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人史纲读后感(实用10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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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一

寒假期间，我阅读了《中国人史纲》一书，不由得为我国近
代英烈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怀所感动。浩然正气来自对祖国
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有了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就会产生舍
身取义的壮举。

在这本书中，列举了很多爱国人士，如：钱学森为了祖国的
科技发展，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待遇，冲
破阻力回到当时还相对落后的中国。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
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
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事。从而体现
了他一心报效祖国的强烈爱国情怀。

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中国许多的历史资料。让我们对历史的知
识更加广了。对历史这门科目的学习可以事半功倍。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二

读了毛泽东写的《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本记叙毛泽东这个
伟人的故事后，我深有感触，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与众
不同的人，他拥有独特的视角，常常想别人不敢去想的，说
别人不敢去说的`，做别人不敢去做的，如果要用一个成语来
形容他的话，那用“浑身是胆”这个词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
过。

在读《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不动笔墨不读书》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毛泽东
在湖南一师上学期间，遵循老师的循循教诲，注重把读书、
思考、记录、批注全部结合起来，写下了许许多多读书笔记。
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毛泽东在读过的《伦理学原理》
一书上批注有一万多个字的批语及提示，全书一共有几十万
个字，都被他画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他在同意书中观点的
地方写上了“切论”“此话甚精”“此言与吾大合”等批注，
在对书中一些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写上了“诚不然”“此节
不甚当”等批语。

我认为毛泽东这种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很好，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因为每个人在读书时，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疑问或者
不太懂的地方，如果我们遇上这样的拦路虎而不去追根究底，
那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疑问的答案。但像毛泽东这样
读书时在书上做一些笔记，把不懂的地方做上标记，那么读
完书之后你去寻找答案时会有许多方便。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我决定以后向毛主席学
习：乐于帮助同学，事事为班级着想，并且努力学习！这样
长大以后，我才能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啊！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三

我国近代科技界的先驱、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曾被我
们敬爱的周总理称颂为“中国人的光荣”。他为中国科技事
业和铁路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事迹将流传千古。

记得三年前，那时我才8岁，曾随爸爸从北京乘火车去张家口。
在青龙桥车站看到站上巍然矗立着一座铜像，我问爸爸这是
谁，爸爸说这是修筑我国第一条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当时
我大惑不解，修路有何了不起，还给他塑像，那现在修了这
么多的铁路，为什么不塑像呢？直到最近读了《中国人的光
荣》才使我了解他的伟大之处，才更觉得他的铜像不仅矗立
在青龙桥，而且已经矗立在我们的心间。



文章感人肺腑，特别读到文章中“为中国人争光”这部分，
使我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事迹给我的启迪颇
多，对我的教育更深。

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压，连修一条铁路
的权力都没有，这对有强烈爱国心的詹天佑是一个多么沉重
的打击呀！詹天佑凭着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信心，毅然接受
了主持修筑铁路的任务，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给了那些帝
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学习上，他成了我前进的'动力，成了我力量的源泉，使我
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我要努力学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使我们的祖国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奋斗
终身。

在生活上詹天佑成了我的榜样。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想
到了詹天佑，想到了他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顶着嘲笑，修
筑铁路的情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使我成为一个“三好生”，成为一个生活能自理的好少年。

现在我真正懂得了，他的铜像正是他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的
光辉篇章，是中国人的光荣。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
念，也将永远激励我走上真正的人生道路。如有机会，我一
定再去瞻仰他的雕像。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四

“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这
是林语堂写《中国人》的最终目的。林语堂把鲁迅眼中
的“黑暗”看成了“麻烦”，这与其说是他比鲁迅更宽容，
还不如说这个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
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
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
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



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
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
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
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
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
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
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
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他们能做到这点，因
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
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
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
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
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
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
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
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
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
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
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五

鲁迅年代，中国人大半年外在长期的麻醉中，先是英国人后
是日本人，中国人被“乙醚”麻痹，在青天白日下沉醉，而
被称为革命家的鲁迅，意识到中国人不仅要呐喊，更要批评！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像鲁迅先生那样骂醒国
人，至多是“唤醒”，虽然尽拆阴暗面被政府反对，但这样
才有效，鲁迅在此文中犀利阐述观点，前五段真真切切，贴
近事实。

敢于表明刻薄的观点非常重要，但这篇文章对于现代学生的



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生要有自己的追求，要有一定的`目
标，最重要的是能够追求真理。

人生并非是一帆风顺，永无波澜的，它是一条充满艰辛，坎
坷，曲折，充满挑战，充满挫折的旅途。一个人的生命是唯
一的，也是庄严的这个唯一的生命，你是让它辉煌还是暗淡？
既然是一次偶然来世走一遭，人间风险，那么年轻的心境只
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生命是辉煌的。

其实，“中国人失掉了什么”或“中国人是什么”之类的命
题都是不成立的。非得这么说的人，他们不是说给中国人听
的，而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其后果，就是给西方人画了一
幅“非人类”的中国人肖像画。

在文中，鲁迅写到人们不再相信事实，而相信渺茫的国联火
坑而追入一个更黑暗更深的迷信火坑时，我为当时的中国人
感到无限的惋惜又感到无限的愤怒，一些害群之马配不上中
华的炎黄子孙。

如今，这个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最精英的社会学家也难以回
答。在人生旅途中，一次失利，一次批评甚至一个眼神都可
能使我们失去自信力。可以这么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所有人
都曾失去自信力，但是失去了找回来不就行了吗？通过努力，
拼搏，自信力自然会回来的！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六

我们有幸生活在处处有真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感受到
像于勒所遭遇过的那种炎凉世态。

我们中国文化在很多领域是引领世界的。比如刚才有人告诉
我，这是唐代的美女、这是宋代的美女。每个人都知道，唐
代的美女以胖为美，世界各国都学我们胖。我相信日本的和
服是当时看到我们唐代的美女拖了个背影，他看错了，回去



学了个和服。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唐代的文化引
领世界。日本学的最好，在日本会看到很多唐代的建筑。日
本有很多缺点，但是它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把传统文化和
西方文化结合的非常好，但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我们中国的唐
汉文化。

从历史来看，我们的文化在唐、宋，包括明朝都是在世界领
先的。十七世纪的欧洲，拿破仑时代的贵族阶层以收购中国
的瓷器、使用丝绸和饮茶为荣，就像我们现在用了苹果电脑
和开着奔驰600的感觉一样。如果当时拿破仑享受一下我们刚
才一开始的茶道，他一定会很震撼。其实今天我还忘了一点，
今天我喝了一段人生中最美味的文化茶。今天这个文化茶很
少见，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很多一定阶层的人家里
都是这样喝茶的，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文化。

到了1860年，我看到的数据是，英国人开始文化领先，靠他
们的文艺复兴，靠他们的工业革命产生了现代的机械工业，
形成了日不落国家。英国领先世界靠的是什么?工业革命是后
来的，首先靠的是宗教，第二靠的是英语、法制、军舰。你
会发现，最后它的军舰没了、日不落国家没了，但是它的文
化依然引领世界，它的英语、法制依然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使用。看看文化是多么的厉害，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多么伟
大的一项工具。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七

"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觉得当中国人很光荣！”这是吉
鸿昌反驳邮局人员的话。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
并让吉鸿昌将军到国外“考察实业”。在美国期间，吉鸿昌
被一二连三地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刺激：那里的高级旅馆，
不仅从不接待中国人，还要羞辱中国人、讽刺中国人。但对
日本人却很恭敬，跟那街头的狗不分两样！



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
日本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不幸被日本人诱捕，就义前
他正气凛然地写下一首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读了这则爱国故事，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吉鸿昌的爱国情怀，
还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生于战争时期的吉鸿昌，爱国
激情从未停止，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不用遭受到离别亲人、
被外国人耻骂，此时，我们更应该去‘爱国’，我们现在能
做的只有好好学习，长大后用我们的知识去建设祖国，让祖
国变得更加强大，不要让惨不忍睹的历史重新上演！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八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除了三个黄金时代以外，动乱非常可怕，
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总有三五十
年，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又要二十年左右。然后政
权在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到来，陷入治乱相叠
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地生长在贪污、混乱、战
争、杀戮、贫穷里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此中国人
始终没有安全感。

一直以来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如何保
护自己的权利，让中国人产生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
个也怕，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烈，“明哲保身”的思想一直
在文化的传承中被延续。

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
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
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与患难太多，因为他们相信的太多了，
受到的欺骗也太多，每一次都在失望中落空。当一个王朝彻
底推翻另一个王朝，让人们在满怀期待中再次得到的还是贫
穷。



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
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成傻子。

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
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的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
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中国人有句古话：“一个和尚担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中国人希望自己不被
削，削别人的，这样怎么能团结。

中国人是诸葛亮式的虚伪，心里想的与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虚伪的行为导致中国人的诚信出了问题，也让中国人习惯用
错误掩饰错误，证明第一个错不是错！

中国历史中不断的朝代变化，中国的等级制度，让中国人不
敢说真话，明哲保身，这是历史的劣根性。虚伪的个性让中
国人缺乏诚信意识，只求自保不顾及他人感受，也成为现在
社会进步发展的桎梏。

中国人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
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独独的没有自尊，以至
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的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就是
你的主人。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为主人了。

中国人容易自卑，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
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的时候，君臣之间
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坐在同一个榻榻米上，直到纪元
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订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
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是皇帝成为了恐怖
的权威。君和臣、官和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了十四世纪的
明王朝建立了“君父”观念与之后建立的“廷杖”的制度思
想的结合，是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

中国人容易自我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
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百家争鸣。但是，从
那个时代以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控制。自从孔丘先生之后，
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
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
的意见。同时，五千年来，在皇权的统治下，中国人唯一的
标准就是皇权的标准，以官的标注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
益。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

文化让我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
国人什么都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也缺乏道德的勇
气。

从孔子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
一直到现在。但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说是
反对进步的。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
就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对不可以改革。长久的崇古、
不求上进，保守，使中国人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
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每
一个中国人都不可控地传染了中国文化中的病毒。历史的本
身我们无法选择也无权判断对错，这些特征虽然都单薄并且
刺眼地摆在这里，但是这些特性都可以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求解，同时也可以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得到进一
步求证。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九

面对着瘦肉精，面对着注水羊，面对着外国人对中国人特点
的标语。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前几天看到
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中国人，看了
都有所感触。

这篇文章是湖南衡山人龙应台女士写的。写的是中国人的种



种陋习。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出写出来，让中国看了，没有
道理不生气。使中国人如坐针毡。由于作者对中国爱的深沉，
所以对国人的劣根性恨之入骨。连连问：中国人，你为什么
不生气？声讨懦弱的中国人，直逼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撕
开中国人丑陋的灵魂，质问我们的尊严。是啊，不在沉默中
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我们应该站起来，指着不道德人的鼻
尖，告诉他们，我们生气了！

中国人应该站起来了，我们一定要改掉陋习，从自己，从大
家，从点滴开始做起。告诉他人，你生气了！你受够了！你
已不再沉默了！

我想信中国人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清醒过来。加油！每一
个中国人！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篇十

我阅读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启发很深。从某个
程度上说，中国人是很丑陋的。这不是我看过了这本书之后
就附庸着叫嚣，环顾四周，看看我们生活的周围——丑陋，
无处不在！

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太虚伪，太爱面
子，以至于几千年来都没有勇气去面对自身的病症，哪怕有
向癌症发展的趋势，却依然蒙着眼睛自诩为“泱泱大
国”、“礼仪之邦”，尽一切可能与手段来掩饰自身的缺
陷——你说中国有缺点，是因为你生活的环境不如中国，你
嫉妒罢了；或者是你担心中国崛起了会吞了你们那可怜的小
国，所以想在此之前尽一切办法来打击我们龙的传人的信心
而已。

脏、乱、吵。他说我们的厨房脏乱、家庭脏乱。很多地方，
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因为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
小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中国人



声音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
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
时里来了。柏杨说：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
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的窝里斗，天下闻名。柏杨说：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
看起来都象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
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
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是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
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
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
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
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
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
要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
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
甚至连虫都不如。所以就有了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的说
法。

由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个很特殊的行为——
死不认错。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
己的错误。所谓“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不
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为了掩饰一个错，中
国人就不用很大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
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
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
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
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
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
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还有，柏杨认为中国人是天下最
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



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
虽大，已装他不下。

柏杨不仅指出了这些不好的特征，还指出了改变我们中国人
丑陋形象的途径。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每个人想办法把自己培
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
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就。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
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没有鉴赏
能力就好象是瞎了眼的主人。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好
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
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豪感，就容易萎靡不振，失去锐意进取
的信心；一个民族要是不会反省，没有制衡机制，那又容易
滋生毒瘤，甚至走向衰亡。说到制衡，美国人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他们似乎永远有闻过则喜的勇气，美国人也写了一本
《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
一个有制衡机制的国家前进的行程是接近直线的，而缺乏这
种机制的国家就会曲线前进甚至倒退。中国人太要面子，面
子可以胜过一切，而理想、事业则在其次。面子到底值几分
钱呢？和事业比，和理想比，它一文不值。柏杨老先生的
《丑陋的中国人》作于20年前，里面揭露的很多现象是中国
社会根深蒂固的，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改变，因为很
多都已经深入文化骨髓，成为了人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所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过好在，细细想
来，还是有不少现象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我们不应
该麻痹大意，而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反省自己、检查
自己。

我认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一个能够长期屹立于世界之
林的民族，首先必须做到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是沉浸在自
我膨胀、自我满足的意识形态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真
的是“礼仪之邦”吗？是的，在对外宣传上是的，可是环顾



四周，真正像一个“礼仪之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