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战国记读后感(模板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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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记读后感篇一

人要有自知之明，每个人要了解自身的能耐有多大，自
身“斤两”是多少，这对自己有好处。

邹忌身高八尺有余。战国时一尺是多少?1931年河南金村出土
的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安徽寿县出土的尺，相当
于22.5厘米。在秦统一度量之前，确实有点乱。细算起来，
八尺有余，则超过185厘米，即使在山东大汉中，也属高身材，
以现代小姐们的标准，也可打上高分。高身材加上“身体昳
丽，在齐国中算是美男子了。

有一天，邹忌穿上朝服，对着镜子(当然是铜镜)问他的妻子：
我与住在城北的徐公哪一个美?其妻答：您非常美，徐公哪比
得上您。城北徐公，是齐国公认的美男子，邹忌不能自信。
再问其妾：是我还是徐公美?其妾回答：徐公何能比得上您!
第二天，有客人来访，邹忌和客人坐谈。问客人：我与徐公
哪一个美?客人说：徐公不如您美!再过一天，徐公来访，邹
忌仔细看，认定自己不及徐公美，随后再对镜子看，确实自
己比徐公差多了。晚上睡下细思之，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自己的妻子认为我比徐公美，是存心爱我;侍妾认为我美是怕
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有求于我。

邹忌是有自知之明的，不因别人的赞美而飘飘然，这算是难
得了。先贤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
无过矣!”一个有修养的人，天天广泛学习 吸收知识，每日



三次反省自己，则能明白事理而做到行为举止无过失。不断
约束自己，检查自己的行为，这种态度在现在看来，也是对
的。

邹忌把他的体会告诉齐威王，得到齐威王的称赞。下令：全
国官民，如当面批评我的过失的，受上赏;通过书面劝告的，
受中赏;在外面议论而被我闻知，受下赏。果然不久，燕、赵、
韩、魏等国都愿意与齐国交往。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话题。

战国记读后感篇二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架上无意发现了《战国策》，本来浮
华的内心早已不能静下来读这如此经典，覆手放下，却难耐
心中的好奇，这部从初中到高中经常在语文书上出现经典著
作，而我却从没认真的看过。

夏日午后的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我身上，手捧着书就这样默默
的在树下坐着，就着书底的注释，我静下心来慢慢的欣赏着
传说中的经典。

天子陨没落而诸侯起，天下并七雄，齐、楚、秦、燕、赵、
魏、韩，多年征战，多年割据。智士谋臣远交近攻，合纵连
横。将守士卒攻伐征战，决战千里。前人的智慧，为后世点
亮无数明灯。黄口孺子，哪敢听雷电轰鸣？病体樵夫，怎闻
得虎啸龙吟？庞涓出山，便名动天下。胜昭阳，辱田忌，封
官拜候，却小肚鸡肠容不下同门孙膑，惨死马陵，正所谓以
害人始，以害已终。苏子之论，天下绝唱，佩六国相印，为
百姓苍生而谋略。张仪去楚而灭越，去秦而吞巴、蜀。鬼谷
四子，无不震惊世野，谈笑间，决定一国的荣辱。这一刻，
我轻轻的合上书，闭上眼，任由阳光已西斜，脑海中无数翻
腾，仿佛浮现出那征战的沙场，我一身戎马，手持尖锐，带
的对君主的信任，对胜利的热血，愤然冲锋，血染长沙。

睁开眼，日已西沉，怅然这午后的时光过得太快，我只是囫



囵一般看完这《战国策》，而其带来的震撼确是无与伦比的。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在濮河钓鱼，楚国国王派
两位大夫前去请他，对庄子说：“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
啊！”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头看，说：“我听说楚国有神龟，
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
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
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两个大夫说：“情愿活
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
尾巴。”庄子的莫过于游历于山水，忘情的天地，而不入尘
世，为那功名利禄而奔赴。这不由想到今人，朝九晚五的生
活，繁忙的工作，日夜崛起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无不
为名为利而存在。君不见绿洲不再复，流水不再清，空气早
已污。世人啊世人，都做了什么，鸟鱼虫兽已无踪影，现代
化的节奏太快让世间急剧向前，没有喘息的机会。经常有老
师问我们你的理想是什么，我从来只是摇摇头，不语。不是
没有理想，只是难以出口，四十五岁之前放开一切拼搏，而
之后便退休，找一有山有水的地方，带着父母妻儿，独居一
方。不说出来，是怕别人笑我异想天开，太高估自己。可是
理想吗，是我自己的事，又何必到处宣扬。

战国记读后感篇三

李广射箭的故事讲的是：有一次晚上，李广看见山脚下有一
只老虎，于是拉弓怒射，李广手下的人跑去一看，原来李广
射的是形状很像一只老虎的大石头，箭射到了石头里拔也拔
不出来。大伙惊讶得不得了，李广也有一点不相信，又射了
几箭，可是都没有射进，但是一箭就够了。后来，人们都传
说李广的箭能射穿石头，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匈奴就不敢侵
犯北平了。

卧薪尝胆讲的是：两千多年前，在长江下游有两个小国，一
个是吴国，一个是越国。他们都想征服对方，使自己的国家
强大起来。会稽一战，越国打了败仗。越王万般无奈，只好



派人向吴王夫差求和，表示愿意和夫人一起去吴国，给吴王
当奴仆。吴国的谋臣们纷纷要求灭掉越国，免除后患。得胜
的吴王非常骄傲，不听大家都建议，答应了勾践的请求。勾
践夫妇来到吴国，穿上了粗布衣，住进了石头房，给吴王养
马驾车，椿米推磨，受尽了屈辱。他们在吴国整整干了3年，
才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国后发奋图强，治理国家，蒸蒸日
上，最后打败了吴国洗刷了国耻。

《战国故事》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物，有的能征善战，有
的文武双全，有的精忠报国，有的足智多谋造福于民，正是
这些一心为国的人物，推动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格，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一定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战国记读后感篇四

在公元前475年开始，战争的烽火已经渐渐点燃。而这时，一
些国主为自己的国家能飞黄腾达，为防止自己的国家产生伤
害，总会出现一些战争，而就是这些战争，留下了无数曾经
战沙场的英雄的光荣事迹。

其中，秦国为了统一六国，企图灭掉其他六国，这时候，最
让我感叹的还是刺秦王的荆轲。荆轲是一位卫国的侠士，经
太子丹诚恳一邀，便成了燕国的人才。他来到秦王面前，在
一边卷开地图的时候，一边又拿出匕首，刺向秦始皇嬴政，
顿时，宫内大乱。但是，荆轲最后还是被秦始皇杀死了。

是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啊，为了别
人的求助，愿意为一个陌生人赴汤蹈火的人，社会上真实太
少了。真的，别人有困难，你应该第一时间去帮助，而不是
随意地走开。想想为了不让秦国消灭燕国的荆轲吧，他宁愿
牺牲自己，也不愿天下大乱，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敬佩与学
习。



当然，秦国的人也不是全都是很坏。像在公元前356年帮助过
秦国秦孝公的商君——公孙鞅。他曾用过的变法改革，使得
许多民众都相信秦国的诚意：在市场南门有一根木头，谁能
把他抬到北门，就奖赏10黄金，开始民众们还不怎么相信，
尽管奖励被提升到了50黄金。终于有人敢去试一试了，当搬
到北门的时候，真的下令奖赏50黄金。但这种做法有所不当，
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只能说“作法自毙”了。

在我们生活中，当自己对别人失信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这
种取信于民的方法。但是，作为我们小学生，不能用诚信来
开玩笑。

战国记读后感篇五

在暑假里，我阅读了《相爱相杀的战国》这本书，其中，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章“做一个厉害的好人”。这一章主
要讲了庞涓假装请孙膑来魏国当将军，结果没几天就被逮捕
了。魏王本来要杀了孙膑，但经过庞涓的苦苦求情，才不杀
孙膑，但要挖了他的膝盖骨，让他变成残疾人。后来，孙膑
终于知道了真相，在一次机会中逃到了齐国。

我觉得庞涓假装请孙膑来魏国当将军，最开始的想法是不怀
好意的.，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陷害孙膑，这种行为特别自私。
另外，庞涓欺骗魏王说孙膑干坏事，让魏王杀了孙膑，却又
在孙膑面前苦苦帮他求情，取得孙膑的信任，损人利己的行
为确实不对。

这使我想起之前的一条新闻，有一位老爷爷在过马路时，突
然病倒在路边。一位好心人开车经过时帮助了老爷爷，他开
车把老爷爷送到医院治疗。但是，老爷爷醒来时却诬蔑好心
人，说是他把自己撞倒的。因为老爷爷家里很穷，他们付不
起医药费，就想着让好心人帮他结账。好在马路上都装有监
控，把好心人救老爷爷的全过程都拍了下来，这才还好心人
的清白。



古代有庞谓这些小人，现代也有一些坏人。我们应该从小培
养诚实守信的美德，做一个讲文明的现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