加斯诺就想，南京政府悬赏二十
五万来要毛泽东的人头，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的聊着天。

在红区里有一所红军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
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在一班老练的战士们组成
的学生里，平均年龄二十九岁，没人有平均八年的`作战经验，
以及平均三及处的伤疤。这个大学大约就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
“高等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