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优秀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再读《红星照耀中国》赋予我的
意义。

自律之美。吸烟在红军队伍中是禁止的，且吸烟的战士很少。
当作者邀请战士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解决，战士们都喜欢玩
一种叫做识字牌的游戏，这个游戏可以帮助不识字的队员认
识基本的汉字，还有更多的红军战士学习军事战术和人体卫
生知识等，这便是红军战士的生活，并不十分有趣，但却极
其严格自律。现在我们学生所需要的，也是这种严格的自律
精神。比如，有些同学一有了手机，便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从而使自己的成绩一落千丈。我们只有如红军一样自律，心
怀远大的理想目标，并持之以恒，定能离梦想更近。

坚韧之美。两军相争勇者胜，在红军战士强渡大渡河中，我
体验到了红军的坚韧之美。在安顺场以西四百里，峡谷高耸，
河流又窄又深又急的地方，有一座铁索悬桥——泸定桥。狡
猾的敌人把煤油倒在桥上，让桥烧起来，这是多么骇人的高
温，可面对如此高温的铁桥，脚下湍急的河流，敌军的密集
轰炸，赤着脚的红军没有丝毫的胆怯，他们冒着敌军的炮火
蜂拥而上，扑灭了火焰，并在桥上铺上了木板，正是红军这
种团结一致的坚韧在气场上压倒了敌人，并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这种坚韧精神也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动力，这股动力鼓
励着我们不断往前走。

《红星照耀中国》，它以不一样的口吻，用不一样的角度去



向世人叙说这段传奇故事，让这段传奇在历史的长河里闪耀，
永不熄灭。它也告诉世人，红星不仅仅照耀着中华大地，也
照耀了整个世界，照耀着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民，让全世界
感受到红军的力量，来自中国的力量。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红军的精神指引我们，让我
们能明辨是非。在那个年代，红军苦中作乐，被斯诺称
为“最幸福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在如此和平的年代中读书
学习，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我们更应该成为“最坚韧的中
国学生”。为了新的征程，让我们拥有一颗坚韧的心，一起
昂首出发!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二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一篇的名字叫做“造反者”。当
时，我一看见这三个字，心中诈一愣，造反者?难道是混在红
军中的“奸臣”?翻开书一看，原来是我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大
人呀!的确，这造反者的称号还真是实至名归呢!在斯诺的笔
下，周恩来这一人物形象，更确切的说是他的另一面实在是
让我大跌眼镜。

周恩来是中国人中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
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父母皆是两位深爱阅读的人，
从而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但在1919年的学生运动
中，周恩来做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如此年轻的他从此踏
上了革命的道路。尽管他是那样的年轻，却又是如此的好强，
他简直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搭了进去啊!

因为他未受过正规的军训练，在工人阶级的很少干活，所以
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革命的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知识。之后他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南方
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等装备对付作为敌人
后缓的大城市的全部财力。而他的这一切努力都仅仅是为了



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诺，没有盐吃，不得不
用人民铁的意志来代替。

更令我吃惊的是斯诺竟称他为“狂热”分子。他背弃中国古
代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苦的能
力，无私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敢不挠精神。

在斯诺与周恩来漫步在乡间的时候，他显得轻松愉快，和对
大自然的向往，在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
上的时候，他好似返朴归真了，给人的不是一往常态的领导
风范，他仿佛在逐渐拉拢他与乡下人们的距离。而那一刻在
斯诺看来，他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不过仔细一
品味他的动作，也真是如此。

也许正是这份轻松的精神才是他能够依然理智和微笑着去面
对各种困难局势的吧!

这样的周恩来似乎又使我的心中对他燃起了几分敬畏。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三

斯诺看见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西北一角，看见红星照耀着中国
大地。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再一次跟随作者斯诺走完了漫长的红色
之路。我仿佛真实的看到，中国革命就在眼前发生，中共领
袖的高瞻远瞩及准判断，真实的报道了伟大的长征和构成中
国现代历史重要转折点的西安事变。

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曾经说过，“当人们在政治上陷入思
想苦闷的情况下，埃德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
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我们常常听别人
提起中国革命事业，却未曾对此有着更深的了解，正是埃德



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让我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及优秀
的中国党领袖都有了不一样的了解。

最让我难忘的，是李长龙讲述贺龙的片段，一字一句中，塑
造出了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了人物真实却又不同于
所闻的样子。贺龙出生贫苦家庭，同情穷人，国民党对农民
的恶意屠杀，激起了他投身革命事业的决心，贺龙口才很好：
“他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中是有名的。李说贺龙说起话来
能叫死人起来打仗”，作者在书中这样描述。急躁却又谦虚，
英勇无畏又平易近人，这便是作者笔下的贺龙。或许有某种
力量使得他们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
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的忘记了自己的
存在，但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在革命这条道路中，年轻的战士们不畏艰险，英勇向前，即
使遇上了长征，道路艰险吃皮带，扒树皮，也绝不放弃。其
间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翻过雪山，
走过荒地，行程两万五千里，我不禁惊叹：这简直是中国历
史上的一大奇迹呀!

“长征精神”还有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发扬，忆古思今，多少人像远征的战士一样报效国家，而我
们也应该竭尽全力，努力报效祖国。

本书体现了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记载精神，同时，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
必将照耀全中国，闪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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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出生于美国的一个贫苦家庭，他



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等等。后来他在上
海教书时，和一些地下中共党员有所接触。一九三六年时，
斯诺带着他对中国红军无法理解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去探
索答案。在斯诺于中国红军交涉之时，写下了这本《红星照
耀中国》。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零距离”地了解到红军的生活——
红军战士不作战或不值勤时，每星期休息一天。他们五点钟
起床，晚上九点钟吹“熄灯号”睡觉。每天的时间表包括：
起床后即进行一小时的早操;早餐;两小时的军事训练;两小时
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
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熄灯号”。这是亲身经历
过红军生活的斯诺对其的最真实的描写。

在“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的“政治课”中，斯诺问红军战
士们：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红军战士们的回答
不计其数，有的说红军是革命的、有的说红军是抗日的，也
有的说红军是受农民帮助的……后来，斯诺又问大家是怎么
知道农民爱红军的，红军战士们又举了千百例子。

《红星照耀中国》是写中国革命，可作者却是外国人。是什
么让外国友人投身中国革命?是金钱?是权力?都不是。是中国
红军那舍己为人，精忠报国的黄金精神啊!将红军与白军对比，
就会发现红军是多么的坚定，有毅力。在与国民党对峙时，
敌众我寡的局势下却取得了胜利。这胜利不仅取决于红军战
士坚定的信念，还有农民、工人的支持。一个团队的成功和
失败，取决于他人的支持或否定。想走完成功之路，就必须
做好随时可能会失败的觉悟，充满信念，才能微笑的走下去，
迎取成功。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六

《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因为便于在“白色中国”发行才译成
西行漫记的，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
觉得更有中国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今年有幸去延安等西北地区参观学习，所以对书中提到的很
多景物都有直观印象，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时过七十年了，
依然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同事们去一趟“面子上”都有反应，
依然是一地干渴的黄土和太阳能晒开石头的缺水区。

翻开书本，心就平静下来了，作者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他的
西部之行，而一个个鲜活人物跃然纸上，一幅红色苏区斗争
图浮此刻眼前。作者运用欧美作家善用的描述的手法，以平
视的角度，朴实的笔触给我们讲述着那段历史。朴实的语句
却将东西方文学的区别体现的淋离尽致，当时这样的文章就
应算作新闻或通讯了，而在这天就是一部传记了。

朴实的语句却感觉别样而新鲜，外国人看中国的革命对每个
读者和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还是看
看作者是如何描述别样情景和人物的吧。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
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这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描述。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
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象中国人地进行战斗。”这是作者对
中国革命的初步认识和认同(当然象中国人地战斗我们不明白
是一个怎样的战斗)。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
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这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描述――是一个喜欢憨笑的人。



从他的记叙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极为难得看到的、很有点神秘
色彩却极为悲壮的西路军的有关资料。西路军的很多故事、
当然也包括很多女红军战士惨烈经过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在
中国革命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当年的残酷是我们现代人
无法想象，而那种信念、意志也令我们不能望其项背的。如
果你感受过西北的风沙，有幸、有缘你可能在宁夏、青海依
然能听到当地百姓将一种树叫“红军杨”，折断树枝略呈红
色的液体慢慢地渗出来，百姓们说那是当年红军的鲜血，每
一节树枝中间有一个十分规则的、鲜红的五角星，百姓们说
那是红军当年头上的红五星。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我们无
须去分辩真假，而那段悲壮、惨烈的历史却是真实的，至今
放在档案里、在百姓中间口口相传，而经济仍欠发达或者说
贫困的当地百姓对红军的那份感情言语间听来让你落泪，你
是男人也会的。

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吧，珍惜这天所拥有的，跟一位美国
人――斯诺一样深爱这片红色土地或者说更爱这片土地，因
为我们是中国人。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七

我们从来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在一个和平
的国家，如今山河虽已无恙，但读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内心
震动。

地势险峻。

“峡谷中岩壁屹立、河道狭窄、水深流急。”

“有时要爬几千英尺高，有时又要下到涨水的河面。”

红军赤着脚在峡谷、泥泞中蹒跚而行，他们不是神是人，却
承受着如此恶劣的环境，那是怎样一股信念去支撑着他们？
长征难，难于上青天啊！



再看敌人的围追堵截：

“敌军也用机枪进行还击。”

“铁索上原先铺着厚厚的木板被拆掉了。”

为了革命的胜利，熊熊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红军精神。敌
人的穷凶极恶，改变不了赤胆忠心；死亡可以摧毁肉体，但
信念永世长存。

最后，来看精神上的压力：

“他们不能放慢脚步，不能三心二意，不能放松懈怠。”

“胜利就是生命，失败必然死亡。”

怀揣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国家复兴的志向。不想输也不能输！
正是这一股力量带领他们甚至全中国走向前端。

长征路漫漫，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
是状态！（李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