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资治通鉴读后感题目(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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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读后感题目篇一

提起《资治通鉴》，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告诉你吧，它是
一本历史故事书。由于我热爱历史，妈妈就在我过生日时送
了我这本书。

它的封面有四个深红色的大字――《资治通鉴》。除外就只
剩下那“一片草地”和那几个栩栩如生的、正在翩翩起舞的
古代陶制品了。书后还有大约五百字的简介，方便人们来了
解它。

有人说：外表美无用，需有实际效果才行。”我给大家说一
说它的作用和主要内容吧！它主要讲了古代的故事和人物，
如：《三家分晋》、《三顾茅庐》和《孔融让梨》等。整整
一千四百多年中所发生的事情都被它讲了出来。如果你想查
古代故事或人物，只需打开《资治通鉴》，答案就会立刻呈
现在你的面前。

有一次：妈妈问我三国时期的“小霸王”是谁。我找了很多
资料都没找到，最后还是在我的“宝贝”――《资治通鉴》
中找到了。从此我更爱《资治通鉴》这本书了。

《资治通鉴》真是我的好宝贝！



资治通鉴读后感题目篇二

最近，学习了《孙权劝学》这一课，这一篇文章出自《资治
通鉴》。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对《资治通鉴》这本书有了
很大的兴趣。于是，这几天，我用心阅读了这本巨著。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
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资
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
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
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所谓资治通鉴，即“鉴
于往事，有资于治世”，这四个字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资治育
人意识。司马光自己也说《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读完《资治通鉴》这本书后，里面的故事让我有许多很深的
体会。掩卷回首，无数人物，许多场景，总要在眼前纷然活
跃，让我或是赞叹，或是鄙弃，或是激动，或是沉思，从历
史事实中得到警悟的启迪，同时很自然地对此书的编辑者司
马光油然而生钦佩之心。书中的人物的精神有许多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比如，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廉颇的知错就改，苏
武的正气，韩信忍受侮辱终于成就大事的胸怀等等。从韩信
的故事中，我知道了要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要不然反而自
己吃亏。韩信身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最后却落得了身死
家破的下场，全因没有听取正确的计谋，真是可惜。让我记
忆深刻的还有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知且有远见的皇帝。一
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光知吃饭，
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的稼穑之艰难，就不会珍惜粮食，就会大吃大喝，就会忘记
劳动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不常也。君犹 舟，民犹水，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权者不知爱护百姓，当头头的，不
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



道理：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资治通鉴》是一部至今还无法替代的编年史的历史巨著，
问世千余来年，给了后人多少教益和启迪！司马光的劳绩是
永远令人敬佩的！

资治通鉴读后感题目篇三

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立
继承人，但不知立谁好。由于就把他日常训诫的言词写在两
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并且叮嘱说：”你们要
好好记住这些。”过了三年，赵简子再问他的两个儿子训诫
上的内容。大儿子伯鲁完全记不起，问他竹简在哪里，已经
丢了。再问小儿子无恤，盛熟练记起竹简上的内容，并且随
身拿出那块竹简。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立无恤为继承
人。

1. 关于选择，让时间来验证抉择。

当我们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请不要做选择。而是通过一定
的方法让时间来校验。时间她总会洗尽铅华，去伪留真。

2. 态度决定一切，时间拉大差距。

小儿子无恤记住了父亲的话，时时留心，总是随身携带竹简
来学习。三年时间，竹简上的内容早已铭记于心。而大儿子
伯鲁早已忘记了父亲的话，竹简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当我们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资治通鉴读后感题目篇四

在我的书柜中，有一本厚2厘米，包着黑硬壳的书，名叫《资



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司
马光历经19年的时间，与众人一起将这本以其“鉴于往事，
有资于治道”的书整理出来的。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以政治和军事为主，还兼顾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史料，总共贯穿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

书中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句子，从这些句子中也让我们懂得了
一个又一个做人的道理，使我们受益匪浅，如“惜哉剑术疏，
奇功遂不成。”是说不能自以为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遗子黄金满簏，不如教子一经。”意思说给后人积累再
多的金子、银子，还不如好好教孩子学习。这是一本货真价
实的文学名著，它不仅让我学会了许多政治兵法，还使我了
解了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战略侧谋。这是我第一次读我国的
年体通史，就已经学到了不少课外知识，我一定会多读这种
历史故事，来更多的了解我国五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文学是比鸟飞的还远的梦想，是比花开的还美的情感，更是
比星星闪的还亮的智慧。让我们一起读文学名著，博览群书，
使我们陶冶情操，让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充满着阳光让雨露滋
润我们的心灵。

资治通鉴读后感题目篇五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
多卷本编年体，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
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
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
朝1326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
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跟秦代的'史事
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夸奖，命他连续编撰。
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



祖禹跟刘?作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牢固，政府收
藏的书籍很多，他们能够任意参考。

《资治通鉴》中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很详尽，有六十多章，可
以看到一个大帝国怎么缓缓地变成了分崩离析的藩镇割据的
局面。从代宗的放任开始，到唐德宗的无奈，有宪宗、武宗
的振作，到昭宗的任人使唤。即使宰相有像陆贽、李德裕，
也只能抖擞一时，而不能改变历史变迁的常态。

在割据势力强盛时，不得不缓缓而动。唐德宗开端武力削藩，
导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后来转变态度，
对藩镇一味姑息。唐德宗即位之初，雄心壮志，图强振兴，
履行改造。但一遇挫折，这些措施便消失殆尽。所以子
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堪称孝矣。”为政也是这样，一开始
不熟悉情况，需要一段时光的观察，之后办法才华有所兴。

这是一部可能媲美《史记》的史学鸿著。千百年来，多少帝
王贤臣、鸿儒大家都频频为其作注，足见其在史学界占据举
足轻重的地位。大家都来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