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迁史记读后感 史记司马迁读后
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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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司马迁史记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书——《史记》。这里记载了皇帝到汉
武帝这三千余年间多的历史。我想看看我们国家的历史是怎
样的，于是就翻开了这本书。

帝王篇里《尧舜禅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故事，我给你讲
讲吧！五帝中的帝喾有两个儿子，挚和放勋。帝喾死后，吧
皇位传给了挚，挚在主政期间没有什么所为。挚死后，放勋
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尧帝。尧帝虽然出身富贵，但是他不像
别的富家子弟那样有很多毛病，他把国家理治的很好。尧帝
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没有传给儿子丹朱，而是传给了舜。尧
不是不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丹朱实在不成材。尧
帝为了陶冶他的性情，发明了一种智力游戏——围棋，传授
给他，希望他能修身养性。但丹朱还是原来的丹朱，没有变，
围棋却流传了下来。话说回来，这个舜到底是什么人呢？舜
的年少经历既复杂又悲惨。但他一直为人好，非常孝顺。大
臣们推荐尧的儿子丹朱为皇上，尧帝说：“丹朱虽是我的儿
子，但是他性格恶劣，我不会给他机会的。其他的，不管什
么样的人，只要是有品的才能，都可以推荐！”大臣们推荐
舜，但是尧帝还有点犹豫，就亲自验证了一下。经过重重考
验，舜的做法让尧赞不绝口。封为部落首领，就是舜帝。舜
从此代替尧帝。舜大胆的任用贤才治理国家，整个民族变的
兴旺发达，后来，舜仿效尧帝，没有把皇位给自己的儿子商
钧，让给了具有美德的禹。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皇位，
建立了夏朝，禅让制度从此消亡了。



?史记》中还有许多著名的故事，大家一定要去看看，多了解
一下中国的历史！

司马迁史记读后感篇二

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学生，我们最近学了一篇叫《司马迁发愤
写史记》的课文，每次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深有
感受。

课文中说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是汉朝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
要编写一部史书，司马迁从小努力学习，积累了许多资料。
后来他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嘱托他一定要完成史记这本书的编
写，可正当他认真写作时，因为替他人求情，得罪了汉武帝，
受到了酷刑，他在狱中几次想自杀，但为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出狱后，他忍辱负重，发愤写作终于用
了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巨作――史记。

每次我读到这篇课文，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大家想一想，
在司马迁受到酷刑的情况下，他竟然能持之以恒，克服重重
困难写出一部辉煌巨作，而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坐在明亮
的教室里，更应该好好的学习，不能因为遇到一点小困难，
小挫折，就打退堂鼓，我们只有迎难而上，持之以恒，才能
取得好的成绩。

司马迁史记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们学习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这篇文章之后，我
深有感触，明白了许多道理。

我学完了这篇文章，明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朝廷的史
官，他到处搜集资料，要编写一部史书。但是司马谈没有实
现这个理想，临终前他嘱托司马迁要写一部史书。于是司马
迁发愤图强，到处搜集资料。正当他专心致志地整理资料的
时候，一场飞来横祸让他进了监狱，受到了当时最野蛮的腐



刑，尝尽了人世间的屈辱。但是，意志坚强的司马迁没有受
奇耻大辱的影响，不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出狱后，他都专心
致志的编写《史记》这本书。他一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终
于编成了这部辉煌的史书。

学了本文之后，我想起了司马迁说过的话：“人固有一死，
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这句话讲的一点没错，是
司马迁的人生写照。司马迁发奋写《史记》这篇文章中，最
让我记忆犹新的地方是：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
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司马迁因为
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悲
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
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司马迁进监狱受的'是常人
难以忍受的腐刑。在当时，受腐刑的人会被人讥讽、嘲笑，
但司马迁忍辱负重，坚持编写完《史记》这本书。

学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明白了：我不论做什么事，要有司马
迁写《史记》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中，不能
被小小的挫折打败了。

司马迁史记读后感篇四

编者按：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我学习
到的是对待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宽容、善待和尊重。

寒假里我读了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其中一篇《管晏列传》
令我受益匪浅。《管晏列传》记录了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
与晏婴的事迹。管仲的传记主要记述了管仲与鲍叔牙真挚的
友谊，晏子的传记主要记述了晏子重用人才的故事。

读管仲的传记，我被鲍叔牙对管仲真挚的友谊深深打动了。
鲍叔牙无私地帮助身处困境的管仲，总会为他多拿些钱，为
他打抱不平，令我感动。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像鲍叔牙一样，



关心、帮助身边的人，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个世界充满
爱。

最让我敬佩的是鲍叔牙并没有遗弃管仲，在齐桓公面前举荐
他，才让管仲成就大业。他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能从国家
利益出发，抛弃私人恩怨，宽容管仲，说服齐桓公重用管仲，
这足以见他多么宽容大度，品质多么高洁。这些让我明白了
朋友之间应该互相体谅、包容、多考虑朋友优秀的一面，多
宽容朋友的缺点。读管仲的列传，在欣赏他们真挚友谊的同
时，也让我更加珍惜每一份友谊，帮助和关爱他人。

第二部分写的是晏婴。他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臣。他足智多
谋、清正廉洁、重用人才。书中通过两个故事突出了晏子重
用人才的这一特点。一个是救赎越石夫却与他绝交的故事，
一个是重用车夫的故事。晏婴救赎越石夫，体现了他知人爱
才、礼贤下士。晏子举荐车夫，体现了他尊重人才、重视人
才。晏子“进就想到竭尽忠心，退就想到弥补过失”。难怪
《史记》中太史公对他有高度评价：“假令晏子而在，余虽
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读完《管晏列传》，发现管仲和晏子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由此，我明白我们对待人才也要宽
容、善待、尊重他们。

作者： 折桂七7班 杨添晨

司马迁史记读后感篇五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我国的鲁迅先生对这本
书的评价。《史记》在史书中的地位无可替代，作者司马迁
用了一生心血写成的这本书确实值得我们一看。勾践卧薪尝
胆，孙武用兵如神，孙膑围魏救赵，廉颇知错就改……这些
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在这本书里。



?史记》主要描述了从传说中上古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元狩
元年，一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人物仿佛就
在我们面前，在那段沧桑的历史中，英雄一个个出现，却又
逝去。

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映像深刻，那就是《鱼肠剑》。故事
里吴王的手下公子光想篡位，成为皇帝。于是和伍子胥物色
到的一位勇士专诸一起商讨计划。终于，等到了这一年，楚
平王逝世，楚国对外戒备有所松懈，吴王就发派精兵攻打楚
国，这样一来，吴王在吴国的势力就减弱了很多。公子光叫
来专诸，让他去刺杀吴王。这天，公子光把吴王请到家里盛
情款待。酒席上，吴王身旁有亲兵手持长矛守护，吴王以为
自己很安全，就不停地接受着公子光的敬酒。在吴王醉时，
公子光就假装脚伤复发，先躲进暗室。后来专诸端上一盘鱼，
走到吴王面前，颁开鱼腹，抽出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向吴王，
吴王当场毙命。专诸被一拥而上的守卫杀死了。公子光见行
刺成功，就打暗室率领埋伏好的士兵将守卫消灭了。自立为
新的吴王。

象专诸这种人，虽然说是坏人，但他一心为着公子光，甚至
献出了生命，他早就知道行刺基本上有去无回，但他还是去
做了。他十分忠诚，所以我也喜欢专诸。

?史记》，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