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大全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篇一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读了《上下五千年》中的一个故事——
《甘罗十二拜上卿》，至今记忆犹新。

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客甘罗在十二岁的时候，向秦王自荐出
访赵国，以秦燕两国假意和好对赵国不利为由劝说赵王割让
五座城池给秦国，向秦王示好，然后让秦王断绝与燕国的关
系，赵王此时出兵攻打燕国，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五座城池了。
赵王依甘罗所言割让了五座城池给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
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了燕国，得到了三十座城池，
将其中十一座城池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
十六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

甘罗的故事还让我想起了古代另一个很聪明的人——李广。
有一次李广追了三个匈奴兵，发现中了埋伏，便让同伴们下
马，把马鞍子卸了下来，告诉同伴匈奴兵一定不敢打他们。
匈奴兵果然害怕了。李广运用了多疑心理成功摆脱了埋伏。

甘罗和李广都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我
要向他们学习。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篇二

我读了《骊山烽火》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思考。



周幽王对国家不管不问。有一位叫褒珦的大臣劝周幽王管管
国家大事，关心百姓，这可惹急了周幽王。周幽王并把褒珦
关进了监狱。褒珦的家人被迫买下一位女子，叫：褒姒。把
褒姒教的多才多艺。这一天，褒珦的家人带褒姒去换褒珦，
周幽王同意了。可是，褒姒整天闷闷不乐，这可成了周幽王
的一大难题了。于是，周幽王发出告示，谁能让褒姒笑，就
赏1000斤铜。有一位叫：虢石父，可以让褒姒笑。虽然，虢
石父的办法让褒姒笑了，但那时冷的一笑。最后周幽王死了。

读完这个故事，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拥有许许多多的
财富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吗？经过反反复复，认认真真
的思考，我回答说：“不是。”因为，金钱总有一天是花完
的。我觉得拥有智慧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呢？因为，你拥有了智慧，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这个
好工作，你就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奉献，我感觉这比整
天吃喝玩乐好多了。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篇三

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叫《上下五千年》，大概看了一下，
其中有一篇故事很受感动，它的名字叫《神农尝百草》。故
事讲的是在远古时代，人们靠狩猎生存，因工具简陋捕捉到
的野兽不够吃，为了解决吃的问题，故事说到相传有位炎帝
教大家播种、识别五谷、种植百果。在疾病面前，人类一点
办法都没有，神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定要亲自尝遍所
有的植物。他做了二个袋子，一个是用来装可以吃的，一个
是用来装能治病的。就这样神农每天不停地走啊走，尝啊尝。
他尝遍了各种花草，也认识了许多药物，用它们救了无数人
的性命。可是有一次，神农不幸尝到了“断肠草”，还来不
及吞“查”解毒，毒性就发作了，神农临死时手还紧紧地抱
着他的两个口袋药草。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当时我的泪水都流下来，“神农”为了
帮助百姓们生存和治病，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如果你是老



百姓，你会哭吗？看到炎帝的尸体你心里会怎么么想呢？我
猜你看到炎帝的草药袋也会放声大哭，因为你会被炎帝为了
老百姓而翻山越岭采草药，从不叫一声苦字而感动。这个故
事告诉我，要通过自己学到的知识来帮助老百姓，回报社会。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篇四

《中华上下五千年》是一本记我们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中，
创造的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书.上至中华文明的起源——
上古时期，下至中华民国.大大小小几百几千个故事，清清楚
楚地将五千年来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悠悠岁月，上下五千年，中华这个民族饱经风霜，却又繁衍
生息，千年不衰.在这五千年里，朝代更替，涌现出许许多多
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有晏婴巧舌胜楚王；他的聪明才智让我
十分佩服.有荆轲，他大胆刺秦王；有诸葛亮，他有胆识有谋
略。一心辅佐刘备助他完成大业。可最终因疲劳过度劳累害
病死去了。有好同样有坏，还有多少臣子夺权篡位，昏君无
道，比如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他残暴无道，只知江山，
而不知得民心，物极必反，终使人民造反，使秦王朝的灭亡
加速。

在这五千年中，中华这片土地上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多少
君王朝代的更替，每当一个朝代的更替，总会有一场战争，
多少英雄儿女，血撒沙场，那把黄金做的龙椅，不知道有多
少人为失去生命，为此而“浴血奋战”，这金黄的椅子上有
多少人的鲜血，又有多少人的冤魂。我很庆幸没有生活在古
代，没有生活在那红色的世界里。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篇五

妈妈很早就给我买了这部书，一直都在书架上。有一次偶尔
翻开，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映入眼帘，我迫不及待的阅读
起来。



仿佛书中的人物个个浮现在眼前，有独一无二的女皇武则天，
千古一帝秦始皇，伟大的孔子，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等。其
中最令我难忘的应该是秦始皇了，他26岁就统一了六国，此
后还统一了货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被称为“千
古一帝”，我很佩服他。而他也是个暴君，杀死了许多无辜
的百姓，还抓人去修筑长城，有很多人病死，饿死累死,还有
很多人家破人亡，所以我也很恨他。

看了许许多多他们的故事，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感到无比的
自豪，同时也有一种使命感。我要从现在起树立远大理想，
要脚踏实地朝着目标努力，我也要向他们一样，为中华民族
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不禁想到一句词：“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篇六

寒假里，我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中国的
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经常看到一些电视剧，剧中有大量历史细节，反应中国古
代社会的生活，这些故事情节曲折，我也听过一些历史故事，
所谓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不是历史，有的被夸大，
有的与历史不符，虽然这本书里有风云的历史人物，王权霸
业，也有血雨腥风的杀戮，强盛与衰败，让人激动，让人疼
惜，但这些都是真实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历史，可以开阔眼界，启发我
们的智慧，对我们的生活有借鉴意义。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总结篇七

一开始我认为司马光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写出了《资治通鉴》
这本著作，但是这个寒假我读了《上下五千年》以后，才发
现他在政治上犯下了一个不小的错误。



司马光历经十九年，完成了这本著作——《资治通鉴》，共
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取材除十七史以外，
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三百二十二种。全书贯串一
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
文化，为中国历史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王安石变法
的时候，司马光思想太保守，竭力反对新法，闹的朝政很乱。

我们首先要学习司马光认真的态度，他在修改稿子的时候，
写的都是工工整整的楷书。而我们在学习上要有一股钻劲儿，
把知识钻透，才能做好学问。还要学习司马光执著的.精神，
虽然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意见有错误，但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
学习。更要学习他不会盲目的听从别人的意见，宋神宗让他把
“通史”改为“资治通鉴”，他斟酌一番以后，把书的题目
给改了。以前我盲目的听从了别人的意见，使我吃了许多亏。

但司马光身上的缺点也要摒弃。思想不能保守。像我们现在，
没有按古代皇帝的制度去办事，而是提出新的政策，不是照
样使我们的祖国变的繁荣昌盛起来吗？如果要学会不会盲目
的听取别人的意见，首先要去听别人的意见，司马光在这个
方面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没有听取一些大臣的意见。别人
指责你，你要听他说的对不对，判断对错还要站在别人的角
度去想，不对就不听。

正所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读《上下五千年》，让我受益匪
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