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秦始皇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秦始皇读后感篇一

《秦始皇本纪》中一共有五篇歌颂秦始皇功业的碑文，内容
大同小异，大都讲诉了始皇的功绩，如“顺承勿革。皇帝躬
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
诲”，“诛乱除害，兴利致福”，“皇帝哀众，遂发讨师，
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极”等，主要描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的伟
大功绩和登基为皇帝后所制定的一系列利民政策，然后又花
大量篇幅描述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如“地势既定，黎庶
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大
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
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等。这几篇碑文句
式整齐，语言质朴而又显得大气磅礴，有力地歌颂了秦德
（这和人们对秦的印象有很大差别，有可能是夸大，毕竟是
秦始皇下令修的碑。不过现在关于始皇是否真是个暴君有些
争论，这里就不考古了）和秦始皇确立的一系列政策，尤其
是最后一篇碑文除赞颂秦德外，另有部分文字的内容涉及整
顿风俗教化，或许证明了秦始皇在建立、建全了大秦帝国的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之后，已将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的问
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焚书坑儒的原因：

始皇三十四年，博士齐人淳于越主张恢复古制，进谏
说：“我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



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
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
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
的，还没有听说过。”始皇就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李
斯首先否定了博士效古法的观点，批评了儒生的愚陋。随后
他又指出如果人们只欣赏自己私下所学的知识，指责朝廷所
建立的制度，“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
为高”，那么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
就会形成。最后提出“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李斯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句句符合始皇的心意。天下初定时，
始皇就反对周朝的分封制度：“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
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
岂不难哉！”。他认为周制是导致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征伐
不断的原因，而始皇则是想要秦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
之无穷”。所以始皇听到博士的意见一开始就产生了厌恶。
而断绝人们效仿古法、议论制度就要从思想上入手，而书正
是传播思想的载具。焚书也是愚民、弱民的方式之一。之前，
始皇下令“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是从物质上削弱百姓的力量，而焚书
则是从思想上巩固对人民的统治。

而坑儒则是因为侯生、卢生的逃走，他们认为认为始皇为人，
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贪恋权势，自己不能为他寻找仙
药。这些话传到始皇的耳朵中，使秦始皇非常生气。秦始皇
原本非常尊重卢生等人，给予了他们很丰厚的赏赐。对于他
们对自己的评价感到非常愤怒，始皇就追查这些人。本来这
些人并不多，可他们辗转告发，一个供出一个，始皇亲自把
他们从名籍上除名，一共四百六十多人被全部活埋在咸阳。
同时，始皇坑杀这些术士也是为了惩戒后人，起到杀鸡儆猴
的作用。（注：个人感觉按照《史记》记载坑杀的应该只是
那些为始皇炼制丹药的术士，而不是儒生，毕竟儒生学的是
孔子的学说，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炼丹之学）



为何秦能管理好秦民，却未能治理好天下民众？

为何秦之强能扫荡六国，却灭于平民起义？

秦能管理好秦民，却未能治理好天下民众主要是因为秦没有
根据不同的时期和社会环境来正确地改变治国政策。当秦还
只是一个诸侯国时，天下正处于战乱时期，各个国家征伐不
断，这时诸侯国的人民都希望自己所处的国家不要灭亡。这
时秦采用法家的思想，以法治国，重刑狱。同时赋税、兵役、
徭役又比较重，虽然人们生活得不好，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时
期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能接受这种
较为严苛的政治。就像苏联确立政权初期为了打败国内的反
对势力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一样，虽然严重损坏了人民的
利益，但国内也没有发生大的乱子。

而当秦统一天下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刚毅戾深，
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
久者不赦”，“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
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
始”。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人们希望天下一统，
结束战乱，然后过上安逸和平的日子。秦统一天下从客观上
讲是正是符合了人民的这种心愿。而大一统后，秦并没有顺
应民心，“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仍采
取更加严酷的统治，剥削百姓。这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人们不能忍受这种严苛的统治，“不敢言而敢怒”，此时秦
已尽失民心。

秦能扫荡六国，完成一统一方面是因为秦军事力量强
大，“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
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有张仪、
李斯等名臣，又有王翦、白起等名将，兵多将广，物资充足；
另一方面，六国之间勾心斗角，各为其利，“名为亡秦，其
实利之也”，缺乏彼此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如同一盘散
沙般，自然容易被各个击破。



秦始皇读后感篇二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
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
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间跨越三千多年，比较详
细地记述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发展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
珍宝。

《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在其历代祖先积蓄力量的基
础上吞六国，统一天下，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
的过程，肯定了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记载了秦始皇称
帝后由于缺少历史经验而采取的种种做法；尤其是写了秦始
皇死后，秦二世以非法手段谋取政权，倒行逆施，终致在两
年多的时间里将秦王朝彻底葬送的悲惨教训。

读完《秦秦始皇本纪》我发现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
才大略的君主，他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
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秦始皇这一类皇帝在历史上，他们可谓是少有的人才，虽然
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一样的头脑，学的知识学的知识要比
他们更丰富，但是他们确能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去管理无边大
的国家，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把自己有限的知识融入生活中，
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彩！

秦始皇读后感篇三

今天又欣赏了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
记载了秦始皇在其历代祖先所积蓄的力量的基础下，横扫六
国，一统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强大国家的过程，
这就可以肯定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当然，也有很多体现了秦
始皇因为经验不足所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写秦始皇死后，秦



始皇之子秦二世以许多非法的手段篡取权政，最后在区区两
年多的时间里将秦王朝彻底葬送的悲惨教训。

这一篇主要讲解了秦始皇称帝后建立，实施的一系列制度与
措施的片段，表现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与恢弘气度。

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是将其作为一个因为缺少历史经验而招
致失败的悲剧英雄来进行写作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秦始皇吸取前代商纣王和夏桀王的失败经
验，也许秦朝可以是一个复兴文化的朝代，可与唐朝相提并
论，假如秦始皇不是一位暴君的话，可能会使国泰民安，因
为毕竟六国都是秦始皇所打垮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谋权篡位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或许国泰民安之后就没人想到谋权篡位
了。

像清朝时，慈禧太后篡位之前那样，天下大和，虽然仍有一
些不安定因素，但是毕竟只是小部分，家家欢乐，家家太平。

秦始皇的威严与神武是我们后人无不敬佩的，只是他的暴行
让我们对他的有一些不好的印象，即使秦始皇的行为有种种
的不对之处，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的评价还是肯定与赞
扬的方面占大多数，尽管也对其有许多的批评与不满，但总
体还是在称赞秦始皇。

秦始皇名叫赵政，当秦国在六国中占绝对优势时，庄襄王死
去，十三岁的秦始皇即位，同时政务由大臣来管理。秦国也
无时无刻地他国进攻，凡是对秦国不利的，都一个个铲除。
秦国二十几世纪的国君累积下来的功绩。终于在秦始皇这一
代局出，秦国迅速的强大起来，很快就统一了六国，但是这
么一个空前强盛的国家，怎么会在短短的几十年毁于一旦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对语言、文字、尺度等一系列都进行
了统一的规定，他的功劳对以后的华夏产生巨大的影响，然
而他在获得天下以后，为自己的私智。秦国永久的连续，不



曾册封一个诸侯国，使得秦国十分独立。这一是秦国快速灭
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情始皇性残暴。一般都用武力解决的。
曾花重金去寻找人灵芝奇药。还请人来炼长生不老丹。由此
看来秦始皇的贪念就巨大无比。在民怨沸腾的时候，竟然去
建阿房宫。结果还没建成。如果二世有一般皇帝的领导能力，
应该对秦始皇为了私智，留下的各种麻烦进行弥补。从而避
免秦国的毁灭，天下一样会坚固，但是二世亲小人，远贤臣，
搞得盗贼已经到宫门也没人通报。最终自杀身亡。由此可见
一个朝代兴衰比但与君王有关，还与群臣的忠奸有着莫大的
关系。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只有团结起来国家才能强大
起来，百姓的生活才能幸福、安康。

秦始皇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读了《秦始皇本纪》中的节选部分，我知道秦始皇
一共做出这几件事：

1.将天下分成三十六郡，按分级安排官员更换百姓的称呼，
大宴天下。

2.收集天下的兵器聚集在咸阳，融化成12个金人，每个重达
千石，放在宫中消除造反隐患。

3.统一度量衡，车的轨道和文字。

4.将国土面积扩大。

5.将天下的豪富之家搬到咸阳，宇庙和行宫以及狩猎的地方
安排在渭南，在咸阳北边的山坡上建筑宫殿。

其中我认为第三件大事秦始皇做的很好，因为统一度量衡，
车的轨道和文字不但能便于生活，便于政令的下达，便于文
化的传播和统一，还让我们整个国家人人都团结一心，为现
在的整个中华文化打下了基础。



但是我认为第二件事做得非常不好。如果要消除造反隐患，
应当爱民如子，取得民心，但光是消除天下兵器，还可能会
让民众的造反心理更强，所以第二件事情是我做的很不好。

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但精神上仍然没有成长，思想还停
留在少年时期，所以秦王朝只有几十年就被推翻了。但不得
不说，秦始皇确实是为现在的中国打下了基础。

秦始皇读后感篇五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本记传体通史，并且是司马迁走
遍大江南北，经受了各种打击，呕心沥血在公元前91年完成
的旷世巨作。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撰些时代中各领域英
雄豪杰和记载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列传”，是它让我感受到
了历代英雄人物的气概与豪迈。

比如说列传中的“刺客列传”里的聂政、荆轲等人。以前，
我认为刺客可是就是那些品行不正，只明白搞偷袭的人，但
史记上的叙述，让我明白，有些刺客是不仅仅仗义疏财、劫
富济贫，并且对君子赤胆忠心，像有些为了自我的国家去行
刺君王，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真可谓
是有去无归。虽然如此，但他们依然一心为君，就像荆轲临
走时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悲壮，更有那之后身中八剑却仍一心想着太子丹，这就是
他们的赤胆忠心的最好表现。

在《史记》里，我认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立木取信的商鞅，
巧言退兵的陈轸，少年有为的孟尝君，错失良才的.魏惠王，
贪利失地的楚怀王……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不从浊流的屈原。

屈原是楚国著名的大诗人，他知识十分渊博，口才也很好，
无论是对外交际，还是管理内政，他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
楚怀王很赏识他。可是，屈原的才华受到了上官大夫的嫉妒，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楚怀王面前造谣生事，楚怀王听得多了，



也就信以为真，渐渐地疏远了屈原。德才兼备又清高孤傲的
屈原，怀着悲愤的心境，写下了长诗《离骚》，多年来屈原
报国的愿望未能实现，最终跳进汨罗江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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