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荆轲读后感(精选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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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轲读后感篇一

窗外。小雨。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软绵绵的玻璃罩子里。
旁边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越女剑——荆轲之剑”。荆
轲，我的主人。

思绪飞回了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一个铸剑师铸造了我。正值乱世，七雄纷争，
许多剑客都游弋于七国之间，剑是当时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安静的躺在剑冢里，等待着我的主人。

一天傍晚的时候，剑堂里来了一个人。确切的说，是一个剑
客，一个手里没有剑的剑客。他在剑冢里发现了我，从此便
成了我的主人。

主人见我短小，便给我取名为“越女”，我也知道主人的名
字叫荆轲，是一个还未被认可的剑客。

我跟着主人流浪于七国，饱看了百姓在战乱中的民不聊生。
主人看到百姓在战乱中如此疾苦，于是立志要解救百姓于战
乱之中。这时候，我感到主人将会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我们来到了燕国。



一群衣着华丽的政客围住了我的主人。其中一人神秘的对主
人说：“太子丹有请壮士。”此时，主人也感到了他将有一
段不平凡的人生。

主人见到了那个叫“太子丹”的人。

太子丹对主人说：“普天之下，七雄分裂。然暴秦虎视六国，
暴秦不除，天下难定。”说罢，太子丹向主人一拜，
道：“壮士，为了天下，拜托了。”

主人只说了两个字：“我去。”

我从未见过那么坚定和复杂的眼神!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一记鞭尘马蹄扬，一杯清酒为国亡。主人去了。

秦国的大殿上，主人向秦王献上了燕国的地图。图轴尽时，
主人握住我刺向秦王。此时，秦王呆住了，大臣呆住了，连
空气似乎都定格在那一刻。主人却流泪了。

当秦王回过神来的时候，剑柄已落在了秦王身上。

“为什么不杀我?”秦王问道。

“天下”主人回答。“普天之下，七雄纷争，战火连绵，民
不聊生。然能一统天下者，唯有大王。杀了大王我便成千古
罪人了。”

主人突然向秦王一拜，说道：“大王，一统天下，还百姓一
个安宁，就全靠你了。”说罢，提起我向颈中抹去。一缕殷
红洒遍了我的全身，有主人的血，也有主人的泪。

秦王下令厚葬我的主人。一年后一统天下。



我陪在了主人的身边，一睡两千年。

两千年后，我看着窗外的小雨，又想起我的主人来。

蒙胧中，记得两千年前的那一天下着小雨。

我又沉沉地睡去了。

窗外，依旧小雨。

荆轲，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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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读后感篇二

1、荆轲刺秦王失败的原因

二是燕太子丹制定的刺秦方案有问题，他想仿效当年鲁国勇
士曹沫，用一把尖刀威慑齐桓公的做法，让荆轲最好是挟持
和胁迫秦王，勒令他答应退还各国诸侯的`土地，如果不答应，
再刺杀了事。正是这挟持和刺杀的抉择，那千钧一发之际的



片刻犹豫，丧失了行刺的时机，留下了千古遗恨。

2、荆轲简介

战国末卫国（今河南鹤壁淇县）人。先世为齐贵族，迁于卫，
卫人称庆卿。秦灭卫，亡至燕，燕人称荆卿、荆叔。时秦已
灭韩、赵。燕太子丹谋刺秦王政，结交荆轲之友田光，因田
光之荐，乃尊荆轲为上卿。燕王喜二十八年，以秦亡将樊于
期首级和内夹匕首之督亢地图出使秦国，欲乘机行刺。向秦
王政献图时，秦王政展图，图穷而匕首见。行刺未成，被杀。

3、嬴政简介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
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第一位皇帝，秦庄襄王之子，十三岁即
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秦始皇建立皇帝制
度，中央实施三公九卿，地方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书
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
里长城。

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
创了新局面，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中国
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
古一帝”。

荆轲读后感篇三

《荆轲刺秦王》是高一年级的第二篇文言文，这篇文章并不
是写荆轲刺秦王的场面，而是写荆轲为刺秦王而准备，情节
曲折，令人回味。



但是偶尔看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才发现，荆轲其
实是个一侠肝义胆，不畏强权的人，他虽不懂一个之力难为
力挽狂澜的道理，也不懂秦帝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但至少他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
而出，不避艰难，不畏强权的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他为了太子的“恩”而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这一点又有几
个人能够做到，他明知去就一定是死，无论成败，死字当头，
可他却义无返顾，走向了死亡的深渊，但也同时走上了精神
世界的天堂，虽末成功却名垂千古，成为四大刺客之首。

如果有一天，我接受了他人的恩情，不知是否能为他豁出性
命，也许现在人对荆轲有太多的不解，但是荆轲却毫不在乎，
他侠肝义胆，司马迁曾赞道。

他是卫国人，替太子舟充当刺客并不是基于对国的爱，而是
对恩的回报，勇往直前，即使前面是深渊。

最后，对于这篇文章，给我的'不解太多，但给我的遗憾却更
多，就如错过雨后彩虹的几分钟，但我可认骄傲的说
道：“我，读懂了荆轲！读懂了这个传奇人物。”

荆轲读后感篇四

我看荆轲张璐“大侠荆轲”这是荆轲在大家心目中的普遍形
象。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千年，体现
出荆轲不畏强暴，敢于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不避艰险，以
弱小个体反抗强秦的勇气和敢为高尚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
牺牲的伟大精神。但还有一点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荆轲刺秦
王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我刚看完《荆轲刺秦王》这篇文章就对荆轲的能力产生怀疑，
荆轲在刺秦王之前做了无比周详的计划，并且荆轲刺秦王所
使用的武器无疑也是最精良的，这直接说明是荆轲本人的能



力有问题。从文章中就能看出，荆轲抓住秦王的衣袖而没有
刺中，哪怕只是划伤秦王一点点毒液也会至秦王于死地，但
荆轲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足见荆轲气力不足。在刺秦过程
中，荆轲在大殿上追逐亲王竟然都没有追上，这也足以说明
经可在速度上就不行，而秦王拔剑刺向荆轲的时候，荆轲连
随便刺出的一剑都躲不过这说明荆轲的反应能力也不行。退
一万步讲，一名刺客最擅长的应该就是暗器，秦王一个随从
医生随便就能把药箱砸向荆轲，而荆轲却把匕首投到了柱子
上，当刺客当得也太失败了吧!为了对荆轲进一步了解，我上
网查了一些关于荆轲的资料。在其生平介绍中说荆轲喜好读
书击剑，但并没有说他擅长读书击剑。

荆轲在到燕国之前曾游说卫元军，想某个官位，但卫元军知
道荆轲的能力就没有任用他。后来荆轲游历天下，曾经在榆
次和盖聂论剑时话不投机，盖聂怒目而视荆轲，荆轲便扬长
而去又在邯郸和鲁向践下棋赌博时互相争吵起来，他又是扬
长而去。这说明其心胸不够宽广。

荆轲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荆轲刺秦王》，它主要讲述的是荆轲刺杀秦王
的因由及全过程始末，读完之后我深有感触，荆轲刺杀秦王
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挥之不去。

公元前227年荆轲抵达秦国国都咸阳，并通过秦王的宠臣蒙嘉
的引见，以谦卑的言辞求见秦王，秦王大喜，特地穿上君臣
朝会时穿的礼服迎见荆轲，荆轲手捧地图敬献给秦王，在地
图完全打开，图穷匕现之际，荆轲趁势抓住秦王的袍袖并举
起匕首刺向他的胸膛。但是还未等到荆轲近身，秦王已经惊
恐的挣断了袍袖，荆轲随即追逐秦王，两个人绕着柱子奔跑，
结果后来秦王拔剑砍下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无法再追下去，
便将手中的匕首掷向秦王，结果却击中了铜柱。“惜哉剑术
疏，奇功遂不成。”荆轲失败了，功亏一篑，可悲，可叹啊!



功亏一篑终究意味着失败，荆轲和燕国都为这次失败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身死国灭!纵观全文，我看到的是一份精心策划
近乎完美的谋略与荆轲他志向意图明朗的侠义之举啊!究竟导
致他功亏一篑的原因是什么呢?荆轲本有识人之明，认为秦武
阳不是实施计划的适当人选，而因为太子丹的干预，最终放
弃了自己正确的选择——这也便是荆轲的谋略上的缺点!由此
看来，荆轲如果采取正确的决断，坚持正确的选择，那么秦
王会必死无疑了吧!然而，历史是不能容许我来予以假设的，
真实的历史残酷地说明了荆轲还是犯有严重的错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将荆轲否认，在他身上，我们还是可以
看见许多非常崇高的精神。首先，他十分忠诚，忠于国家，
忠于自己的主人太子丹。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
都只有一次，但是他却能在一个国家陷入危难之际，以壮士
的身份挺身而出，丝毫不为自己的性命着想，为了国家他可
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太子丹对他稍微失去
了点耐心他就十分过意不去，甚至改变了他等朋友的计划。
这在客观上也减少了他成功的可能性。荆轲如此忠诚，也完
全称得上是“士为知己者死”了吧。

第二便是他的侠肝义胆，他虽然谋略不行，但是十分有胆识：
荆轲明明早在易水河畔慷慨悲歌时就早已知道自己的下场，他
“心知去不归，徒有世后名”可是他依然义无反顾，为了自
己的国家慷慨赴死，这样的侠肝义胆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壮士荆轲有一种像革命先烈一样的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的精神，虽然他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值得我们学习。可是他
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称道!我们应该做一个像荆轲一样能为祖
国付出一切的爱国者!

荆轲读后感篇六

1.子情深——《荆轲刺秦王》读后感



读完此文,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荆轲临死前的大声疾呼:"事所
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掩卷沉思,仿
佛易水之别还历历在目,然而眼前的事实却是荆轲身首异处.

我想每个读过此文的人,都会由衷地为荆轲的英勇行为发出一
声慨叹;同时,也为他的悲惨结局而叹息.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
吗 非也.以当时秦国的实力,即使行刺成功,也不可能挽救燕
国的亡国命运.那么,为什么荆轲深知不能为而为之呢 我想这
便是一颗炽烈的爱国心所驱使的吧!的确,他无法左右历史车
轮的前进.然而作为燕国人,他有义务更有责任去为自己的国
家奉献一切.甚至生命.这才是我为荆轲喝彩的主因.

2.近代杰出诗人臧克家曾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朝历代都有许多的爱国志士，
对于荆轲的评价，历来见仁见智。北宋苏洵非议荆轲：“始
速祸焉”;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但对
荆轲给予肯定的人也很多，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
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
情”``````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
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
得我们大家赞颂与学习的。

在我的眼里，荆轲是一个爱国志士、勇士与智士。

西谚曰：“叛祖国犹舟人自穴其舟也，可不戒哉。”这句话
说得很有道理。“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一句足以将他的
爱国豪情展现出来。在这国难当头，他的反应不是退缩与投
降，而是抛头颅，洒热血，愿以一死以换国之存。1911年编
纂的小学课文，向孩子们这样讲述“爱国”：“国以民立，
民以国存。无民则国何由成?无国则-民何所庇?故国民必爱国。
舟行大海中，卒遇风涛，则举舟之人不问种族，不问职业，
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何者?舟为众人所托命，生死共之也。
国者，载民之舟也，国之利害，即民之休戚。”荆轲的确做



到了这样，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现了他的爱国壮举。评价他
为爱国志士是毫不吝惜的。

孟子曾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荆轲也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勇士。这不仅表现在他毫不畏惧地进入号称虎狼之国的
强秦，更表现在他与秦王的斗争上。从他“今日往而不反者，
竖子也”一句可以看出他的勇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
辱”。其怒叱太子，表现出了他刚烈的性格。“风萧萧兮易
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句，颇有些壮举，但也透着
淡淡的感伤。正所谓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易
水诀别，表现了荆轲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所以，他是一名
勇士。

有些人认为，荆轲之所以刺不成秦王，是因为他有勇无谋，
其实不然。荆轲刺不成秦王，因素是多方面的。为了此次秦
国之行有信，使秦可亲，他向太子丹提出“诚能得樊将军首，
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的要求，这是他智的表现之一;荆轲
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并说服樊将军自献其首，此
为其智的表现之二;既至秦，厚遗秦王宠臣蒙嘉，此为其智的
表现之三;秦武阳色变振恐，荆轲顾笑秦武阳，一句“北蛮夷
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更是表现出他的智慧``````
总之荆轲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侠义之士。

“生亦辉煌;死亦辉煌!”

荆轲读后感篇七

美军破伊拉克，扶新政府，尽收其地。萨达姆四处流窜，忍
辱负重，一图东山再起。乃宣告天下：凡可取得布什首级者，
赐金(美金)百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遂有二人揭榜，求谒
见萨达姆。



二人入，拜见萨达姆。姆上，问其名姓，一人对曰：“山人
诸葛亮，字孔明。”另一人喊道：“匹夫荆轲!”萨达姆打量
二人，一人手持鹅毛扇，布衣青冠，一副书生像;另一人粗布
麻衣，身带八处创伤，左股已断，全然一残疾人士。姆甚疑，
问：“汝二人有何良策敢图此事?”

孔明观其色对言：“卿可知在下曾助刘备赢得三分天下，借
荆州，气周瑜，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固一世之雄也!身旁壮
士，为燕太子刺秦王，图穷匕现，惊的秦王环柱而走。后所
以败，乃其欲以生劫之，得契约以报太子!一定人倘若今依猫
画虎，不手软，以淬毒之匕首直进布什咽喉，事必成!”

萨达姆听孔明之言，方知身前二人均当世之英雄，故深信!

临行，萨达姆为二人饯行，送行者皆以白衣相送。荆轲以变
徵之歌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
指冠，于是荆轲乘机而去，终已不顾。林林总总皆如从前，
壮心不减!

荆至白宫、以萨达姆其兄之首级及藏身之处之地图，求见布
什。欲再使图穷匕现之计。岂知刚如门，便听精华总鸣响，
布什遂使人查图，果见一匕首。荆轲蓦然，不知其所以然，
欲奔走，死于枪下。双目圆瞪，大惑不解，死相惨不忍睹。

孔明闻之，痛哭流涕，仰天长啸：“吾失之矣!”寻思许久，
恍然大悟：“千余年前吾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视死如归，
名满天下，可称当时之英雄。而如今孔明仍是孔明，智谋未
减，荆轲亦仍是荆轲，易水犹寒。却连布什老儿的毫毛尚且
未能损又何谈英雄!英雄者，时运造之。离秦而谈进棵，故精
神使人顿首，却仅是草莽;离蜀而评孔明，虽以谋而名传千古，
却又何言卧龙?吾愚者矣!”未机，孔明遂吐血而亡!

的确，没有一片云可以飘过历史，没有一条河流可以永远奔
腾



荆轲读后感篇八

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
英雄，既然知道刺秦王必死无疑，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毅
然走险，走上了刺杀秦王的不归之路。是一个以国为重的英
雄豪杰。

我认为荆轲是一个豪侠，是一个傲视人生，战胜胆怯的一名
英勇战士，他的勇气虽然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但这股英勇
无畏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也是这种精神让许多弱势群体战胜
了胆怯，恢复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我们都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是的，人人都需要勇气。我们需要它来面对一切成功与失败，
我们需要它来面对一切是与非，我们需要它来面对一切一切
的事物。

同学们，当你面对一个选择时，你有勇气去选择？去面对吗？
当你上讲台在老师同学面前读一篇演讲稿。你有勇气吗？当
自愿竞选班干部时你有勇气吗？把你的勇气拿出来吧！每一
件事，当你决定要做时，那已是成功了一半，因为你有勇气
去做它，你很有胆量。古往今来，有多少件事是因为有勇气
才去做的？可能寥寥无几。小鸟飞过大海，它一定能飞过去
吗？那必须要尝试。在尝试之前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

比起荆轲，再来看看我，面对难题，胆怯了；面对体育的600
米跑，胆怯了；面对一张张的英语试卷，胆怯了；在一点点
的小事情上，胆怯了；甚至有时上课时连举手都会胆胆怯怯。
真不应该呀，我应该在面对挑战时我们都应相信自己是个强
者，充满勇气去迎接挑战。

朋友们，勇气不能战胜一切，却足以让我们傲视人生。



荆轲读后感篇九

凡留名于后世的英雄豪杰，莫不是有一番常人难以做到的惊
天地的壮举。正是因人成事，而因事名人！

战国时期的武林高手荆轲，正是放弃了杀手生涯，选择了关
乎生死存亡的大义而扬名后世的。

只是可惜的是，他为了完成使命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贻误
刺杀秦王之机，而给秦王以反攻的机会，令自身重创而亡，
以致计划彻底失败。

不论结果如何，他必定还是英雄，就像日后“百日维新”
与“太平天国”运动一样，不论什么原因终以失败告终，这
种过程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当然，论英雄人物与论历史事件并不能等同。这件刺秦事件
的主人公成了英雄，但这刺秦事件却不值得称道：一个垂垂
危矣的小国，面对横扫八荒的强秦，灭亡已成定局，而将反
攻的历史重任系于一人之身，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又错误地
估计双方形式，采用生擒和刺杀的方式，就更是下下之策。
试想，在威逼的'情形下，即使盟约订立，秦王获得安全之后，
谁又能保证他言而有信，言出必行――毕竟那个时代的君王，
为争城夺地，为一统天下，盟约常常是缓兵之计，本身没有
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作保障，无论
联盟还是刺杀都只是一时之计。况且，杀了一个秦王，还会
有另一个秦王，而剩下的几个诸侯国又是目光短浅之辈，想
趁其国力大乱之机联合诸侯破秦，想必也是徒劳无功！

刺秦的举动多半是因燕太子丹而起，且他并非完全出于公心。
因他曾受秦辱于“见陵”，为雪耻，也为保住燕国，保住王
位，他想到了刺秦，于是他就不惜施以重利网罗人才――他
选择了荆轲！对人才，他倒是表现的十分尊敬与爱惜，可是
骨子里却透着专横――吃穿用皆是我所赐，人即当为我效全



力！所以他几次催荆轲行事；而荆轲，正是有侠士的胆略与
义气，有爱国报国的热忱。一方面，他想为国家出力，为国
解忧；另一方面，他晓得“君子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
报”的道理，受太子丹礼遇，他不能忘恩负义而推托恩人所
差，所以，尽管时机不尽成熟，他还是起身了，他要凭他的
胆略完成这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然而，功败垂成。他在临死之前还能笑出声来，又见其刚烈
与无畏的英雄主义。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尊崇，是他有胆有识、
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人格魅力使然！

在刺秦告败之后，反而激怒了秦王，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太
子丹也引火烧身，被自己的父王斩杀而献与秦王，可谓“偷
鸡不成反蚀米”！

然而历史终究已逝，天下大统也是历史必然，尽管诸侯国土
沦丧，百姓受苦，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毕竟也希望天下早
日统一，而结束地方割据，社会动荡的局面。如此，燕太子
丹费尽心机的刺秦计划也只是徒劳无益的，而荆轲则成了这
场战争的牺牲品。

牺牲的可惜，却也值！

荆轲读后感篇十

与我相对而坐的，就是秦王。他是个四十上下的人，脸上虽
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觉
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便拿起剑来反复地擦拭。

“大王，看一下地图吧!”我用近乎哀求的语调问他。他没有
反应，脸上的皱纹似乎刻得更深了。多子、饥荒、征战、治
理国家，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过了许久，他才轻轻点
头，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地图。



琼瑶版

秦王眉头紧锁，眉宇间露出阳刚之气。看着这份薄薄的地图，
他的心仿佛都要碎了，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神色。

“你回去吧!”他轻轻地对我说。而我，面对这张地图，眼圈
不禁红了，几滴晶莹的泪珠滴落下来。“不，让我再望一眼
吧!”我再也控制不住，转身紧紧握住地图，微微一笑，痛苦
地说：“让我讲解吧!”

古龙版

无风，很静。

热潮如刀，刀刀催人老。

秦王与我对坐，手中的地图再慢慢争夺。

他终于出手了。

速度之快，动作之神勇，谁也没有看到。

转眼间，地图已经平铺在桌上。

我无动于衷。

一切只是开始。

只是秦王，嘴角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施耐庵版

我再心中暗想：“没想到这厮出手忒快!”秦王只道一
声：“聒噪!”便坐下来等我讲解。



“我国土地广阔，这里，盛产匕首。”

秦王看见，只轻蔑地说：“看你这人好不君子相，原来你国
只产匕首!”

金庸版

我终于忍无可忍，拔出匕首刺向秦王的心脏。没想到他却凌
空飞跃，双掌带着劲风拍在了我的身上。我暗暗叫苦，将功
力提到了九成。无奈秦王出手之神速令我目不暇接。我面如
死灰，只听一声脆响，秦王的利剑已经抵在我的额前。

李煜版

我，伴着轻轻的脚步声，被拖了下去。

只是秦王，他轻轻的低吟了一句千古绝唱：“问君能有几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