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模板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一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文
学作品。埃德加.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
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
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
况。

文章主要内容是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刚刚30岁的斯
诺是到达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毛泽东和
周恩来以博大胸怀、热情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有好奇心，尊
重眼见为实、客观公正的美国客人的到来。进入西北红色根
据地后，斯诺对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敬重。

通过采访和实地了解，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
军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因此，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的报道，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
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
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将令人大开眼界的故事讲述给新闻
界，出版了这本不朽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让世
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
面貌。

我无法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是怎样一副黑
暗凌乱的场面，更无法想象红色中国在这般境界时如何崛起



的。但当我合上《红星照耀中国》时，脑子里涌现出一段段
文字明确地告诉了我——中国的民魂已悄然觉醒，黑暗即将
被冲破。有了民魂，毛泽东能率领农民军起义，并在之后建
立红军；有了民魂，红军面对兵强马壮的国民党四次全
力“围剿”能屡屡大捷；有了民魂，红军面对万里长征坦然
不惧，坚定走到最后，是民魂的建立，民魂的发扬，奠定了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给新中国的成立标上了日期！

这本书让我深深地感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
大光辉历程，深刻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和英雄壮举，擦
亮心中的信念之灯，点燃心中的红色激情，并将自己融入祖
国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让红色精神不断地传承下去。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二

长征最艰难的一段我认为莫过于飞夺泸定桥了，这一战可谓
是惊心动魄。

在沪定桥前，红军若是后退绕行1000多英里，那么他们绝无
生还可能，他们只能前进。

红军冒着桥上熊熊大火，冲入敌人的城堡之中，进行着反击。

地面上是一声又一声嘹亮的'红军万岁！红军万岁！空留蒋介
石的飞机在空中无能哀叫。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三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来时，红色的扉页被悄悄翻开，白纸黑字，
字字分明，屏息凝神，倾听它的絮语。“那红星照耀中国，
也必照耀整个世界。”这是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提
出在这本书中，共产党的艰辛，努力及奋斗，深深触动他的
内心。



《红星照耀中国》真实记录了斯诺自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月
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
报道了当时红色根据地的情况，介绍了中国革命、红军，也
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与成长。这部经典作品多方位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他们乐观向上
又甘于奉献，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奋力拼搏，勇敢地探寻着
中国前进的方向。书中所记均为斯诺所见所闻，取材于事实，
也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了共产党和红
军的真实情况，瓦解了当时外界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
言，并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做出的不懈努
力，他们乐观向上又甘于奉献，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奋力拼
搏，努力探寻中国前进的方向。

一本书毕，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自力更生，独立强大的.国
家了，而遭人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不就是红军心之所
向吗？他们身上的韧劲会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生于和平年
代，自然没感受过战场的残酷，但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遗忘
无数革命先躯曾在狼烟四起中横刀立马，在民哀国殇之时挺
起民族的脊梁。反之，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一心一意，一丝
不苟，更应该追求坚持不懈的精神，顽强不屈的品性。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

红色的天际映衬在红色的扉页上，显得更加耀眼闪亮，我仿
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无比光明。

返回目录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四

近几日，因为学校的推荐，我去读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
国》的报道性文学作品，其作者是埃德加·斯诺，一位十分
优秀的美国新闻作者，他来到了当时动荡的中国在报社工作，



跟随着红军共同生活，而这本书则描写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
闻。

这本书一共有12章节，语言虽然朴实平和，没有过于繁杂的
辞藻堆积修饰，但确真实可信，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浓浓的情
怀，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
等；同时又叙述了一件件入木三分的故事，如苏区教育、长
征、西安事变。

在众多事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由
来”，本篇主要记述了他采访毛泽东的情况，通过与毛泽东
几个晚上的谈话，他了解到毛泽东的生平，童年时期如何反
抗他的父亲，如何读书，如何影响他一生的故事；如何从军，
如何进入长沙师范学校，投身政治活动，创立文化书社，反
对军阀，组织工人运动等等。尤其是他如何建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以及作为共产党员毛泽东的辉煌事迹。毛泽东是亿
万农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而且文采斐然，
诗词字字豪放，有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志豪情，如今
很多人的家里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就是这样一位伟人，在
做出大事业前，总也免不了刻苦学习，坚定信念，将来如若
我们也要干成一番大事业，必将这样才好。

从本书一字一句中，我都能体味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千山只等闲”的革命大无畏主义精神。红军用火一样的爱国
情怀，燃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用铁一样的坚定意志，
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如一颗闪耀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西
北，且必将照耀全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五

在我的书橱里，有一本被小心保存起来、十分崭新的书——
《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是美国作家斯诺写的，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故事。红军
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感动。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怕
牺牲，顽强拼搏，体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其中《红小鬼》这一章中说的是有一些孩子才十岁就当上了
红军，其后一生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每一个红军驻地，
都会有一个少年先锋队的模范连，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十几岁的少年。

我们现在也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可我们现在的生活无忧无
虑，生活条件也很优越。在那时，吃的东西很少，经常用树
皮和树根来充饥，想吃一个苹果都是奢望，红米饭、南瓜汤
就算得上是美食了！

在那时，因为革命的信念，每个人做什么事都尽全力去做，
没有一点松懈。而现在我们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做事总会
漫不经心，马马虎虎。有时正是这一点点的马虎，就会出现
失误，事情便会做不好。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长征折射出的
可贵精神，但是这些精神恰恰是照耀未来民族前进的一盏灯。

3想想在那时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就肩负重任，经受了现
在难以想象的苦难，很多甚至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年幼而宝
贵的生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

我们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
不能失去信念和信仰。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六

假期伊始，班主任就布置了一项任务，暑假期间要认真阅读
《红星照耀中国》，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党、亲近党、理
解党，让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成立的，又是如何引领
全国人民从贫穷奔小康，怎样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强



国的。

说实话，第一天看书的时候是抱着完成任务的思想去捧起这
本书的，我还幼稚的以为，一个外国作家怎么知道中国的历
史。可是看着、看着，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了，这本书不仅
详细介绍了红军的征战史，并且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
面进行了报道和解释，让我跟随书本的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回顾了党的历史。

作者斯诺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了革命领导者的事迹，在他的文
字里我们看到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形象，通过
一件件事情让我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大的革命
领导者。也是通过他的文字，我们了解到，当侵略者的屠刀
指向中国人民，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真正救人民于水火，反
而发动内战，这也让我对国民党政府自私行为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他们的恶行让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让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中，此时此刻，怎样救国？如何寻觅一条正确的救
国之路？这个时候谁能力挽狂澜？毛泽东站出来了，他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引领着几十个热血、爱国青年，成立
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初期，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和一些不安定因素，曾受
到过很大的损失，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局
面。我们的党克服种种困难，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
道路，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
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100年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日益强大，
但是这段历史却该永远保存在后代子孙的记忆。如今我们在
美丽的校园里玩耍，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我们衣食无忧、
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这都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红星
照耀中国》提醒着我，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不要忘记无数革
命先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流血牺牲，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



中，面临国破家亡之时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为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因此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铭记历史、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
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长大后保护祖国，
为新时代的祖国做贡献，为第二个百年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