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革命故事读后感 革命故事朱德的
扁担读后感(汇总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革命故事读后感篇一

《朱德的扁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革命先烈故事。读了这篇
文章，我被朱德军长那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
打动了。朱德军长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
以身作则的事迹，一直萦绕在我脑海。

那是在1928年，朱德军长带领红军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敌人
的严密封锁，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粮食等生活用品奇
缺，红军发动下山挑粮运动。

朱德军长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他常随着队伍去挑粮。
他穿着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
鞋。尽管山高路陡很难走，一天要往返50公里，但每次朱德
军长的两个箩筐都装得满满的。

战士们既敬佩又心疼朱德军长，想到他为每晚考虑作战计划，
白天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大家便商量把他的扁担藏起来，
让他好好休息。但他又自己动手削了一根新扁担并特地写上：
朱德扁担，不准乱拿。战士们被朱德军长的精神给打动，再
也不好意思藏起来了。

在我身边，也有许多像朱德军长那样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的
人，特别是我的外公外婆。瞧，外婆的一双拖鞋穿了三十多
年，外公的一顶帽子戴了二十几年，却舍不得丢弃。爸爸妈



妈给他们买的新衣服，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我问起
来，外公外婆经常说：“没有穿坏就不用买那么多新的。”

想起自己小时候吃饭弄得满桌子都是，就觉得惭愧;刚买了新
衣服，几天就划了几道口子;刚穿的新鞋子，几天就张嘴了。
我应学习朱德军长那种精神。

革命故事读后感篇二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
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铸成的！”这是江姐在牢房了被敌人严刑拷打昏过去后又
苏醒过来时给监狱里的难友们的回信。江姐始终坚持这样的
信念，誓死不向敌人透露半点党的秘密。

读完《江姐》这篇文章后，我不仅思绪万千：江姐在敌人严
刑拷问下藐视敌人，藐视死亡，镇定自若，表现了一个共产
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为了革命，为了捍
卫真理，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她决不向疯狂的敌人透露半点
党的秘密，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了，死去活来，可
她却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半个字，也没有发出任何呻吟声。因
为忍痛，江姐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她顽强的革命
意志却决不动摇。在敌人一次次审问下，她都与敌人针锋相
对，极力保护党的机密，戳穿敌人的罪恶阴谋。

像江姐这样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献身的烈士还有很多。
为了部队不被发现，在熊熊烈火中纹丝不动的邱少云，他咬
紧牙关，忍住烈火烧身的剧痛，像千斤巨石般纹丝不动，直
至英勇就义；董存瑞为了炸掉敌人的碉堡，用自己的身体顶
着炸药包，贴在碉堡上，点燃了导火线，在一声巨响中，壮
烈牺牲了。还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黄继光、“生
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的
夏明翰，更有许许多多家喻户晓的或鲜为人知甚至无名的英
雄战士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献出自己



宝贵的生命。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这幸福生活是
无数爱国者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而用血和汗换来的。我
们现在应该刻苦学习，做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少先队员，
将来为党、为人民争得荣誉、赢得光彩！

革命故事读后感篇三

读过的一些好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

《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讲了朱德军长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期间，白天要上山挑粮，夜晚不仅要审阅文件，还要和毛主
席研讨革命斗争形势。红军战士们怕他累坏了，一位小战士
出了一个主意：把他的扁担藏起来。可是，红军战士每藏一
次扁担，他又重新削了一根扁担。最后，他在扁担上写
着“朱德记”后，红军战士再也不好意思地藏他的扁担了。
以此同时，他郑重地对战士们说：“谁藏我的扁担，我就要
批评他。”

从朱德军长的言行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身先士卒、
以身作则、脚踏实地，勤劳能干的革命好干部。我跟他比起
来，实在是天壤之别。在学校，我是一名班上的干部，对班
级工作敷衍了事，不闻不问，失职不作为。有一天下午放学，
我负责检查值日的同学打扫班级卫生工作，却没有履行自己
应尽的职责，对有垃圾的地方视而不见而急匆匆地回家。第
二天早晨，我来到学校，不但没有赶紧清扫垃圾，还若无其
事地去玩耍，被同学告状，心里真不是滋味。在家里，我是
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无忧无虑地生活，却不懂得替他
们分忧。他们不但要管理鞋厂，回家还要做家务活，够劳累
的。我看在眼里，却没放在心里，只知道看电视，跟邻居的
小孩玩。有时，妈妈叫我打扫地板、倒垃圾时，我总是溜之
大吉，不见踪影，真是一个“懒惰虫”。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我深刻认识到劳动的重要和意义。我要
向朱军长学习，在学校，要尽职尽责，积极参加义务劳动；
在家里，要主动帮家长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从小养成热爱
劳动的良好习惯，将来更好地为家庭为社会多做一些有意义
的事。

革命故事读后感篇四

由于遭到敌人地方武装的封锁，井岗山时期的生活十分艰苦。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红军战士开始了自耕自种的生活。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自产的粮食不够，且盐、油等都十分
紧缺），红军决定到山下六十多里地外的茅坪去挑粮食，顺
道打探一些消息，带点盐、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回来。

这样的任务便落到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身上。朱俊才
因年纪小，个头小，本不能参加挑粮任务，但因此时已是朱
德的通讯兵，加上朱德也是挑粮人员中的一个，便被破格选
用了。

从井岗山去茅坪的.路是标准的羊肠小道，很不好走，加之敌
人还经常在途中伏击设卡，因此挑粮十分危险。那时，朱德
经常在晚上和毛泽东研究敌情与一些作战方案，休息时间很
少。为朱老总的身体着想，朱俊才多次劝他别去挑粮了，朱
德总也不同意。

一天晚上，朱俊才和一位山东籍战士（只记得姓李，比朱俊
才大2岁）、一位湖南大庸籍战士（不记得姓名了）商量怎样
才能让朱老总不去挑粮。那个姓李的山东战士说：把他的扁
担藏起来不就行了？没扁担朱老总怎么挑？！朱俊才一听，
这主意不错，便偷偷拿出朱德下山挑粮用的毛竹扁担，趁夜
送到了山下约15里外的一个叫毛四明的农民家里藏了起来，
并告诉他，这扁担放在家里谁也不要说。

回到井岗山上时已快晚上12点了，朱俊才心里特别高兴：这



下朱老总可得好好歇歇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后，朱德见找
不到扁担，急得逮人就训。朱俊才又得意又害怕，得意的是，
朱老总不能挑粮了；害怕的是万一露馅，自己肯定没好果子
吃。一天，朱俊才正在洗衣服，朱德走过来，对他说：走，
跟我去山下走走。两人来到山下，朱德直奔几个老乡家，最
终还是找到了被藏了几天的扁担。后来，朱德下山挑粮前，
借毛泽东的毛笔，在扁担的里面写了几个字“朱德扁担，不
能乱拿”，这才高高兴兴下山去。

《朱德的扁担》的故事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革命故事读后感篇五

诗人杨朔曾这样赞美朱德军长：抚育部曲亲如子，接遇工农
蔼如风。席间谈笑胸襟阔，最从平淡见英雄。无数的事实证
明，朱德军长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革命赤胆忠心，为
人民鞠躬尽瘁。在老师的大力推荐下，我阅读了《朱德的扁
担》这篇文章。

文章主要讲的是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山上粮食不多，常要派
人到山下挑粮，朱德也常和战士们去挑粮。他晚上还要研究
战事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战士们心疼朱德，于是便把他
的扁担藏起来。可是朱德很快又修了新的扁担。没过几天，
朱德发现他的扁担又不见了，他便知道是战士们爱护他，可
是他觉得他还是要跟战士们一起艰苦奋斗，于是他又修了一
根扁担，并在上面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几个字，
大家看了越发敬爱朱德军长，就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朱德是一个人民的好军长，战士的
好伙伴，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就是靠众多像朱德军长这样
的革命前辈艰苦奋斗换来的。

朱德军长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学校
的车校长，她身上也带着朱德这种美好的品格，车校长本来



事务就繁多，可是植树节的时候她却能不辞劳苦，从百忙之
中抽出时间，带领我们师生一起参加植树造林美化家园的活
动，让我们感觉到她的亲切，从心底生出了对校长的爱戴。
还有我们组的卫生小组长，他也具有这种优秀的品格，每次
搞卫生，他总能走在最前面，带领组员并和组员一起认认真
真把卫生打扫好，而不是站在旁边发号施令，我们大家都很
尊重他。

同学们，让我们继承好朱德军长这种美好的品格，和大家走
到一起，一起努力，艰苦奋斗，开创我们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