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史读书报告(汇总10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秦史读书报告篇一

看完了王立群先生的新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心中有
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项羽的影子投射在了我
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项羽有太多的遗
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但是
他身上具有的素质断定了项羽这一生成就不了统一中国的帝
业，辛苦打下的天下只能拱手让给刘邦。姑且不论项羽霸业
未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读完此书后，觉得项羽乃至楚
汉争霸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如下启示：

“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古语在项羽和刘邦身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前者是失败的淋漓尽致，后者是成功的淋漓尽致。君
不见，刘邦身边人才济济，文有张良、陈平、萧何等，武有
韩信、樊哙、彭越等，也正是这些文臣武将充分弥补了刘邦
个人能力的不足，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型团队，最终成就了帝
业。而反观项羽，绝对是当时的单打冠军，名副其实的霸王，
但身边真正派得上用场的得力助手又有几人。我们能记住的
好像只有“亚父”范增和“堂叔”项伯，前者说实话也不是
什么高水平的谋士，后者更是“吃里扒外”，不下三次救助
了深陷危机的“亲家”刘邦。

项羽是霸业的创造者，同样也是霸业的摧毁者。由于自身能
力超强，所以在项羽的眼中和心中几乎看不见能人，几乎看
不到别人的长处。项羽的“不容逆耳”、“刚愎自
用”、“心胸狭隘”、“所封不当”早就妇孺皆知。这里只



想特别指出他性格上的一个致命弱点：易发怒。纵观《史
记》，有关项羽的记载用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怒”和“大
怒”。整个《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一生中只有一次笑，那
就是乌江自刎前的仰天大笑。实际上，项羽身上的弱点同样
在很多企业的创业者和最高管理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
无论如何，即使昨日如何伟大，如何成功，都应当戒骄戒躁，
永远不要成为企业继续创造辉煌的绊脚石。

对照项羽和刘邦，项羽是一个缺乏战略大局观的人，而刘邦
在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则步步为营，很好地实现了起初的战略
布局。荥阳会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这场耗时28个月
的楚汉争霸中最长的一场战役中，项羽的疲于奔命就是“只
重战术、没有战略”和“注重一城一池，没有大局观念”的
鲜明体现，虽然荥阳大战从表面上看是以项羽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真正的胜利者却是刘邦，除了双方“中分鸿沟、楚河汉
界”，韩信还控制了整个黄河以北的广大区域，形成从北面、
东面包围项羽的态势，为最终的十面埋伏奠定了强有力的基
石。

论个人天赋，项羽应当强于刘邦。但为什么二流的刘邦最终
战胜了一流的项羽，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刘邦的“三善”：善
听、善用、善赏罚。翻译成现代汉语，刘邦是一个从谏如流、
善于倾听；能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岗位；奖赏分明的优秀领
导人。而反观项羽，这三个要素没有一项能得“及格分”。
因此，最终的胜负可想而知了。这点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和
企业家，重视竞争者研究，无论是系统的“对标”、“竞争
者分析”还是“竞争者情报收集”永远都应当是企业的一项
重要工作。因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秦史读书报告篇二

寒冷的冬天，我独自来到一棵大树下，手里捧着一本书，树
上早已没有了叶子，我在树下坐下，津津有味得看起了《史
记故事》。这时，仿佛寒风不再那么刺骨，冰雪不再那么寒



冷，我也不再那么弱小了，是书让我感到温暖。

捧起《史记故事》，那一个个故事让我感动着。当我读到
《禅让的故事》时，让我懂得了如果要找到一份好的位置，
不仅要与人和谐相处，会说话。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品
德，如果一个人的德行不好，光会与人相处，会说话，也是
没用的。

读到《舜的故事》，我才知道，在什么时候，都孝敬长辈，
还要爱护兄弟姐妹。提起这个，我就有点脸红。因为，我有
个堂弟，因为他老弄坏我的东西，所以我经常对他发脾气。
我也应改掉这个毛病。如果弟弟还这样，可以叫他改正嘛！

读着读着，我又看见了《大禹治水》，从这里，我看出不能
用蛮力做事。所有的事总有办法可以破解，并且还要有信心。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希望大家能多看书，看好书。

秦史读书报告篇三

人皆知，《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贯穿古今，
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
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逾五十万字，写满
了百味人生。

坚忍不拔，舍小家为大家，是司马迁的言传身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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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了司马迁一生的心血精力，执着的意志，在向往
中坚持，身处狱中也不忘使命，以血泪谱出史家绝唱无韵离
骚。

扁鹊治病，家喻户晓，然而良医医人医病难以医愚。名医扁
鹊连续四次拜见蔡恒公，劝他早点请医生治病，但因为蔡恒



公不听他的劝告，认为他是在骗人，最终蔡恒公病死了.千丈
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炽焚。《史记?扁
鹊列传》中说，有如下六种患病的情况不能医治：

一，傲慢不讲道理

二，看重钱财而不重视身体健康

三，衣食不能调解适度

四，阴阳错乱，五脏功能不健全。

五，身体羸弱不能服药者

六，迷信巫术而不相信医术者

以上六种情形，具备一种就很难治疗了。有病要赶快医治,如
果掉以轻心,违疾忌医,小病就会拖成大病,再治就来不及了.
扁鹊何过?唯有医高!所谓的“大医治未病，中医治将病，下
医治已病。”

田忌赛马，巧用计谋，合理利用资源。齐国将军田忌按照孙
膑的方法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注,用下等马对付他们的
上等马,拿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拿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
等马,比了三场比赛,田忌一场败而两场胜.于是田忌把孙膑推
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后,就请他当作军师.从田忌
赛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马是不会比变的，但出赛的顺
序是可以调换的。方法顺序变了比赛的结果也就发生了变化。
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和做事一样，在看似不变中，包含
着“可变”条件，设法改变条件，就会改变条件，就会改变
做事和结果，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和做事效率。

勾践卧薪尝胆，吃得苦中苦，“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



吞吴”。这是清代的颜迈送给蒲松龄的一副对联，借项羽勾
践颂扬蒲松龄坚忍不拔的意志。俯首称臣岂心甘，卧薪尝胆
二十年.亡吴兴越终圆梦，名列春秋霸主间越王勾践破吴剑，
专赖民工字错金.银缕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据说越
王在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的时候，求贤若渴，特意建了一
座“招贤楼”。努力付出终会有收获。

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史书中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形象鲜
明，我们要善于从史书中总结经验，为现实服务。品读《史
记》，为之当下。

秦史读书报告篇四

是谁刹破这黯黯的黑夜，吹响了江东的号角？是谁破釜沉舟
的决心，砸碎了秦关的城门？又是谁在乌江末路的悲壮中，
演绎了一场千年绝美的霸王别姬呢？是男人就要恩怨分明，
你是堂堂的大丈夫。是男人更需要儿女情长，你弹剑做
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姬虞姬奈若何？”一出《霸王别姬》，唱断了多少人的柔
肠？你就像一颗亮得刺眼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在极度
辉煌过后，是毁灭。异于寻常的流星，你的毁灭是惊天动地
的，留给后人的，是一声声的叹息。

项羽，一个贵族世家的后裔，一个英勇善战的英雄，率军攻
秦，尽显男儿本色。刘邦，一个平庸之辈，好酒色，无胆略，
然而却在楚汉战争中战胜了你。结果是这么得令人出乎意料，
让人不得不回首深思。其实刘邦和你各自有着自己的优点与
不足，就好像一对瑕玉一样。你有着英雄的气魄，但你却无
法冷静地面对挫折，乱杀无辜。刘邦有着过人的肚量，但他
却不能率兵打仗。一个兄弟情义，一个背信离义。

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同的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谁能够在
确定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谁就能避免失败，从而取得
成功。一场千年的等待，是你打破了这暗世的哀鸣，是你扬



起楚江东的旗帜，多少江东子弟为你出生入死，为了你讴歌
传颂，杀殷通太守，是你挥就的号角，定陶之战是你悲痛的
伤痕，但你又绝不言弃，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你又拿起你的龙
盘虎戟，披上你乌金的铠甲，冲向硝烟漫漫的战场。在那个
时代，你是神话般的英雄！你那异于常人的双瞳，你那惊破
敌胆的怒喝，你的乌骓，你的霸王枪当刘邦与你获得了推翻
王朝的胜利时，刘邦听从大臣的建议，不杀子婴、约法三章，
不受搞赏、秋毫无犯，而且退出秦王宫、还军霸上。但与之
相反的你却不听善言，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曹无伤被
诛，让人不禁为你叹息，试问天下谁敢助项羽的楚国？可你
也是一个有着矛盾并非完美的一个人，你可以屠城，可以杀
人不眨眼，却在鸿门宴上下不了杀手，即使范增暗示了无数
遍。如果说你的滥杀无辜使你失去了人心，那么在鸿门宴放
走了刘邦就是你不明是非，不分敌我而犯下的又一重大错误。
还记得在你受围攻时，你在面对正在追击你的故人吕马童时，
竟最终自刎以给吕马童一个人情。在我看来，你的这一刎，
的确彰显了你过人的豪气，让后人更是为之而敬仰，但我们
也从中看到了你的无奈和不自信。当然做人应当讲义气，但
义气不能代替原则！作为一个君王，一个领袖，应当以大局
为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能失去应有的立场和坚定果断
的明辨能力。与之相比，刘邦虽然也好不到哪去，但我要说
刘邦却正好好在你的通达和灵动的智慧上他虽然没有过人的
武艺，却能充分利用别人的能力，以最终做到在关键时刻做
出正确的选择。你的败，在于你不懂权谋，太重承诺，太重
义气，太崇尚暴力！

你也是幸运的，你有着一批忠心追随的部下，为你死战到底，
与你共生死；你有着一个真正爱你，真正懂你的女人，在彭
城之战中，她陪着你度过不眠的夜晚，在四面楚歌里，她为
你担忧，然而最后却在乌江江畔的暖帐红烛之下与你一起演
绎了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乌江流水，留下了你的遗憾，也
让我有了复杂微妙的感受，不知道是感动多于惋惜，亦或是
惋惜多于感动，总觉得他不该如此消亡。



历史在交替中消逝长流，金戈铁马，一曲终了。掩卷而思，
不觉悠然神往。

秦史读书报告篇五

今日，我看完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史记》。《史记》记
述了上至传说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前122年，共约三千年
底历史，《史记》分为十二世纪（记历代皇帝的政绩）、三
十世纪（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的兴亡）、七十列传
（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十表（大事年表）史书（记各
种典章制度）。

在这本书中，最令我佩服的是扁鹊。

扁鹊这天来到虢国正好赶上太子“去世”了。他去看了看发
现太子只是得了“尸厥”，这种病呼吸微弱，让人误以为人
死了。于是他用针刺中太子的百会穴，又做了烫药。不一会
太子便活了过来。扁鹊的医术太高了，可想他在成为名医之
前下过多少功夫啊！

我在这本书中最厌恶一个人。

一天周幽王在后宫发现了一个艳茹桃李的女孩。便与她日夜
厮守。然而这个女孩进宫后就没笑过，于是他点燃烽火，各
诸侯以为京城又乱贼，于是领兵马火速救驾。

褒女见千军万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禁不住
嫣然一笑。他为了让褒女一笑，竟戏弄诸侯，可耻，三千年
的历史浩如烟海，值得我们铭记的人和事太多太多。

这本书让我认识了历史，让我们多读书，读好书做对人们有
用的人。



秦史读书报告篇六

这个暑假我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荆轲传》，司马迁笔下有
很多失败的英雄，项羽和荆轲是我两个印象最深的。

荆轲是卫国人，他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这个人有一个
爱好就是“读书击剑”和结交贤者。在荆轲的母国卫国被秦
国兼并形势下，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卫元
君对荆轲的才学不以为然，后来太子丹结交了荆轲，两人共
同谋划如何对付秦国。面对太子丹“刺秦”的计划，荆轲先
是沉默继而是推辞，在太子丹的恳请之下最后才应允。

荆轲向太子丹要求。荆轲先是犹豫，然后是推辞，在太子丹
的恳请之下最后才应允。

荆轲提出刺杀秦王，首先要接近秦王才行，荆轲提出要接近
秦王需要向秦王表示燕国要归顺秦国，就需要燕国的地图。
然后还要樊於期的人头。只要有这两个信物就可以得到秦王
的信任，然后接近秦王。

樊於期因为在和李牧的战争中失败，得罪了王而逃到燕国避
难，太子丹不忍心伤害他。于是荆轲与樊於期见面，表达了
他的意思后，樊於期自杀，主动献出了自己的头颅。

接着太子丹又未荆轲选定了一名勇士，名叫秦舞阳，跟着荆
轲一起面见秦王。

秦王知道消息后非常高兴，荆轲和秦舞阳一起进入秦宫时，
秦舞阳看见秦国士兵吓得不敢抬头。荆轲见到秦王后，拿出
樊於期的人头，取得了秦王的信任，然后荆轲又拿出地图，
秦王正开心的看着，突然荆轲拿出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
然后迅速闪开了，荆轲就拿着匕首在后面追，直到后来有人
告诉秦王，拔出宝剑，结果，荆轲就被杀了。荆轲死后秦王
又犹豫了很久。跟随荆轲而来的秦舞阳也迅速被杀。



读完这个故事，我感受到了荆轲的英雄气概，荆轲为了太子
丹的知遇之恩，义无反顾走上了杀秦王的路，虽然荆轲没有
成功，但是他的故事却广为传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
去兮不复还。我为荆轲的勇敢感到敬佩。相比之下，在生活
中我做事情有时候就没有那么勇敢，很多时候常常因为害怕
而放弃。荆轲的经历是时代的悲剧，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
年，但还是值得回味，反思。我们应该好好工作认真学习，
国家强大以后，才不会受到威胁。

秦史读书报告篇七

璀璨的光辉著作背后总是付出令人敬佩的汗水。《史记》这
一部伟大的著作，它是祖国文化史上一颗明珠。在每天app学
习中可以感受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可以感动到绘声绘色
映入眼帘的视觉效果和内心的冲击感，一个个优美而又恰当
的语句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故事的情节也是吸人眼球，让听
者随着情节发展跌宕起伏。一起感受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其中让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位伟人事迹，刻于我们后人心
中——屈原。一生忠于职守，爱于祖国，宁为玉碎，后来跳
入汨罗江，壮烈牺牲。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被后人
所铭记，也就有了端午节赛龙舟的明间习俗来缅怀这位诗人。

其实对于我们煤矿工人来说，为人民开采煤矿，为人民生活
质量提供相应保障就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虽然没有什么伟
大的事迹，但是却也付出了辛苦和汗水。就像，《史记》的
作者司马迁一样，在当时那个没有网络，没有交流信息，没
有交通工作的时代，坚持不懈的努力著作，在恶劣的环境，
不向恶势力低头，可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我们煤矿工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生在不同的时代，干
着不同的事情，但都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也许我们的付
出与《史记》著作的辉煌难以相媲美，但是这种“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依旧令人动容和敬佩。

《史记》让我深刻感受到何所谓“震撼”、“惊喜”、“动



人”，在这本书里我感受到人物和时代的相互融合，相互碰
撞，虽然它记录的是历史，但它却让人感受到最真实的情感，
如此感同身受、置身其中。每一次心灵的冲击和碰撞都会带
来不一样的感受，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让我们继续努力、追随圣贤，一起感受《史记》独特的韵味！

秦史读书报告篇八

在老师的要求和妈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史记》这一系列
的图书。对简直技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是对我最有感触
的故事中的第二个，顶碗送行。

故事发生在汉朝汉武帝年间，那时汉朝经常讨伐匈奴等边境
少数民族，一时间销烟四起、烽火不断、死伤无数。那位姑
娘名曰“卓依”，乃匈奴中一不知名部落中人。这个部落有
一不成文的风俗——如果自己的亲人要出征，那整个部落的
成年女子都要为他们顶碗跳舞送行，且只顶两个陶瓷碗：一曰
“精忠报国”，二曰“匈奴得胜”。如果碗在跳舞时碎了，
那会有不祥的预兆。因此，部落中女子从小便学“顶碗舞”。

这次要出征与汉朝抗争的，有一人乃是与卓依成婚不满三天
的新郎官，名曰“阿鲁”。

出征那天清晨，卓依换上了舞服。前一天晚上，卓依哭了整
夜，今日也是满眼含泪，她母亲厉声喝道：“儿啊，哭甚!鲁
儿若能为国效忠战死，乃是我们有福气!再者，哭哭啼啼的，
祈福也无用!”卓依听到最后一句话时，赶紧擦干了眼泪，装
扮完毕后，她偷偷地又从碗橱里取出一只青花瓷碗顶头上，
私曰“保夫安归”。

因为人多，碗又一般花样，无人发现卓依多顶了一只碗。开
始舞了，众女子轻柔地旋转着，舞着，保持着碗的平衡。刮
起的风使蒲公英的种子飘散，卓依见了，不免伤感：这花也



回不来了吧。略一失神，身子不稳，她虽尽力稳住，可那最
上的“保归”碗却摔了下来，重重砸碎。卓依不禁失声痛哭：
“战争何时休!”

是啊，从古至今，战争何时休?

这，就是剪纸的魅力!一把剪刀便可带你了解古今，一张纸便
倾尽世事!

秦史读书报告篇九

史记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历史的结晶，是千年历史的记载。

我认为唐朝皇帝应该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收集更多的书籍来阅
读，让他们的大臣们接触到更多关于武术的知识。秦始皇应
该让人们读一些来自统一前其他国家的书，不那么专横，心
胸开阔，能接受数百个词。精通武术的汉武帝应该了解一些
古今巨人，成为一个文化和武术的好皇帝。

再谈古代名人吧。比如扁鹊，他让多少人起死回生，巧诊了
多少疑难杂症，救了多少人在死亡深渊边挣扎。此外，张骞
出使西域。虽然他被匈奴拘留了十多年，但他仍然没有忘记
出使的重要任务，促进汉西交流，形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他教育学生不是体罚，而是用
礼仪和道德来规范他们的言行，用文献和经典来丰富他的知
识和知识。他也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人们。不仅如此，他还
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从不谈论奇怪、暴力、混乱和鬼魂。

读完《史记》，我不仅丰富了知识，还增加了知识。读书真
好！

秦史读书报告篇十

《史记》，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朽巨著，可谓家喻



户晓，司马迁，《史记》的作者也因此名垂青史。

最后，我们学习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这篇课文，读完后，
不禁感叹，一个修史官的儿子，竟会写出如此著作，真是了
不起。也许，是从小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和母亲河——黄河
那不屈不挠地精神熏陶，从而养成了司马迁伟大的.梦想吧！

说到司马迁，还得从他父亲司马谈说起，他是汉朝管理修史
的官员，儿子司马迁出生在黄河边的龙门，司马谈在世时立
志要编写一本记录从古帝舜到汉武帝3000余年的历史巨著，
可因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知道自己天数已尽，便
希望儿子来替他完成心愿，于是司马迁四处游历，广交朋友，
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历史资料。

38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继任了父亲的官职，当上了太史令。
然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这就是有名的李陵之祸。
就在司马迁47岁时，汉武帝派李广的孙子李陵带三千精兵支
抗击匈奴，结果，李陵的一位士兵告密，使匈奴打败了李陵，
李陵投降了。仗败的消息传到汉武帝耳中，他大怒，一气之
下，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了几句，顶撞了汉武
帝，就被打入了大牢，受了酷刑。令人佩服的是，一本史家
巨著就这样诞生了。

这本被鲁迅先生评为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
巨著背后却是一段文人的辛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