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历史的读后感(优秀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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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一

《论语.子罕》(卷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
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孔子仕途不顺利，要去东方九夷地区居住。有人说那里太简
陋，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还有什么简陋的呢。后因以“何
陋之有”表示不嫌生活环境条件简陋。

唐.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
‘何陋之有?’”

何范

《梁书.文学传上.何逊传》：“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
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
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
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
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

南朝.梁.何逊与范云为至交好友，合称“何范”。云对逊诗
常加赞誉。后用为咏诗友之典。

唐.李商隐《漫成三首》其一诗：“不妨何范尽诗家，未解当
年重物华。”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看了《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中的一篇小故
事——一鸣惊人，说的是楚庄王每天饮酒作乐，白天去打猎，
晚上就喝酒，不务正事。大家都把他当做昏君看待，曾有几
位大臣劝他，可他就是不听，后来他还下了一个命令，说：
谁敢多嘴，谁就有罪！大家都不敢再劝他了。

直到有一天，大夫申无畏来见楚庄王，楚庄王问他：你来干
什么？来喝酒还是来听音乐？申无畏就回答：有人让我猜一
个谜语，我猜不出来，想请您帮我猜猜。楚庄王很感兴趣，
于是就让申无畏说。申无畏说：楚国山上，有只大鸟，身披
五彩，可真荣耀，一停三年，不飞不叫，人人不知，是什么
鸟？楚庄王告诉他：这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
一鸣惊人！申无畏得到答案后，磕了个头就走了。

果然，楚庄王立即开始操练兵马，向他的敌人反击，没过多
久他就击败了相国，又打垮了晋国，作了霸主。原来，楚庄
王饮酒作乐不务朝政都是装的`呀！其实他早有打算，他认为
相国的权力太大，他刚即位，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势力与之
抗衡，所以他是在故意麻痹敌人，使之放松警惕，等待时机，
反戈一击。看打这里，我对楚庄王真是佩服极了！他真不愧
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

我觉得在学习上，我们也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认真仔细、
勤于思考，踏踏实实地努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三

《左传.襄公二九年》：“(吴公子札)聘於郑，见子产如旧相
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

春秋郑国公孙侨(子产)与吴国公子季札在外交事务中一见如



故，互赠缟带纻衣以表友情。后因以此比喻朋友之交的典故。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
乃指一囷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

《三国志.吴书.陆抗传》：“故得将士欢心。”裴松之注引
晋.孙盛《晋阳秋》：“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抗尝遗祜酒，
祜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

依样画葫芦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谷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
建隆(宋太祖年号)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
出谷下。谷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
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
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
力(致力，用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
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
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亦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见
《稗海》第三函)

此事又见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四，宋释文莹《续湘山野
录》，内容大略同。

陶谷以自己是翰林苑老臣，希望得到提拔。但宋太祖认为，
翰苑之人，没有创新，只是模仿照搬，故不用。

后常用以比喻照式模仿，毫无创新的作法。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
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
之案也。”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四

《中国历史故事》是我的启蒙书，是我“不说话的老师”，
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
历史。

《中国历史故事集》主要讲述了从春秋、战国、东汉、西汉
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比如《千金一笑》、，《退避三舍》、
《三家分晋》、《统一中原》、《昭君出塞》、《投笔从
戎》。每一个故事多令人难忘。

掩卷沉思，里面的无数英雄好汉无不令人折服。其中我最喜
欢的就是项羽了。

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
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
觉得刘邦、韩信等只是这乱世的配角。

在钜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江东的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
侯，我仿佛看到了血染征衣的项羽挥戈于千军万马，楚军的
呐喊响彻云霄，看书从未有过这样真实的感觉，不知是司马
迁传神的笔抑或是那喊声本存在于虚空之中。钜鹿是他的'一
个起点，那时起，他注定是楚人的骄傲，“楚虽三户，亡秦
必楚。”的誓言在项羽的振臂间得到应验。

面对危难，置之死地而后生，不退缩终将成功，是项羽为人
们所立的榜样。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如，《张良拜师》让我明白
了，最人要谦虚并尊重他人。就像张良尊重老人一样。

有好人也有坏人，如《千金一笑》中周幽王为了褒姒一笑，
不惜烽火戏诸侯。最后一直外族入侵时无人来救。这告诉了
我们不要为了眼前的一些小利益而花“大价钱”。还有宋襄



公为了“仁义”二字，以至于惨败。这让我们知道了为人处
事要灵活变通，不要一味的遵守一些条件。否则，会导致失
败。历史是一面活生生的镜子，它可给我们知识，可给我们
借鉴。让我们一起去理解更多的历史吧!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五

暑假我读了《中国历史故事集》，这本书是林汉达先生编写
的。这是一部连续的.历史故事集，从周朝东迁一直讲到晋朝
统一全国为止，前后一千零五十年。主要取材于《春秋》、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告诉我
很多典故历史，让我学会很多成语的由来。

比如《暗箭伤人》故事讲了子都因为嫉妒颍考叔比他聪明能
干，在一次战争中偷偷地向颍考叔放了一枝冷箭，结果颍考
叔没死在敌人手中，却被自己人射死。但由于内心的不安，
最终子都受不了就自杀了。还有《煮豆燃萁》讲三国时曹丕
为了夺权要杀他的弟弟曹植，限曹植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
否则决不宽容。结果曹植刚走了两三步就随口念出一首诗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有名的《七步诗》就是这样得来的。还有《三顾茅庐》、
《七擒孟获》等等，都是我喜欢看的。

这本书不但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让我了解了许多历史故事，
还增加了知识，学会做人道理，让我受益匪浅。



中国历史的读后感篇六

《中国历史典故》是我最喜欢的经典图书。它记录了106个历
史故事，他讲述了106个经典事迹，它散发了历史的种种真实
情况，向后人传递着《邯单学步》有个燕国寿陵人，他很愚
味，但他很想学会一身本领，想到隐居山村的师傅学艺。那
路途遥远，他实在走不动了，于是他看见什么学什么，始终
不能做好一件事，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他看到小孩子
走路那么活泼，就要学，他看到老人走路那么稳重，也想学，
他看到妇女走路那样摇摆多姿，也想学。在这样眼花缭乱的
情景下，他真不知道要学哪个。不过半月，他连走路也不会
了。《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
会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的优点丢掉。

是呀！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不坚信自己的成
果，而去学别人，最后把好成绩给搞糟了。在一片树林里，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我在树上看见了一只知了，它一动不动，
我便用手指着它，说：“快看！那里有一只知了！”爸爸说：
“这只知了是死的，看什么看。”我一脸迷惑，说：“不可
能，一定是活的，你看它还在树干上呢。”我随手捡起一片
树叶向知了打去，知了竟然没有动，我再仔细看，还是没动，
我就信了爸爸的话，伸手去抓知了了。没想到知了一下子飞
走了，吓了我一大跳，还差点瘫软在地上。那以后我就不再
轻易相信眼睛看到的，而是学会《典故》中的道理，多用头
脑考虑问题，不让假象蒙蔽双眼。

书籍是人类的营养品，一本经典的好书，带领我们领略人生
的真谛，承载了人生灵魂的全部美丽。我很喜欢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