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历史读后感(优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读后感篇一

在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期会涌现出不同的杰出人物。他们
是灿烂的群星，闪烁出绮丽的光芒，照耀着人类。他们每个
人的故事都是一本生动、有趣、神奇的教科书。《中国历史
名人传》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他们精彩的世界，从此有了远大
的.理想。

岳飞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
雄，我特别崇拜他。母亲从小教育他要热爱祖国，在他的后
背刻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这四个字一直激励他在战场
上奋勇杀敌。最后抗金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他誓
死效忠的昏君手里，这是岳飞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读完《中国历史名人传》这本书，我感觉到名人的丰功伟绩
或英勇事迹背后，都有着他们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拼搏，做
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历史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中国历史人物丛书――刘秀》，学到了很多知
识。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
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
奇制胜。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
他所开创的“光武中兴”是中国封建史上著名的四大治世之



一。刘秀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帝王，有很多东西值得自己学习
和借鉴。

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其次，自己学到了面对困难挫折不放弃。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人就被困
难挫折所击倒，但有的人却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在今后的
学习和生活中，要更加磨练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战胜
困难与挫折。

最后，自己学到了要有一颗宽容的心。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误，但是面对别人犯的错误，我们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
别人。

历史读后感篇三

"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
役。"

公元前1世纪中期，匈奴人彼此攻杀不休。其中一部的首领呼
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请求和亲。宫女王昭君自请前往，汉
元帝便把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此后，边境安定了较长一段
时间。呼韩邪单于和昭君也为汉匈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做
出了重大贡献。

我曾不止一次的问自己："为什么昭君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她
难到没有想过，她将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吗？难道她不会难
过吗？为什么？"也是，古人曾经说过："少年不识愁滋味。"
昭君当时的心情有多么零碎，我搜索枯肠而不可得。也许昭
君明白：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吧，为了国和家，她毅然
决定远离家乡而去遥远的边境。感慨那"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
豆"的万种风情啊！



昭君！我一直深深的敬佩着！

你虽为一介女流，却有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品质。你深明
大义、刚毅果断，面对和亲，当后宫嫔妃争着躲避时，你却
挺身而出，甘愿当和亲的使者；你不慕虚名、不贪富贵，当
虚荣的女子个个争先贿赂画工毛延寿时，你却依旧保持自己
纯清的禀性。你智慧过人，不少李清照、蔡文姬的才气；你
天生丽质，不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丽；你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不缺黛玉宝钗的灵巧。

我常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和昭君一样深明大义的女生，在生
活中和同学若有了摩擦，我尽量告诉自己："也许我应该宽容
些，这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宽容是一种美德，要做到深
明大义就要先学会宽容。昭君为汉朝立了很大的功。虽然我
只是个普通的学生，还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壮举，但是我可
以先从小事做起，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学
校里，我可以多多关心班级，有一定的团结合作意识和集体
荣誉感，为班级卫生多操一份心，使班级变得干净整洁。我
相信，等我长大了能在我的岗位上为社会尽一份微薄之力！

昭君，永远的昭君！你善良的面容，你纯洁的心灵，你托起
一个朝代兴盛的双肩……一切，绝美如诗！

"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
无声五十年。"

历史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阅读了《中国历史》中的六册，其中一篇“宁可对不
起天下人”是我印象深刻。主要讲了汉武帝去世后汉献帝继
位，因国家大乱汉献帝无能治理不了国家，自己都没吃没喝
的，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曹操看见后帮助并且保护汉献帝，
让他安稳的`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住在宫殿楼宇里，让他吃好
的东西。可曹操却带领兵队去征战四方，占领了大西北，他



心怀远大的梦想想要统一国家，不受打仗的战乱影响，让人
们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觉得曹操是一个勇敢、有追求，能用智慧解决问题的人，
他以前也是一个读书人，凭自己的本事从一名读书人变成一
名战士，从战士变成将军，我非常佩服他。他说过别人要对
的起他，他可以对不起别人。从这句话中似乎觉得他是个坏
人，但实际上在乱世中，这是一种生存方式，实际他是个保
家卫国的将军，是一个希望和平，希望没有战争的人。

让我懂得做人要善良，要心胸宽广，不能做坏事，保护好自
己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同胞！

历史读后感篇五

一种毫不起眼的东西，它没有台灯的漂亮，也没有台灯的灯
光亮，但是，蜡烛也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你瞧，我这个古灵精
怪的妹妹，是不是很好玩。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读后感作
文看了这一切，我感受很深，啊。再来一个；快看，快看。
别说，这俩小家伙还真训练有素，数到了二十几个还没有出
错。

书中的一些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如《老马识途》《完璧归赵》
《昭君出塞》《火烧赤壁》......也有好多故事是我第一次
阅读，如《“仁义”大旗》《取经求佛》《豆粥麦
饭》......这些故事图文并茂，读起来浅显易懂，我一打开
这本书就废寝忘食地看了起来。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管鲍之交》，它主要讲了管仲和鲍
叔牙之间深厚的友谊。他们俩一起合伙做生意，鲍叔牙出资
多，却体谅管仲家里穷，反而拿的钱少；他们还一起打仗，
管仲为了能奉养多病的`老母亲，冲锋时排在后头，退兵时又
跑到前头，别人说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却极力为他分辩；公
子小白和他的师傅鲍叔牙逼死了公子纠之后，成了齐国国



君——齐桓公，这时鲍叔牙极力推荐管仲为相国，鲍叔牙反
而成了他的副手。

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情谊简直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深！人
与人之间就要像他们一样，相互体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

我们要像鲍叔牙学习，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别人考虑问题。我
们更要学习鲍叔牙的大将风度，他虽然是帮助公子小白当上
国君的功臣，却甘愿把相国的位置留给才华更加出众的好
友——管仲。这是一份多么伟大而又无私的情谊啊！

齐桓公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为人宽宏大量，虽然曾被管
仲射过一箭，为了齐国的利益，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国，
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是啊，没有齐桓公的弃忘前嫌，
哪来齐国的全面兴盛？没有齐桓公对管仲的充分信任，管仲
哪能积极改革、大展拳脚？一个斤斤计较、生性多疑的人，
是不可能成为一方霸主的！因此，我们也要胸怀宽广，和周
围的人友好相处，只有这样，社会才会更加美好，生活才会
更加多彩。

历史读后感篇六

最近，妈妈给我买了一套历史书，名叫《吴姐姐讲历史故
事》，一共有15册。我已经读完了第一之五册。这本书主要
讲从远古到前207年的历史故事。本书共有68个历史故事。历
史，仿佛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面明镜，让我们看到前辈的丰
功伟绩，看到当时社会风云的种种教诲。看看历史，使人明
智。其实历史并非那么遥远，它可以与当今社会融会贯通，
让我们少走弯路，指导我们前行。

书中的历史故事太精彩、太丰富了，让我爱不释手。从开天
辟地开始，就深深吸引了我。我佩服管仲、孟子、蔺相如、
张良、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物的`智慧，我同样也欣赏程



婴、荆轲、田横等英雄人物的气概。爱民如子的汉武帝，至
圣先师——孔子。历史上还有不少坏人，如残忍的纣王、烽
火戏诸侯的周幽王、阴险的庞涓、春秋五霸、篮脸卢杞等。

读了《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使我懂得了许多的道理。其中之
一就是：不能因人的身份而鄙视或仰慕某人，要亲近贤臣，
明辨是非，做一个真正的君子!

历史读后感篇七

《明朝那些事儿五》这一部讲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朱由检，同时也是一名末代皇帝。

对于亡国的皇帝，一般人的印象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爆君?昏君?无能?荒淫?…

他们头上扣着的帽子大多都是负面的，可是在书里，我看到
了一个不一样的末代皇帝。

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

然而，大明江山，此时已经是个病入膏荒，沉疴难治的病人。
纵有妙手回春的扁鹃，也已经无能为力。同时他的旁边，还
有一个虎视耽耽的后金，正等着大明这个曾经的巨人倒下，
然后拾取这片繁华的土地。对于崇祯来说，他能做的只是尽
力而为。对他，我只有无尽的遗憾，所谓生不逢时，倘若他
出身在明朝的其他时期，他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
而不是背负骂名的亡国之君。

同时，我想起历史上另外一个“臭名昭著”的末代皇帝--隋
炀帝杨广。

不管是官方的史书，还是民间的传说，这个据说是耗子精转



世的皇帝是一个最最荒淫的人，其实，我相信这都是李世民
授意抹黑的。

隋炀帝的一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开通京杭大运河，至今
予民有惠；推行科举制度，打破世家大族垄断朝政，帮助寒
门子弟进阶朝堂，听取民意。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
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整饬吏政，加强
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

当然做为一个人，都是有缺点，尤其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
人，他的些微缺点都会被权力无限放大，而成为致命的伤害。
比如，杨广的好大喜功，因为自己曾经的战功赫赫，所以发
动全国之力三征高句丽，想让自己的文治武功得到后人的景
仰，结果却是未获寸土、寸功，不了了之，反而耗尽国力，
劳民伤财，激起民怨，引发叛乱，致使亡国丧命。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史书中的隋炀帝，缺点被无限放大，
优点几乎是完全抹杀，才让后人误解至今。

其实，在隋唐以前的史书，可信度还是很高，比较真实的反
映了历史的原貌。而就是从隋唐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
篡改史书，开了先例，《隋史》是唐朝编撰的，所以杨广被
抹黑成弑父弑兄之徒。而玄武门之变，也变成李世民是被逼
的。

不过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的真相总有
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历史读后感篇八

神农尝百草不幸中毒身亡，临魁继承父亲帝位。他看到人民
衣食有所改善，但生活上还有诸多不便利，于是教民在人口
集中的城中建立市场，以货易货，互通有无。在乡下选择交
通便利地点设立圩场集市贸易(三日一圩或五日一圩连续至今



近有六千多年历史)。其时民风淳朴，交易公正，无相侵夺。
临魁有一子，名承。

神农氏第三任帝王是临魁之子承公，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进
展，人口增加，市场经济富强。承帝设立政府官员，制定法
令。教人民用土制成陶器做为盛食之物，天下百姓争先仿效。
人民安份守已，不敢触犯法律，而又感谢帝王恩惠，百姓安
居乐业。承公有—子，名则。

神农氏第四任帝王是承帝之子则公。他看到天下百姓在树上
作巢居祝有的挖地窖居住，不便利又危急。于是教民结茅为
卢舍以避风雨，又教民利用竹木做床椅等生活用具，惠及百
姓。则公有五子;长子若昌字大禹，为治水官员。次子若智，
掌爱畜收官员。三子若愚，掌管礼教官员。四子若彬，为朝
相。五子若百，为将軍，继承帝位。

神农氏第五任帝王若百。当时北方匈奴出名叫拨脱，好音乐，
妄自为大，自称为国。若百帝令子多来战败拨脱，帝召拨脱
来朝，以音乐供其享乐，自拨脱开头归顺中国。子名多来，
继承帝位。

神农氏第六任帝王多来。随着生产力快速进展，教百姓养蚕
取絲制作绸緞，又教民种木棉积成布，制成衣服鞋袜冠带。
生子一，名襄，承帝位。

(六十年为一甲子)。又令作指南車(罗庚)辨别方位。生子一
节茎，节茎为隐士，有二子，克，戏。克公之子也是隐士，
生子一榆罔，复帝位。
神农氏第八任帝王榆罔在位十三年。政权被軒猿取代(黄帝)。

历史读后感篇九

我是个很喜爱读历史人物传记的人，在我所接触过的历史任
务人物中。我认为综合力量居首的是建立了贞观之治的唐太



宗李世民，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每个历史人物都有自
己的功过得失，所以李世民也不例外。惋惜他死得太早，只
做了二十三的皇帝。这个集政治，军事，文学，武功，治国，
平天下等才能于一生的英主，留给后人太多的思索，假如说
李唐天下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那其中的
缘由只有一个，由于李氏宗族里面出了李世民。我不知道应
当用什么词语去赞美他，或许任何词语都不为过。这个五十
四年生命中布满传奇颜色的男人，毕竟有这什么样的惊人的
力量和天赋，唯恐只有他自己知道。

更多的人想到李世民第一反应就是玄武门之变。其实我觉得
李世民早期的生活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李家在当时也
算是达官贵族。李世民之父李渊是世袭的王爵，而李世民更
是由于才能出众成为隋炀帝钦点的秦王，但是雄才大略的'李
世民远不会满意这样的王爵。所以他在天下大乱的黄金时段
劝父起兵。在深刻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后，他选择了勤王保政，
进驻长安的第一步策略。这样既可以获得民心和疗养的时间，
也可以使各路反王相互争斗，消耗实力，李唐却可以坐收渔
利。其次步打下洛阳，作为进展的依据地。在当时，洛阳是
各家反王都想得到的地方，得洛阳者得天下.有着精彩军事才
能的李世民当然会清晰这一点。第三，招揽人才，以为己用。
打仗除了实力，更重要的是人才。李世民对人才的渴望和他
精彩的首领气质,使得投奔的英雄人物不计其数。当然，最终
李唐的统一根本就是取决于李世民的这三点政策。所以没有
李世民就没有李唐天下，更不会有后来的强盛王朝。完成统
一大业的李世民只有二十二岁。

历史读后感篇十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中国大历史》，其实早在三年前，父
亲就推荐我阅读这本书，但因当时我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匮乏，
看问题也比较浅显，于是一直拖到现在。

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在文字中，他还



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
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
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且是在区域历史
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因此，我们不必要将历史读
作资治通鉴，不必要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
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同时
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多的借鉴。

《中国大历史》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
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
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
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它不
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
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
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黄仁宇一直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因
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
然依然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黄仁宇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
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特别
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由此也实
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中国大历史》对我的
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
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
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
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