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武传读后感高中(模板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苏武传读后感高中篇一

孤独的身影，在风中屹立。坚定的目光，射向家国的方向。
而唯一的信念，依旧在心中熊熊的燃烧。

千年来，繁华落尽，有几人，晰你心中所念。

月光微稀，零散的落地，漾起一阵清波。我手捧后人为你撰
写的《苏武传》，久久未语。不是无言以对，而是，在沉默
中与你沟通，在无声中悄露真情。我自无言，却以灵魂对话
于你。我的灵魂，在呼唤你，在奔向你，穿过月光，洒向大
地。它急切的想要表达，我晰你。因我懂你，明你，解你。

我懂你，懂你仍忆念妻儿的欢笑。

我明你，明你仍记得长安的烟花。

我解你，解你仍不忘武帝的殷嘱。

心中永驻家国，你是真正的英雄。

岁月无痕，悄然带走了十几年的华光。流彩易逝，你已不再
拥有殿堂上的`辉煌。只恨人生多少甘苦事，竟却无人知。如
今的你，只能孤独的行走在茫茫的雪原上，与羊群为伴，以
草毡作食。或许，有人问过你，这值得吗?你不觉得自己可怜
吗?这会不会很可悲呢?可你那坚毅的眼神却将一切怀疑都否
决了。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尊严是不可侵犯的，国家是不



可背叛的，你这个大汉朝的使节是不会投降于匈奴的。不管
是否已经被人遗忘，不论将来能否再归故土，不畏自己徘徊
在生死之间，你只是要向世人证明，气节永不屈。

古今而来，你是我认定的真正的英雄。任他刀兵，哪怕风雪，
天地间自有我之气节在，此节可支天，可遍地，可壮我雄心，
可驱走阴寒。在凛冽的寒风中，你是一道不可磨灭的光，为
后人指明前进的方向。

苏武传读后感高中篇二

1.阅读是是关注人物生存状态的过程。如果我是“他”，我
会怎么样，为人物这种生存状态进行合理的归因。有了这一
思考过程，人物就不只是“好人”与“坏人”了，对生命的
认识也会因此丰富。

读《苏武传》，也不应该强迫自己读出苏武的忠诚。这只是
苏武的生存状态，是“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的报恩者和把
“臣事君，犹子事父”作为自己最高行动准则的儒生的生存
状态。

细读文章，李陵的生存状态真实感人。他没有卫律幸福，他
虽然投诚，却始终以投诚为耻。他没有苏武幸福，没有苏武
信仰的单纯，眷恋着俗世的幸福。他是一个痛苦的人。当卫
律去劝降时，威逼利诱，惹得苏武的一顿臭骂，但李陵去劝
降时，苏武却没有动怒。同样对劝降者，班固对卫律着墨不
多，但对李陵却用了大量的篇幅。

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名门之后，他继承了其祖英勇
善战，也继承了其祖悲剧的命运。不甘沉默，请缨率五千弓
箭兵深入大漠，想一战成名。然而最终因弹尽粮绝，突围不
得而被-迫投降。李陵为什么不杀身成仁呢?将军战死沙场，
不正是死得其所吗?然而谁不想活命呢，谁能轻易地舍弃生命
呢。何况他还想以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对汉室的忠



诚，“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但不管是真降还是假降，他都觉得自己在人格上已矮了一截
了，因此，尽管与苏武是故友，又同在匈奴，“终不敢求
武”。后受命劝降，其说辞如实地道出苏武真实的生存困境。
终不得归汉，忠诚无人知晓;家破人亡，没有必要归汉;皇帝
喜怒无常，即使归汉，面对是鲜花还是刀斧尚未可知。求名、
求家人平安、求善终有果，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李陵在苏武
守得云开见日出之时，置酒相贺，与武决别，泣下沾襟。他
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汉室能够赫免他的罪过，保全其老母
性命，也一定以反水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李陵
内心的悲伧全化作了眼泪，当初不得不降，祸及老母，今生
无家可归，长作域外之人。

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幻化成了那泪流满面的李陵。

2.

十九年，天之苍苍，但芸芸的众生又有多少个十九年?

苏武本以十九年书写着民族不屈的丹青。

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己的生命永远小于自身的
信念值。”

在中国，这样的人也可谓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古代中国，
生命对于一个壮士英雄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而《苏武传》
中的苏武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他拥有“真金不怕火炼”的伟大气节，面对卫律和李陵的劝
降，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他没有投降，没有退缩，他始终
信念如磐石一样坚定，宁死不屈，忠贞不渝。

而和他相比，其他的配角就相差甚远了，与苏武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张胜，糊涂地帮助了缑王的谋反，在事情败露后又经不起考
验，叛变投降。而在相比下苏武清醒地认识到使节行为不当
会引起两国的纷争，欲以死息祸，而面对匈奴的劝降也是种
坚定不移的.坚守着自己可贵的民族气节。

卫律的卖国求荣，阴险狡诈与苏武的忠贞不二，不卑不亢。

李陵的为一己之私而叛国与苏武的以国家利益为先。

这些都能强有力地表现出苏武是个爱国忠贞的真君子。

而往往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李陵的一番话也无疑翻起
了苏武内心的浪花。亲人的惨死，妻离子散一定使苏武痛不
欲生，可是他仍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忠贞的信念战胜了一
切。他对卫律，义正言辞地指责卫律的卖国行径，并且列举
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来警告卫律。为的就是告诉他一个道理：
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也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啊!

是坚定的爱国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即使始出强壮，发白归汉，
相信苏武一定无怨无悔。

苏武传读后感高中篇三

阅读是是关注人物生存状态的过程，有了这一思考过程，人
物就不只是“好人”与“坏人”了，对生命的认识也会因此
丰富。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几篇苏武传500字的读后感，希
望能帮助到大家!

苏武牧羊的故事很早就听过.



苏武是个官二代,靠着老子的关系,弟兄三人都做了汉武帝的
马仔.不久,苏武升职,做了个类似弼马温的小官,后来,他的两
个兄弟都因为失职而自杀.惟独苏武,因为出使匈奴而千古流
芳.

苏武是个和平使者,出使匈奴后,没有很好约束部下,致使部下
卷入一个匈奴内部的叛乱事件里.匈奴单于平定哗变,苏武才
知道己方有人与此事件有牵连,第一反应,也就是要自杀.理由
是,自己是大汉使者,自己受辱,就是汉天子受辱.

下来,苏武被一个早就做了叛徒的卫律审判,审判过程中,苏武
还是自杀,终于没有死成.

匈奴单于一看,这人有意思,你不投降,我偏要你投降,于是,和
苏武耗上了.

后来,不管威逼利诱,还是受苦受难,加上好友推心置腹的劝解,
都不能使苏武动摇变节.这个时候,"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苏武身上得到完美体现,还得加一句------感情不能感动.
苏武成为儒家思想理想人格的化身了.

苏武牧羊19年,最困苦的时候,吃雪和老鼠得以活下来.出使的
时候,还是壮年,回来已经须发全白.当初出使的100多人,除了
死掉和投降的,只有9人归汉.19年能死多少壮丁?绝大部分应
该是投降了.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
亲近，常愿肝脑涂地。

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

臣事君，犹子事父也。



子为父死亡所恨。

愿勿复再言。

”这是苏武对李陵说的一席话，从中流露的无非是忠君思想，
固然其气节令人赞叹，但也不能不说是愚忠.

不能有效管理部下，一有事情就知道自杀，对皇帝的愚忠，
应该削减了苏武的人格光辉.我认为，苏武不过是古今第一实
在人而已，至于后来被统治阶级大肆褒扬，自然有其目的在
内.

读《苏武传》，也不应该强迫自己读出苏武的忠诚。

这只是苏武的生存状态，是“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的报
恩者和把“臣事君，犹子事父”作为自己最高行动准则的儒
生的生存状态。

细读文章，李陵的生存状态真实感人。

他没有卫律幸福，他虽然投诚，却始终以投诚为耻。

他没有苏武幸福，没有苏武信仰的单纯，眷恋着俗世的幸福。

他是一个痛苦的人。

当卫律去劝降时，威逼利诱，惹得苏武的一顿臭骂，但李陵
去劝降时，苏武却没有动怒。

同样对劝降者，班固对卫律着墨不多，但对李陵却用了大量
的篇幅。

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名门之后，他继承了其祖英勇
善战，也继承了其祖悲剧的命运。



不甘沉默，请缨率五千弓箭兵深入大漠，想一战成名。

然而最终因弹尽粮绝，突围不得而被迫投降。

李陵为什么不杀身成仁呢?将军战死沙场，不正是死得其所
吗?然而谁不想活命呢，谁能轻易地舍弃生命呢。

何况他还想以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庶几
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但不管是真降还是假降，他都觉得自己在人格上已矮了一截
了，因此，尽管与苏武是故友，又同在匈奴，“终不敢求
武”。

后受命劝降，其说辞如实地道出苏武真实的生存困境。

终不得归汉，忠诚无人知晓;家破人亡，没有必要归汉;皇帝
喜怒无常，即使归汉，面对是鲜花还是刀斧尚未可知。

求名、求家人平安、求善终有果，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李陵在苏武守得云开见日出之时，置酒相贺，与武决别，泣
下沾襟。

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汉室能够赫免他的罪过，保全其老
母性命，也一定以反水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

李陵内心的悲伧全化作了眼泪，当初不得不降，祸及老母，
今生无家可归，长作域外之人。

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幻化成了那泪流满面的李陵。

千秋苏武

汶上一中 郭玉亮



回望着汉室的繁华似锦，我凝眸在北海里你那拿着旄节的身
影，如此单薄。

经历了多少风霜，多少岁月，你的额上被深深刻画上皱纹，
你的鬓角，不知何时已经掺杂了白发。

而你的眸依旧是那般神采奕奕，时刻回望着你的大汉土地。

19年的岁月，你与羊为伴，冰天雪地里，你手持旄节，站成
一座流传千古的丰碑。

现在的人们依旧仰望着你，你传照千古的神采，你挺直的腰，
每一点都让人很深的敬仰。

我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怀念，你在那里是否安好?

一度想踏步走过你生活了19年的荒凉的土地，去感受一下你
的艰辛，真真切切的去感觉你的温度。

不知道何时你的身影已经可是梦萦，只可惜跨越了千年的时
光，让我们无法越过。

深深的刻写你的名字，在血脉里融入那些风霜雨露，看着荒
芜的旷野，深深地凝思着千年之前的你。

看到大汉寻你的足迹，我欣慰的泪流，你的大汉王朝没有抛
弃你，没有不顾你的生死。

在茫茫的北海，他们一路寻来，你终于回到了阔别19年的家。

虽然妻子儿女已经成为别家的，可你在意的只有你的大汉天
下的安康。

青丝出使白鬓归。



你的美好年华被无情的摧残殆尽，你的眉角还是那么坚毅，
你的精神依旧那么矍铄。

你没有被流言蜚语击败，你不在意那些讥讽你牧羊的人，你
只是安守自己的本分，为天下正义、公道说话。

你的精神让我们后人感慨良多。

静守月光，一次一次洒满眼前的世界，清冷冷的似你的眸子，
从历史的缝隙里折射出震撼心魄的感动。

不知道对着星空的呢喃，你是否在听得见?你是否知道一个人
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在夜空下，静静地怀想着属于你的'一切
的一切。

时光依旧静静地流走，你的苍颜白发已经在历史的流沙里模
糊。

伸手触摸不到你残留的温度，看着清冷的月光，我焚香凭吊，
希望你可以看到那袅袅的烟缕，知道我在这里虔诚的怀念。

山高路远，思念不断。

记得你那苍老的面容，一生铭记你的高尚的节操，这一生，
知道你的痕迹，不枉来世间走了一遭。

合上书，任记忆在血脉里流淌，一点一点的感受你带来的那
些感动，去感悟那些日子里我们应该记得的痕迹，然后怀念
这一生的相遇。

青史册中，你的名字依旧，我们依旧仰望你的存在，纪念千
秋的你。

第一次打开语文书的目录时，首先注意到了《苏武传》。



“咦?!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呀?”于是我打开了这篇课文。

这篇文章怎么这么难懂呀?不知是不是一看到古文就产生的心
理作用。

我参考着辅导书才勉强弄懂。

“这苏武也太轴了吧?这样还不投降?”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不过这样的英雄还是挺少见的”第二感觉。

“要是他投降了，日子肯定不会好过的”第三感觉。

“真是个精忠报国的英雄啊!”第四感觉。

随着思想的变化，我逐渐走进了课文。

笔者对于苏武的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一个赤胆忠心，抱有绝对
支持的态度，他欣赏他的那一股子猛劲。

但是笔墨间分明也流露出对李陵的怜爱。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的是李陵。

最后，大家都回归祖国的时候，只有他没有回去，因为单于
对他有恩。

当初李陵背叛祖国的时候，也是为了他的母亲。

与苏武比起来，李陵更多的是感性，在他的眼里，爱比忠诚
更重要。

当然，他也很爱自己的祖国，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可是单于将他擒住却没有杀他，而是把他这个人才用在有用



的地，这对于一个大将是多么职至高无上的荣誉啊!于是这份
恩情在最后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别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却没有，他总是被自己束缚
着，或者被某种感情束缚着。

李陵是善终的，决定要报答一个人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也许他动摇过，在回与不回之间徘徊过，但他最终选择了留
下，想当年。

李陵大将军用不满五千的兵力斩杀了匈奴一万多人，其实投
降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

人们常说李陵是个爱兵如子的将领。

士兵不吃他不吃;士兵不睡他不睡。

他是一个极其中感情的人，对任何人都坦诚相待。

苏武身为他最好的朋友，可他却没有同苏武回到那个一直向
往的国土，心中的压抑自然不可言喻，便把所有的感情抒发
在这首赠与苏武的诀别诗中：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昔在常相近，邈若胡与秦。

惟念当离别，思情日已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

愿子留斟酌，慰我平生亲。

李陵——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国大将军。

苏武传读后感高中篇四

苏武本以十九年书写着民族不屈的丹青。

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己的生命永远小于自身的
信念值。”

在中国，这样的人也可谓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古代中国，
生命对于一个壮士英雄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而《苏武传》
中的苏武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他拥有“真金不怕火炼”的伟大气节，面对卫律和李陵的劝
降，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他没有投降，没有退缩，他始终
信念如磐石一样坚定，宁死不屈，忠贞不渝。

而和他相比，其他的配角就相差甚远了，与苏武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张胜，糊涂地帮助了缑王的谋反，在事情败露后又经不起考
验，叛变投降。而在相比下苏武清醒地认识到使节行为不当
会引起两国的纷争，欲以死息祸，而面对匈奴的劝降也是种
坚定不移的坚守着自己可贵的民族气节。

卫律的卖国求荣，阴险狡诈与苏武的忠贞不二，不卑不亢。

李陵的为一己之私而叛国与苏武的以国家利益为先。



这些都能强有力地表现出苏武是个爱国忠贞的真君子。

而往往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李陵的一番话也无疑翻起
了苏武内心的浪花。亲人的惨死，妻离子散一定使苏武痛不
欲生，可是他仍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忠贞的信念战胜了一
切。他对卫律，义正言辞地指责卫律的卖国行径，并且列举
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来警告卫律。为的就是告诉他一个道理：
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也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啊!

是坚定的爱国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即使始出强壮，发白归汉，
相信苏武一定无怨无悔。

苏武传读后感高中篇五

读《苏武传》，也不应该强迫自己读出苏武的忠诚。

这只是苏武的生存状态，是“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的报
恩者和把“臣事君，犹子事父”作为自己最高行动准则的儒
生的生存状态。

细读文章，李陵的生存状态真实感人。

他没有卫律幸福，他虽然投诚，却始终以投诚为耻。

他没有苏武幸福，没有苏武信仰的单纯，眷恋着俗世的幸福。

他是一个痛苦的人。

当卫律去劝降时，威逼利诱，惹得苏武的一顿臭骂，但李陵
去劝降时，苏武却没有动怒。

同样对劝降者，班固对卫律着墨不多，但对李陵却用了大量



的篇幅。

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名门之后，他继承了其祖英勇
善战，也继承了其祖悲剧的命运。

不甘沉默，请缨率五千弓箭兵深入大漠，想一战成名。

然而最终因弹尽粮绝，突围不得而被―迫投降。

李陵为什么不杀身成仁呢？将军战死沙场，不正是死得其所
吗？然而谁不想活命呢，谁能轻易地舍弃生命呢。

何况他还想以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庶几
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但不管是真降还是假降，他都觉得自己在人格上已矮了一截
了，因此，尽管与苏武是故友，又同在匈奴，“终不敢求
武”。

后受命劝降，其说辞如实地道出苏武真实的生存困境。

终不得归汉，忠诚无人知晓；家破人亡，没有必要归汉；皇
帝喜怒无常，即使归汉，面对是鲜花还是刀斧尚未可知。

求名、求家人平安、求善终有果，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李陵
在苏武守得云开见日出之时，置酒相贺，与武决别，泣下沾
襟。

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汉室能够赫免他的罪过，保全其老
母性命，也一定以反水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

李陵内心的悲伧全化作了眼泪，当初不得不降，祸及老母，
今生无家可归，长作域外之人。

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幻化成了那泪流满面的李陵。



十九年，天之苍苍，但芸芸的众生又有多少个十九年？

苏武本以十九年书写着民族不屈的丹青。

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己的生命永远小于自身的
信念值。

”

在中国，这样的人也可谓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古代中国，
生命对于一个壮士英雄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而《苏武传》
中的苏武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他拥有“真金不怕火炼”的伟大气节，面对卫律和李陵的劝
降，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他没有投降，没有退缩，他始终
信念如磐石一样坚定，宁死不屈，忠贞不渝。

而和他相比，其他的配角就相差甚远了，与苏武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张胜，糊涂地帮助了缑王的`谋反，在事情败露后又经不起考
验，叛变投降。

而在相比下苏武清醒地认识到使节行为不当会引起两国的纷
争，欲以死息祸，而面对匈奴的劝降也是种坚定不移的坚守
着自己可贵的民族气节。

卫律的卖国求荣，阴险狡诈与苏武的忠贞不二，不卑不亢。

李陵的为一己之私而叛国与苏武的以国家利益为先。

这些都能强有力地表现出苏武是个爱国忠贞的真君子。

而往往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李陵的一番话也无疑翻起



了苏武内心的浪花。

亲人的惨死，妻离子散一定使苏武痛不欲生，可是他仍然舍
小家为大家。

为国忠贞的信念战胜了一切。

他对卫律，义正言辞地指责卫律的卖国行径，并且列举了惨
痛的历史教训来警告卫律。

为的就是告诉他一个道理：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也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啊！

是坚定的爱国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即使始出强壮，发白归汉，
相信苏武一定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