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读后感(大全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读后感篇一

你听过《苏东坡画扇》的故事吗？你听过《善报与恶报》的
故事吗？这些有趣的故事都来自于一本书――《中国民间故
事》。

暑假里，我迷上了《中国民间故事》这本书，里面有许多故
事，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善报与恶报》，故事讲了一
个贪心的哥哥和一个贫穷的弟弟不同的故事结局。

哥哥的儿子结婚了，哥哥却并没有请弟弟，弟弟想：无论如
何我也应该给侄儿庆祝呀，于是弟弟就带着礼物，去了侄儿
的婚礼现场。这时，哥哥凶恶地说：“你来这干嘛？”就命
令保镖将其赶了出去，弟弟在众人面前受不起这样的侮辱，
就出海捕鱼散心去了。

果然，善有善报，弟弟捕到了一条小金鱼，从小金鱼肚子里
取到了一枚戒指。这时，正巧被贪婪的哥哥看到了这一幕，
他就马上问小金鱼要戒指，金鱼叫他把手伸进嘴里来，因为
哥哥非常想得到戒指，所以就信任了金鱼，可这时，金鱼一
下子就咬断了哥哥的手，哥哥不但没得到戒指，还失去了一
只手。哎，哥哥真是自作自受啊！谁叫他那么贪婪，真是可
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佛经里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生活中，我们种什
么因，得什么果。你给别人真诚的微笑，别人也会回你友好
的话语；你处处算计别人，处心积虑地谋私，最终可能一无
所获，甚至没一个好下场。

“善”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品质，让我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多种“善因”，才会收获更多的善果。

中国读后感篇二

国家强大，是中国人的梦想。只因为曾经的中国实在太强大，
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整个社会，都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引领世界潮流。试问一声，谁不喜欢一直领先，谁喜欢
落后挨打，谁喜欢只有美好的回忆而没有美好的将来呢？要
想使得中国梦不是梦，需要现代人的多番努力。“中国梦”
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
的共同期盼。今天的“中国梦”，不是天下掉下的馅饼，而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的接力传承。是丰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
能、勤勉的工作精神，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
了卓越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忠心爱戴和国际社会普
遍赞誉。“中国梦”在一次次的“接力传递”中，全国各族
人民始终戮力同心、接力奋斗建设处至大、至优、至进步、
至庄严、致富强、至安乐的国家。

开辟中国时代，是中国的历史责任，是中国崛起和复兴的成

功标志，通过阅读《中国梦》，看到了历代中国人为振兴中
华民族而做出的努力，经过不断的探索，找到了符合社会主
义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人开始有底气为中国梦而奋斗！

未来是我们的时代，是中国的时代，是中国人民的时代。通
过阅读《中国梦》让我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开放精神，作为新



时期的`党员、基层领导干部，实现“中国梦”须付出坚忍不
拔的努力、作出坚持不懈的奋斗，需要接力升级，需要改革
创新，需要真抓实干，杜绝空谈、拒绝浮躁、抵制浪费。空
谈误国，实干兴邦。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凝聚中国的力量！着
重的强调了人生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同祖国和时
代一起成长跟进步的机会。这些梦要靠人民来实现，要坚持
人民团结的力量。有全党全国人民的戮力同心、接力奋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中国读后感篇三

一个人，被伤害后会感到伤心和无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这样，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控制自己的一举一动。

文中所说的小男孩对别人发过脾气后，无论怎样解释，都不
会抹去印在对方心灵上的伤痕。无论说多少次“对不起”都
不会是受伤的心灵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读完这篇文章，我深受启发。我对自己说：如果每个人都能
赞美别人，让美丽的光环笼罩对方的心，世界就会充满爱。

中国读后感篇四

梦想，就像人生旅途中一盏照明灯，为我们照亮前途无量的
美好未来；梦想，就像学业白云后的湛蓝天空，为我们的学
识打好坚定的基础……梦想，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语，同
时也是我们人生词典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词语。

在这本书中，讲诉了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梦想。有的畅想了未
来的美好生活；有的记叙了中国伟人造就成功人生的故事；
还有的写了我们中国从古至今发展的过程……这样的例子数
不胜数。

每个人的心中，终究会有一个梦想。可能是医生，可能是老



师，甚至可能是普通工人……这些梦想无一例外，都是对我
们中国日夜强大的理想有益的！正是有了这些梦想，我们中
国才会渐渐强大起来。

在生活中，梦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梦想就是我们努力
的目标。一旦有了好的目标，我们才会一点点的进步。要知
道，我们每个人的一点点进步，融合起来，就是中国前进的
一大步啊！

虽然现在，我们还只是学生。但是将来，我们一定会变成支
撑中国的栋梁！我们不仅要支撑住中国，不让它倒塌下来，
还必须让它更加的坚固，让它在其他国家中，显得高大！

我们不仅要拥有梦想，还要拥有好的梦想！定制了梦想后，
所有的事情，只要你努力，都不会是难事。我们的梦想，要
大胆，要创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先人做不到的
事情，才能发明出更多对人们有益的物品。

下面，就让我来举例各种我们中国已经成就的梦想：

文学梦：冰心奶奶已经为我们创造了许多闻名世界的散文集，
最著名的如：《寄小读者》《小桔灯》等，早已住进了少年
们的心中；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等，众多文学人士
所敬佩的书籍。

航天梦：杨利伟飞上了浩瀚的太空，顺利的完成了中国首次
航天载人飞船任务；女航天员王亚平还在太空中增多了小朋
友们的知识，在离地面很远的地方，做了一个个有趣的试验。

像这类的梦想还有许多。这些梦想，记录了在历史上，见证
了我们中国迈向强大的步伐，

正是因为有了梦想，中华儿女们才会想着这个目标努力；正
是因为有了梦想，社会才变得更加和谐；正是因为有了梦想，



我们伟大的中国才会日渐强大！

中国读后感篇五

?乡土中国》我没有读之前心里就想乡土中国是一种以怎么样
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我读完了《乡土中国》
之后给我的答案是脑袋里出现一幅画面里面有的父亲和母亲
辛勤劳动的背影和我家乡父老乡亲他们在田地里播种辛勤劳
动的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泪水悄悄的滑落下来打湿了我的
衣服我开始想家人以及家乡的人民和山山水水了。虽然农村
没有像城市那么的繁华但有宁静清新的空气有朴素人民，灿
烂的微笑待人友善，他们懂得珍惜生活和努力创造财富。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农村的一
扇大门。有人也许以为这本书写的早了，对于现在的情况很
不实用，我觉得倒不是。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到现在还闪烁着
光辉。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读过哪本社会学的著作在理
论和语言上胜过这本薄薄的小书。

有人认为费孝通在这本书最主要是提出了，"礼治秩序"及其"
差序格局"这两个概念。我倒是觉得他的最大成果是把乡土中
国的根子挖出来了，指出来为什么我们最近百年的变迁会如
此之艰难。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性是什么？先生在第一篇已经很好指
出来了。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
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
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
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
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
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
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
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
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



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他在谈论文字下乡的问题里面，他认为，在乡村社会很大程
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的教，在一
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
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当
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差序格局"是费先生的独创，在书中，他打了个比方，将西
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的社会
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
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
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
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通过这个比喻，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
现出来了：

首先是执行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实在
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
前雪，莫管他人物上霜"就可以显现这点。而在西洋的团体格
局中，道德的观念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团体是
超于个人的存在。其次是判断标准的随机性。中国社会富于
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对于不同的环境
和人事，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我们往往讲的是攀关
系，讲交情。而西洋社会将的是权，社会对每个人是公道的
人对人遵守的是一样的规则，就是要互相尊重权利，而团体
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再次就是模糊的社会组
织的界限。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的概念，在中国，"
家庭"这词是含糊得很，可以是自己和太太，可以是加上孩子，
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而在西洋社会，"家
庭"就是指他以及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明确得很。最后就是
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就是阶级社会，上



下级关系的明确规定，使得社会层次分明，乡土中国的社会
网络是由等级差别的。而在团体格局中，人是平等的，是被
一视同仁的。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的
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礼治秩序的全面打破，血缘和地
缘的分离，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
围内，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乡土本色被
花花世界所淹没。

当然，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即使她从"农业大国"到"工业
大国"。中国人骨子里的私德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却反而有
一种加重的趋势，社会上盛行的"各走各路"的风气使得这个
社会更加地冷漠。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是孕育于农业文明中的，
中国人身上的"泥土味"是不会失去它的香气的，所以老有一
些"城市人"在那里鄙视"乡下人"，那就有点可笑了。

以上是本人看完《乡土中国》后的一些想法，其实看完《乡
土中国》之后有许多的感想，但又不足以成文，所以只将能
成文者呈现出来了。

中国读后感篇六

我阅读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启发很深。从某个
程度上说，中国人是很丑陋的。这不是我看过了这本书之后
就附庸着叫嚣，环顾四周，看看我们生活的周围——丑陋，
无处不在！

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太虚伪，太爱面
子，以至于几千年来都没有勇气去面对自身的病症，哪怕有
向癌症发展的趋势，却依然蒙着眼睛自诩为“泱泱大
国”、“礼仪之邦”，尽一切可能与手段来掩饰自身的缺
陷——你说中国有缺点，是因为你生活的环境不如中国，你
嫉妒罢了；或者是你担心中国崛起了会吞了你们那可怜的小



国，所以想在此之前尽一切办法来打击我们龙的传人的信心
而已。

脏、乱、吵。他说我们的厨房脏乱、家庭脏乱。很多地方，
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因为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
小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中国人
声音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
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
时里来了。柏杨说：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
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的窝里斗，天下闻名。柏杨说：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
看起来都象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
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
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是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
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
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
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
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
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
要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
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
甚至连虫都不如。所以就有了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的说
法。

由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个很特殊的行为——
死不认错。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
己的错误。所谓“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不
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为了掩饰一个错，中
国人就不用很大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
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
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



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
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
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
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还有，柏杨认为中国人是天下最
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
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
虽大，已装他不下。

柏杨不仅指出了这些不好的特征，还指出了改变我们中国人
丑陋形象的途径。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每个人想办法把自己培
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
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就。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
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没有鉴赏
能力就好象是瞎了眼的主人。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好
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
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豪感，就容易萎靡不振，失去锐意进取
的信心；一个民族要是不会反省，没有制衡机制，那又容易
滋生毒瘤，甚至走向衰亡。说到制衡，美国人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他们似乎永远有闻过则喜的勇气，美国人也写了一本
《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
一个有制衡机制的国家前进的行程是接近直线的，而缺乏这
种机制的国家就会曲线前进甚至倒退。中国人太要面子，面
子可以胜过一切，而理想、事业则在其次。面子到底值几分
钱呢？和事业比，和理想比，它一文不值。柏杨老先生的
《丑陋的中国人》作于20年前，里面揭露的很多现象是中国
社会根深蒂固的，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改变，因为很
多都已经深入文化骨髓，成为了人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所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过好在，细细想
来，还是有不少现象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我们不应
该麻痹大意，而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反省自己、检查



自己。

我认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一个能够长期屹立于世界之
林的民族，首先必须做到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是沉浸在自
我膨胀、自我满足的意识形态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真
的是“礼仪之邦”吗？是的，在对外宣传上是的，可是环顾
四周，真正像一个“礼仪之邦”吗？！

中国读后感篇七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除了三个黄金时代以外，动乱非常可怕，
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总有三五十
年，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又要二十年左右。然后政
权在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到来，陷入治乱相叠
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地生长在贪污、混乱、战
争、杀戮、贫穷里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此中国人
始终没有安全感。

一直以来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如何保
护自己的权利，让中国人产生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
个也怕，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烈，“明哲保身”的思想一直
在文化的传承中被延续。

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
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
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与患难太多，因为他们相信的太多了，
受到的欺骗也太多，每一次都在失望中落空。当一个王朝彻
底推翻另一个王朝，让人们在满怀期待中再次得到的还是贫
穷。

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
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成傻子。

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



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的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
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中国人有句古话：“一个和尚担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中国人希望自己不被
削，削别人的，这样怎么能团结。

中国人是诸葛亮式的虚伪，心里想的与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虚伪的行为导致中国人的诚信出了问题，也让中国人习惯用
错误掩饰错误，证明第一个错不是错！

中国历史中不断的朝代变化，中国的等级制度，让中国人不
敢说真话，明哲保身，这是历史的劣根性。虚伪的个性让中
国人缺乏诚信意识，只求自保不顾及他人感受，也成为现在
社会进步发展的桎梏。

中国人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
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独独的没有自尊，以至
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的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就是
你的主人。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为主人了。

中国人容易自卑，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
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的时候，君臣之间
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坐在同一个榻榻米上，直到纪元
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订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
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是皇帝成为了恐怖
的权威。君和臣、官和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了十四世纪的
明王朝建立了“君父”观念与之后建立的“廷杖”的制度思
想的结合，是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

中国人容易自我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
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百家争鸣。但是，从
那个时代以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控制。自从孔丘先生之后，
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



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
的意见。同时，五千年来，在皇权的统治下，中国人唯一的
标准就是皇权的标准，以官的标注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
益。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

文化让我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
国人什么都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也缺乏道德的勇
气。

从孔子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
一直到现在。但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说是
反对进步的。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
就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对不可以改革。长久的崇古、
不求上进，保守，使中国人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
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每
一个中国人都不可控地传染了中国文化中的病毒。历史的本
身我们无法选择也无权判断对错，这些特征虽然都单薄并且
刺眼地摆在这里，但是这些特性都可以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求解，同时也可以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得到进一
步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