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大国崛起读书心得(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中生大国崛起读书心得篇一

看过《大国崛起》使我对世界历史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这
部片子是根据历史事实描述了自15世纪开始，在500年的时间
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9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
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

但不免让我想起了中国可悲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从
此落后。从1500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一个接一个的出场，引
领了欧洲作为全球顶尖的新时代。五百年前航海技术的提高
人类终于有了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先后出现了殖民大国葡萄
牙、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早期大国的相同的特点，靠
掠夺别的国家的资源，充实国力兵力，然而资源是有限的，
国家和人民的消费消耗是无限的，没办法发展本国经济的特
色，终于在无限的消费中保持不住强国的地位。这让我们明
白了靠掠夺只能是暂时的强大，最关键的是要能发展自己国
家特色的经济，才能站稳世界强国。

在这本书中，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还是西班牙通过
海洋冒险成为海洋霸主，或是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
业制度创立的商业帝国。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
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
的基本条件。而面积只有两个北京大的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
建立证券交易所，建立银行信用体系的国家。正是这种经济
体制的创新，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经济，也使面积这么小的国
家脱颖成为当时世界性强国。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使其



成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这无疑告诉了我们只有不断创
新，才能强占先机，才能立于强国之列。但是，当世界上的
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崛起时，当时的清政府却依旧落后。明朝
时期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
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
看了这些，我想我不说同学们也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比别的
国家落后大国崛起读后感800字(3篇)大国崛起读后感800字(3
篇)。而英国、荷兰等国家是那样的强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
发展比较迟。不过中国发展速度很快，年收入以百分之九点
几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都给其他大国造成
了恐惧。

这本书是品读历史的见证，更唤醒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深深
思索。它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高中生大国崛起读书心得篇二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读诗，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睿智。当
我看了《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时深深地感到，历史的车轮，
势不可当，他造就了无数英雄的豪情壮志，使其为后人千古
铭记……而我，也通过《大国崛起》增长了知识，拓展了智
慧，有了一些收获。

大不列颠帝国的繁荣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但真正让这
个国家走向顶峰却是从工业时代开始的。

有人评价说：牛顿发现了进入工业时代的“钥匙”，瓦特拿着
“钥匙”开启了工业时代的大门，而亚当斯密却倡导了自由
贸易的市场经济法则。没错，牛顿发现了“牛顿力学定律”，
把人们从迷信神学转变到了崇尚科学，把我们现在认为“很
弱智”的问题解决了，让人们了解了世界的运转方式，并悄
悄地告诉了当时的人：工业时代将会很快来临。而瓦特发明
了蒸汽机，向人民宣告了：工业时代已经来临了。亚当斯密
发现了自由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工



业时代的本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英国在18世纪工业时代把英国领上了世界大国的舞台，也让
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国崛起》这个节目的确是一个增长知识拓展智慧的的好
地方。

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
俄罗斯、美国。

这一幕幕历史的缩影，在《大国崛起》中为我们所呈现，这
也是中国电视人以电视传媒这一特别的载体来展现近现代世
界发展的一次实践。

《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我们当下的现
代化发展寻找镜鉴;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寻找人
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试图在风云四起的历史变迁中，
寻找推动我国发展的根本力量。让我们一起聆听历史，一起
去寻味这深远的智慧。

高中生大国崛起读书心得篇三

有幸拜读了《大国崛起》这一著作，感悟颇多。

大国的建立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它必将经历时间、
政治、礼貌乃至整个历史的考验，或崛起于经济的变革、或
崛起于律法的审试、或崛起于战火的洗礼、或崛起于科学的
考教、抑或思潮的涌动、大道的铸就；但无疑从世界天堑被
打破的那一天起，所有国家便不得不停止那些自己演绎的的
故事，开始主动或被迫地相互的审视、交流、碰撞。那些拥
有着强大凝聚力的国家出现了，他们推动着世界向着“既
定”的剧情走去，演绎着伟大的史诗，把握机会，凝聚更为



强大的力量衍变为世界性强国。

大国，是一个不单单以领土为衡量标准的词汇，更是对其国
家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的一种肯定。任何单一的、单调的因素
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强国。单纯物质层面的丰富是苍白
的，其不仅仅要有规模、本事，更应当构成一种吸引力、内
部凝聚力。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外部的崛起，源于内部制度、
体系的健全，是其内部力量的外延。而这种内部力量往往取
决于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不妨来看，莎士比亚、牛顿、亚当
斯密的名字共同镌刻在了英国崛起的道路上；法国的先贤祠
内安葬着伏尔泰、雨果、居里夫妇等一系列代表引领法国文
化的伟人。文化能够打破人们思想的束缚，从而碰撞出全新
的火花，推动社会的行进。

除此以外，制度的创新，也足以奠定大国的地位。近五百年
来，仅有三个国家先后建立起世界霸主地位——荷兰、英国、
美国。他们先后建立、确定、完善、创新、改良着世界市场
经济的模式。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为了保障经济而实行的政治
制度——内阁制、议会制，长久的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保证了国家、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崛起、走向强盛和现代化都不能刻意模仿
其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其必须从万千条途径之中发现并坚
持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并不懈践行。打开视野，向发达国
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向强盛国家的开端。正如俄罗斯、
德国、日本，他们选择凭借国家推动社会经济建设、实现工
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些国家凭借刚刚重建后国家和
政府的强大影响力，塑造社会形态，与英美等凭借社会推动
国家自下而上发展的模式完全不一样。

成为一个大国，或许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永远的难题，是一
个有着无穷多解法的永恒之谜。但仅有那些在不一样时期根
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正确战略确定的国家，才
能获得历史的青睐。历史总是率先选择第一时间适合其规则



并拥有那个时期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回顾
当下，二战结束70多年后的今日，而今活跃的.强国依然是当
年的那些大国，他们率先完成了现代化早已领先于时代，向
着未来的更深处去探求人类的命运。

当然，自从大航海的航道把地球割为两半的时候有些事就已
经注定。这个世界有时像黑白照片那般残酷的鲜明，大国崛
起所依靠的恰是对殖民地的扩张、划分、掠夺。那里的人民
享受着与殖民国完全不一样待遇，他们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
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更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独立与平等，
被迫的理解着外来者残酷的强制性改变——颠覆性的动荡。
这些影响有些直到今日还牢牢根植于那片土地。

或许比起大国的崛起，其维系过程中所爆发的矛盾和问题远
比解决的办法要多得多。他们面临着坚持和扩大利益的烦恼。
“第一大国”总是想建立起最贴合其利益的世界秩序而与新
崛起的大国发生冲突和矛盾，这时大国间的战争似乎成为了
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由之路，唯一手段，用于打破重建世界秩
序。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
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告诉我们，从大国的崛起到大国
的兴衰交替，是一部我们不得不耐着性子慢慢看的历史长剧。
今日当全球市场把大国的命运相互连接起来，他们的合作和
依存关系相互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的国家开始崛
起。依靠战争和霸权联盟式的行为将不再适用于时代。

当人类命运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当和平与发展成为
人类共同的愿景。大国将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又将担负起
什么样的职责？今日的大国终将以何等姿态屹立于历史长河
呢？我想这需要一个拥有伟大文化传统和智慧的礼貌大国的
崛起。



高中生大国崛起读书心得篇四

《大国崛起》为我们讲述了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
它们分别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金融资本家
荷兰;十八、十九世纪的强国法国、英国;二十世纪热衷于扩
张领土的日本、德国;目前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

在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它们探索整个世界，
不仅完善了人们对我们生活的星球的了解，西班牙还获得了
美洲加利福尼亚成片成片的金银;葡萄牙则获得了非洲大量廉
价的劳动力，亚洲迷人的香料。可这一切，却并没有给这两
个国家带来多少利益。葡萄牙自身的问题非常之多：人口少，
只有150万人，无法派兵分配到大量的殖民地;财富大量流失，
随着香料的传播，各国的商人也从地中海开辟了航道，地中
海的航道不仅成本比经过好望角的航道低，速度也更快;国内
享乐之风盛行，葡萄牙人只顾着手中的金钱，却不顾生产，
很少有除了香料的其他财富来源。而西班牙则犯了与葡萄牙
人一样的错误，贪图享乐，导致了金银所造成的价格革命，
使国家迅速衰弱。

荷兰的崛起源于它很早就采用了民主的政策，使它在贸易中
迅速崛起。但失败往往比成功容易得多，荷兰将大部分资金
投资在外国，又往往收不回来。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发起
的战争彻底摧毁了荷兰的经济体系，很快，荷兰便走向了衰
败。

而英国的崛起源于它工业、海军的快速发展，在打败了西班
牙的无敌舰队后，更是到达了巅峰，可是，英国却在紧要关
头止步了，使自己的工业化发展大大低于德国、美国，很快
就衰败了。法国的衰败恰恰与英国相反，英国使止步于工业
发展，而法国却是不停地扩张领土。拿破仑一世登上皇位后，
便开始发动了战争，由于对待俄罗斯、英国、西班牙等国家
的失误，导致了称霸一时的法军迅速溃败。而拿破仑三世重
登皇位后，又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对待普鲁士、意大利，有了



普法战争的惨败，加上后来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就再也没
能东山再起了。

德意志和日本的失败取决于他们的错误扩张，他们都想称霸
世界，一个入侵欧洲，一个入侵东南亚，最终，结局证明了
一个想和整个世界对着干的国家注定是会失败的。

那正在崛起的中国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1、要积极参
与国内的生产活动，不能过于依靠进口货;2、投资的眼光要
准，要在重要的方面投资;3、不能止步于现状，成为现
实“龟兔赛跑”的兔子;4、知足常乐，不能一味地扩张领土。
希望中国可以以史为鉴，一直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

高中生大国崛起读书心得篇五

阅读《大国崛起》这本书大约已有两个年头了，还记得是在
一家快关门的小书店的打折书里淘来的。想买这本书的念头
由来已久，只是迫于那高额的价格，只能远远地观望着，而
当我真的能够真正拥有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至今仍然可
以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大国崛起》是一本这样的书：它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
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
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追踪和研究世界性大国兴起轨迹，总
结大国崛起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发展
的战略选择，为中国的发展寻找镜鉴，以期有利于中华民族
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再次重读《大国崛起》，再次重温8个历史强国的兴衰，我想
到了一对关键词：学习与创新。

无论哪个大国的崛起，没有一个不曾历经过学习与创新这个
积淀的过程。大国的崛起，也同时证明了学习与创新是事物
发展的永动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一直讲了



几千年，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到近代严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
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不是纯粹的模仿，必须要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否则，
难免会坠入邯郸学步的误区。“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
改之”，这是老夫子早已给出的理论指导和总结。记得胡锦
涛出访瑞典时曾对瑞典的政治制度有过一段精辟的见解：瑞
典是资本主义旗号下，最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度，在人文
道德、价值观念、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等诸多方面，这个北
欧小国甚至比社会主义更社会主义，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
鉴学习。再来探讨资本主义的草与社会主义的苗的话题，是
幼稚更是弱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