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第到章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史记第到章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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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第到章读后感篇二

《史记》是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很



高的文学价值。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
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间公三千多
年的历史，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
四史”。

《史记》中很多故事表达了对古代优秀事件的赞扬，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
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其中很有名的《大禹治水》，表现了
一个为民造福的无私大英雄，他三顾家门而不入，日夜为治
水而奔波，可以看出他心地善良，舍己为人，肯为别人付出
自己。

读完《史记》，我百感交集，这本书中的人物悲欢的命运使
我彻夜难眠，我从《史记》中涉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秘诀，
它身上的许多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慢慢人生的养分。

《史记》中的内容贯通古今，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它让一
个个英雄豪杰和辉煌事件在历史长河上永久保存。

史记第到章读后感篇三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千百年的历史。在这悠久
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位英雄豪杰出现。今天，我读完了
《史记故事》这本书，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

在这本书中，我认识了许多英雄豪杰：炎帝、黄帝、唐尧、
大禹、虞舜……在这些人的背后，又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神龙氏尝百草大家都听说过吧：炎帝发现一些植物可以医病，
他为了让百姓们过上不受病痛的折磨，用自己的身体作实验，
一一去尝那些植物，最后不幸吃下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
植物，身亡了!他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还有大禹治水、



嫘祖制衣等等，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风衣足食，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史记故事》中有许多爱国的伟人，每个人的爱国方式都不
同。有的是当兵保卫国家，有的则是发明新产品来解决国家
的问题，还有的在各种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等等。我们虽然
不能像屈原那样，也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从小
事做起。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国家尽一点力。可以做的事情很
多。比如：不乱扔垃圾、爱护公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好好学习……这些看起来像是小事，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做到，
国家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些爱国行为虽然渺小，但是久了
必定聚沙成塔，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永远兴盛。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古今中外，有许多的.人为国
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的生活变的风衣足食。我们要
向他们学习，学习那乐于助人的精神，学习那英姿飒爽的神
态，学习那尊老爱幼、以德服人的高尚品质。但是，我们不
能学那些昏君为了自己快乐，而做了一些伤天害理、鱼肉百
姓的事。

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还
亮的智慧，是我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信念。让我们自由地徜
徉在书的海洋里吧!

史记第到章读后感篇四

近年来，我一直在宣传一种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在技术上
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有借鉴，但作为制度道路的选择不能简单
理解为是学西方的，更不能认为是西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也是从古代传统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古
代传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并不首先产生于西方，却是
在东方古国——中国。这两天我又一次认真研读《史记·货
殖列传》，对上述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
明确批判了“重农耕轻商贾”、“重本抑末”的落后经济思
想，主张“农工商虞”并重，提倡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
交换。单“货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过地
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史太公说：我们国家资源雄厚，物产
丰盛，这是人们的生活源泉。“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他说：人
们利用市场规律低进高出，以求盈利谋生，各自努力经营本
业，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明为繁荣经
济就要鼓励分业经营。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
其事，商不出则三宝（吃的、穿的、用的——老玺注）绝，
虞不出则财匮少。”他总结介绍了越王勾践用范蠡等人的计
策，凭借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
成功的经验。史太公还精辟论述了经济与政治、与道德、与
民风的关系。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说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他还说，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营商出于私利，但就是
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发展了，这应当看作是贡献。
不是常说“发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张政府对商品经
济的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
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
和规章制度使其规范化。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此外，《货殖列传》通过总结经济事业发达地区和一些政治
家、思想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业绩与经验，论述了大量关于
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法则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诸如开发
利用资源，提倡产业分工，以及商品经营、商业营销方式与
策略等有极高理论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经济启蒙思
想家们的理论还要早一千多年。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借助市场经济体制获得迅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



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
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进障碍与困难。新中国在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三十多年前起实行改
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是中国
人民的历史选择。尽管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不很
完善，但已经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
恢复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现在，
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
设上，都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和问题，都站在同一个起跑
线上。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
化建设，尤其是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法规和市场运行秩序的
建设。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史记第到章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史记》这本书，了解到中国从盘古开天辟地
以来经历的岁月沧桑。

从黄帝到汉武帝的三千多年时期，我们的祖国伤痕累累，那
期间，皇帝是一代一代地换，江山是夺来夺去，人民生活在
水生火热之中，其中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商纣王的残忍。

我知道商纣王天资聪颖，辩才无敌，而且勇力过人，但他却
十分残忍，荒淫无度。有一次，一位大臣忠心劝他治理国事，
而纣王却听不进去，还当众把那位大臣身体剖开，取出他的
心。得知事情的人们个个十分恐惧，就纷纷逃离。最后，商
朝被周武王灭掉了。

看了这个故事，我疑惑为什么商朝会被周武王给灭掉了？我
想，是因为这一代的君主昏庸无能，听信他人谗言，不务国
事，专政残暴，才酿成了这一幕悲剧吧，如果商纣王爱民如
子，那商纣王早就无人能敌了。

我们是新一代的接班人，所以我们要吸取先人的教训，将祖



国建设得更加发达、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