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简史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简史读后感篇一

从孔子开始，儒家将实行仁的方法称为“忠恕之道”。“尽
己为人”即为“忠”，这是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即为“恕”，这是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孔
子由“推己及人”的正否方面推论出上述道理，这说明忠恕
之道的本源便是在探讨“人己关系”。

对孔子而言，他对于人己关系的探索多是建立在“道德价
值”的基础之上的。他强调心中之“仁道”，以此对人的道
德生活作出约束，通过行仁来履行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
孔子希望通过道德准则使人们对彼此身体动作背后的动机达
成共识，进而在互相充分了解的前提下达到人己关系的和谐。
在孔子的观念里，他并没有明晰地将人、己看作两个分别独
立的个体，而是站在社会群体的宏观角度提出了一种理想的
社会状态，而这种社会状态需要人己双方的配合来实现。

在儒家学派的另一位领头人孟子这里，人己关系已然有了新
的解释。孟子认为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转化的过
程中，因此他将人己关系着重解释为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过
程中自身“存心养气”，不断提升自我修养的历程。孟子强
调的“天人合一”也是说一个人要完善自我，妥当地顺应天
地不断发展和转化的过程，与天地真正地融为一体。

于此，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便出现了交集。《论语·子罕》中
说：“子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孔子这四



个“绝学”中，我们可以显然地看到，他也不会被一成不变
的理论概念束缚，从而可以灵活地处理人际关系。从孟子开
始，中国哲学的政治功能变淡了些许，哲人们开始强调人作
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哲学逐渐偏离了完全的政治工具。

然而，在道家这里，人己关系又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因为道
家的“人己关系”算得上是在“物我关系”的基础上衍生而
来的，所以在庄子的阐述中，人己关系的图式已基本有了完
善的体系。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
人”，他认为，在人己关系中，我们必须先充实自己，才有
余暇去纠正他人的行为。很明显，这与孔子的理论有着本质
的差别。孔子从意欲出发，以形式化规范达到天下大同；而
庄子从利他出发，强调人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为人际交往的.
实践提出思路。综上，孔子的思想更像一种政治理念，而庄
子则以为世人提供处世之道见长。

无论儒道，我们都可以看出，千百年前的智慧哲人们就已经
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置于社会群体的大环境中探讨处世
之道了。人己关系无疑是比物我关系更实在的哲学议题，在
当今方法论大行其道的哲学环境中，我们是否应重新沉下心
来讨论哲学实践的可能性，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简史读后感篇二

我感觉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是可以读屡次，而
每次感触都纷歧样。

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读高中时，那时看书更多留意故工
作节，为了更快晓得最终的终局，书中的诗歌大多跳过了。
看完后为书中的人物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不太喜好薛宝钗，
更喜好林黛玉。

前年，女儿要看《红楼梦》，帮她借了一本成人看的，她看
了几天，能够看不懂，就不再翻了，我就一字不漏的再看了



一遍。我才晓得高中时没有读的诗歌写得是何等的好。作者
曹雪芹假如不是家境中落，看破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
写不出《红楼梦》，作者把他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都融于
小说里，他专心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我以为《好了歌》是
作品的中间思维，人生只要一世，到生命的止境，名、利皆
是空，不要为别人做嫁衣裳，过本人想过的生涯。

也许，又看一遍，又有新的感触。

中国简史读后感篇三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各党支部开展
了学习党史活动。通过学习，让心灵受到一次洗礼，更深刻
的了解党的使命和宗旨。

日月经天，江河纬地。100年的光辉历程，62载的执政实践，
贯穿着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着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创建之初的步履维艰，革命
战争的严峻考验，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的伟大创
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困难
和挑战，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
就在于我们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实践品质，在于始终保
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党的理论和历史知
识，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也引导我们深入思考、探索真理，
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

细读中国共产党党史，那耳熟能详的历史片断犹如电影一样
在我们的脑海中回放。曾几时，神州大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是中国共产党用生命，用鲜血拯救了她。在深感当今稳定而
繁荣的社会局面来之不易的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揭竿而
起，到李闯王浴血奋战杀入京城建立短暂的“辉煌”王朝;这
前后1800年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华
考其结果只是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作为社会
最低层的劳苦大众其地位也没有丝毫的变化，仍生活在水深
火热中，受尽了剥削与奴役。

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奋
斗目标的太平天国起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马克思在
《论中国》一文中称其为：“东方革命的曙光”;一直到孙中
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
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这
两次影响深远的近代史上的革命，都缺乏其彻底性，劳苦大
众没有分享到“革命”的成果。

中国简史读后感篇四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
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
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一个具有
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
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
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但实际我们教师就是处在道德境界，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
知识的传播者，又是伦理、道德的传授人，担负着培养、教
育下一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教师良好的道德人格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
形成的。教师只有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努力学习，认识到社



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了解到社会主义教师道德的内容和意
义，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认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意
志和信念，不断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习惯，才能形成一
定的道德品质。对此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首先，作为教师，要热爱教育，献身教育。以从事教育工作
为荣，以献身教育事业为乐，自觉地用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
武装头脑，用科教兴国战略激奋自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
的现实面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
将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孜孜以求，勤奋耕耘，在平凡的教书
育人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称
号。

其次，要爱护学生，教书育人。教师教育对象是学生，其主
要任务是教学，而教学过程是教书和育人紧密结合的过程。
面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动态，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思想，
用爱心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主动与学生交流，和睦相处;要
尊重学生人格，教育和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
学习，学会创业;要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
生一切的服务思想，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理解学生;要用自
己的品行、人格熏染学生、陶冶学生、唤醒学生。将教书育
人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再次，要矢志钻研，勇于探索。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
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尤其在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指导下，教师肩负着培育新世纪人才
的重托，一定要学会用面向世界的胆识和超前的眼光改革教
育。从自身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并形成拥有自我创新意识
的教学方法体系，使得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独立思
考，标新立异，运用已学的知识，既解决实际问题，又发现
新知，于相互切磋中实现知识的飞跃，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
内在潜力，达到终身受益的目的。

最后，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



的需要。社会发展已证明：现代化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是
科学知识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不断更新的社会。教师自身
除搞好专业教学外，还要积极参加业余进修深造，从而在理
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高能力。教师只有拥有广
博的知识储备和精深的专业技能，课堂教学过程中才能旁征
博引，游刃有余，变传统教育的重教、重知、重灌为素质教
育的重学、重思、重乐，以适应教育体制的转轨变型。

总之，良好的师德，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因素，是教书育人
的一种动力。它是教师从事教育劳动时必须遵循的各种道德
规范的总和。所以，每个教师都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
良好师德的人，才能完成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
务，托起明天的太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不
仅是教师，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中国简史读后感篇五

读后感悟是指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首音乐，然后把感悟和感悟写进一篇文章，叫做读后感悟。
读后感是阅读笔记，是应用写作研究中常用的文体之一。总
之，就是看完这本书后的感觉。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
迎品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央宣传
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
简史》（以下简称《简史》）。

该书充分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以史论结合的形式，重点
叙述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方针政策和
重要战略部署、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及其发展历程；深入阐释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着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
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风范；深刻解读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



逻辑，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文
风朴实、通俗易懂，是全党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
史的重要读物。

《中国共产党简史》是一部历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英勇奋斗的艰苦历程;《中国共产党简史》是一部凯歌，传
承了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简史》是一
座丰碑，记载了成千上万革命营英烈的奋斗足迹。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共产党带领中国走过了多少
艰苦的岁月，才有了今日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中国的科技军
事水平不断提高，航空母舰下水，各种国际先进的核潜艇，
以及歼十歼二十等四代战机试飞成功，各种弹道导弹，洲际
导弹不断研制成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越发成功，中国的国
防能力越来越强大，从而让众多的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安全
的环境中，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些
成就，都是在伟大的党领导下取得的，这也让我更加深刻的
领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读完这本简史，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党的思想是搏大精深的，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让我
们高举拳头暗下“振兴中华壮我国威”的决心!让我们秉承革
命前辈们的思想，继续踏着他们的足迹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
最终目标而奋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