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军长征记读后感(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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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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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一

长征，这震惊中外举世皆无的两万五千里的军事长征，是中
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长驱二万五千余里，纵
横十一省。长征途中，天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地下有敌人几
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
泸定桥、五岭、乌蒙山、大雪山、草地等天险的阻隔，红军
要战胜克服这些艰难险阻，不仅身体要遭受超出人类种种极
限才能忍受的痛苦，而且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长征
本身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一首悲壮的诗，一幅悲壮的画。

但是毛泽东写的长征的诗词，却没有刻意描写长征经历的苦
难和牺牲，而是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
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尽开颜”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连那从浩浩太古以来就
独立存在的岷山千里雪，也雪霁日出，阳光映着白雪、红旗，
为红军的胜利而笑逐颜开了。这是何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啊!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二

本书由美人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
里(1908、11——1993、5)撰写，他在二战时期和《红星照耀
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同在苏联担任
战地记者，在与斯诺的交往中，索尔兹伯里坚定了撰写这部
史诗的决心。1984年3月到6月，索尔兹伯里得了到中国官方
批准后来到中国，开始从事研究和搜集有关长征的的资料，



并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沿红军的长征路线进行了实地调查和
采访，这本书也许是第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全面、系统描写
长征的经典著述。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
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红军在长征中所要面对的难困主要有三方面：介石的国x党正
规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同大自然的史诗般的斗争
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第三个困难也许
是最关键的。)

长征开始时，八万六千多人从江西出发，林彪指挥的一军团
和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担任前卫，五军团(由宁都起义的原
国x党二十六军部队组成，这是一方面军中最守纪律、最忠诚
的部队。)担任后卫，当中是由新兵组成的第九军团、第八军
团和中央纵队(中央领导人就在其中)、运输部队。战略转移
的初期就像一场大搬家，大量的档案文件、印刷机、造币机
和武器铸造磨具都被带在路上，挑夫承载的机器的重量大大
超过了人的负荷，在崎岖的道路上每天还要行走几十公里，
这种沉重的负担和远离家乡的前景导致了大量的逃亡，中央
红军的行动也因此而非常迟缓，这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3日)是长征途中红军遭遇的
第一场大战，战役过后八万红军部队只剩三万人。惨重的军
事失败造成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等人的不满，
毛xx通过采取一切可能的政治计谋即将重新取得他对中央红
军的领导权。

全世界和中国广大地区的人们对长征所知甚少，国统区的新
闻报道通常不是失实就是消息严重滞后，介石的情报工作也
是失败的，他甚至认为他与之作战的仍然是朱毛领导的红军。
实际上，红军和江西苏维埃政府早已被莫斯科共产国际
的“布尔什维克”们(中共党内“苏联派”，为苏联利益服务



的政治团体)掌控，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领
导着红军，而毛xx已经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了，他的朋友和亲
信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排挤。

在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而之前曾召开了鲜为人知的“黎平会议”，已在实质上重新
恢复了毛xx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上莫斯科的军事顾问
李德仅仅列席会议，毛xx重新掌权后，便一直担任最高领导
人的职位，直到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中国
革命的历史走向从这一刻起便无可挽回的注定了。

红军进入了贫困的贵州，在这个中国当时最绝望的省份，介
石布置了四十万军队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但是他的对手毛xx
不愧为一个军事奇才，毛充满想象力，灵活机动，大胆果决
的战略决策有效地误导和牵制了介石的指挥，虽然在贵州境
内东西南北的大规模运动使得意志顽强的红军部队都疲惫不
堪了，然而，红军最后还是突破了重重包围，从贵州进入了
四川地区。红军的胜利突围似乎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毛xx
古典主义式的军事奇谋，介石和军阀部队的矛盾，红军成功
的政治宣传和政策方针。值得注意的是，红军所到之处基本
上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帮助，当时所有的中国军阀部
队都不能像红军那样维护贫苦无告的中国农民(相比苏俄革命
时期的红军，中共的部队更加体谅和保护贫农的利益)，中共
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了农民对土地制度不满而引起的一
种反抗，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的仇恨，支持着成千上万的
农民进行着英勇的长征。

长征本身是一场灾难，是对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大多数经
历过长征并且幸存下来的红军回忆长征时无疑会感到那是一
场苦涩而艰辛的经历。那些来自南方产粮区的人们没有见过
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和荒芜人烟的大草地。寒冷和疲劳消耗着
人们的体能，失去知觉的人倒下后便再也站不起来了，一个
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或是在沼泽中消失。缺乏食物补给



和野外生存技能导致饥饿的人们煮烧皮带或者在别人的粪便
中收集有限的粮食，这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感到不适的无人区，
而有时出于救人和决策者的需要，有些人还要反复几次地经
历这些死地。千万不要轻易地赞扬人们的坚强精神，灾难就
是灾难，这是大自然对人的折磨。

1935年6月25日，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了，毛xx和
张国焘在热烈、友好的气氛里再度聚首了。“但是在骨子
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
恨、敌意、猜疑。”毛和张都曾有过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分
子的传统，这两个人在政策、性格和权力的看法上又有着相
当程度的不同。临时勉强调和的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了。但
是政治分歧还是发生了，红军内部几乎进行了一场内战，最
终，张国焘主导的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还是南下
四川了，而右路军的一方面军主力最终成功北上，中央红军
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一年以后，张国焘率
领的四方面军残部和贺龙率领的二方面军也来到了陕北同中
央红军会师。

当毛xx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兴致盎然地写下“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
颜”诗句时，中央红军(一方面)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
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的长征部队，再加上沿途不断招募的新
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六千余人(留在江西的共产党员、红军
战士和广大群众则淹没在国x党部队残酷镇压的血泊中)。当
然，走到最后并且幸存下来的人是革命意志最坚定，战斗力
最顽强的人，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主力中的主力。但是一
切都才刚刚开始，在今后十三年残酷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
中，这些久经考验的人还要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而
浴血奋斗。

然而，历史似乎总是令人感到悲观的……

1959年6月，毛xx在庐山上“冷眼向洋看世界”。



“冷眼……，革命英雄们的这次聚会，看来并没有多少诗意
可言”。自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经济运动失败后，反“右
派”的斗争开始了，毛和他的助手江青、林彪等利益集团开
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里整斗长征时期的老英雄们了：
彭德怀、洛甫、刘英、王稼祥、朱仲丽、贺龙、薛明、肖克、
李先念、杨成武、杨尚昆、朱德、胡xx、陈毅、刘少奇……当
然血水浸染的死亡名单不只包括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
中国所有的社会精英和无辜百姓都受到了致命的冲击。社会
道德沦丧了，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以惊人的方式迅速退化，动
物精神充斥在所有人身上。革命是一头怪兽，当它由无数血
肉喂养长大后，永不餍足的怪物就开始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自
己的组成部分了……同样一个领导人，曾经努力使中国进入
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信念，如今变成了使中
国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一切现有的成果和未来的希望似
乎将被彻底埋葬了。“有限的权力导致有限的腐朽，绝对的
权力导致无限的腐朽。”极少数人的乌托邦最终成为了绝大
多数人的噩梦和灾难。

本书脱稿于1985年，时值邓xx掌权后的经济改革时期，作者
当时显然乐观地看待中国的改革和新的方向，他对邓xx及其
支持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三

当五星红星迎风飘扬，当雄壮的国歌在天空盘旋，我自豪，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庆幸我生活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
国家，但又有一丝感伤，为了创建今天这美好家园，曾经有
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带着对大好河山的眷恋，对帝国主
义的憎恨，飞上了蓝天，化作一颗颗星星，其中就有儿童团、
牧童班的小战士们。长征，一次伟大的运动！红军，一个万
古不朽的名字！儿童团，一个光荣的称号！

你可知道，我们现在这美好生活的后面，是多少先烈用血和



汗换来的？在红旗后面，是多少让人心酸的故事？小护
士“火云鹰”为护伤员，用火和酒精点燃自己，打败了对手！
牧童班小战士们为了保护大部队，全班二十多人战死了十七
人，歼敌一千多……我们这一代，何其幸运！在这和平、美
好的.家园生活，我们该以什么来回报英雄们？是金银珠宝？
是金钱？不，应该是棒棒的学习成绩。当我看到有个别同学
娇生惯养，有的不爱惜公物，或者有的不认真完成学业……
我的心就很疼，想到这些先烈们，我们红旗下的少年一定要
改掉一切坏习惯，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将来成为对祖国建
设有用的人才。红旗下的少年们，祖国需要你！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四

暑假，我在克拉玛依读书园地有幸读到了红色经典系列的书，
《长征的故事》。这本书讲了33个关于红军长征时的故事，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艰难的长征路》这则故事。他们是
我永久的感动。

《艰难的长征路》讲述了红军长征时过草地的历程。到处是
陷阱的大草地，埋葬了成千上百的红军战士。他们在烈日和
暴雨的威胁下，饥饿和寒冷的侵袭下，坚持不懈，最终走出
了草地。令我感动的是红军战士间那深厚的情谊。当一个人
先进沼泽地，另一个人立刻伸手拉他，两个人越陷越深，再
也没能出来。

人员的损失不是最可怕的，饥饿和寒冷像更大的魔鬼，时时
挑战着他们。在粮食吃完后，野菜就是生命的保障，那野菜
吃完了呢?有的老红军回忆：“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
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难熬!”为了让更多
的战士活着走出草地，彭德怀杀掉了他心爱的“战马”。他
关爱战士，贡献自己的所有。

夜晚是很冷的。累积了的战士们就找一个土丘，或是河边的
高地，有的坐着打盹，有的就地而卧，还有的放块石头当枕



头。战士们三五个挤在一起入睡，许多战士在第二天早上就
再也没有起来，保持着相互依靠的姿势永远进入了梦乡。

每个战士都知道，草地很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但他们依然坚
持，把生死置之度外。太多太多的战士留在了草地中，留下
了他们火热的青春年华，但更多的战士坚持着走出草地，他
们同甘共苦，终于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走向了光明的未来!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大无畏精神，
什么是信仰的力量。历史会记住他们，中国人民会记住他们，
中国革命，因他们而大放光芒!

红军战士教会我要在生活中积极向上，团结友爱，和朋友共
同面对困难。是他们给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红色，
永远在我心中，革命先辈永垂不朽!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五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读完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
精心打造的巨著《长征》。这部作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是红军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
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的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
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书中的许多重大
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在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体现出
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
在这一伟大壮举许多感人小事，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
亲近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

《长征》在很多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在大量描写长征的作品
中显得特色鲜明，可以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
周年里最有阅读价值的书之一。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是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界
线的人类精神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



是由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与人类的精神财
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最重要的是，
长征翻越了20多座巨大的山脉，渡过了30多条河流，在饥饿、
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走完了远远超过两万五千里的
路程，而且还遭遇敌人的追击和堵截不少于400次。说长征是
人类历史上无畏艰难险阻，不畏牺牲的远程。共产党人深知
这样一个道理：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走没有剥削没
有压迫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和国内反革命势力，乃至国际
反动势力做拼死的斗争，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
大山，才能换来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人民当家
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一样，
头上的红心一样，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
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的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
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
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
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位
红军所认同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
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皆成为一个锻造。中国工农红
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
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类奇迹的精
神。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
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
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
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
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
将会何等光荣。”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六

长征纪念日读后感，在长征胜利80年之际，小编为大家推荐
长征纪念日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哦!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
祖国才变得坚挺，我们的炎黄子孙才在灾难到来时更加坚强。
他们永远都压不倒，折不弯，打不败，在寒风中傲然挺立，
这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中国人!

看了《长征路上的故事》后，我浑身的血液都僵硬了。红军
战士一路上竟然就那么点干粮，吃完了，只好啃树皮，挖野
菜，把皮带煮一煮就吃。然后还要翻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上
战场，与敌人浴血奋战，此时的战士们体力透支，究竟他们
凭的是什么在打仗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爱国情怀和一种精神，
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这些勇士们为了让我们有幸福的生活，一个新中国,而承担了
这一切责任。他们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儿女，
有自己的父母。可这些战士们竟能勇往直前地上战场与敌人
厮杀，这真的很可贵!就算他们战死在沙场上，那也虽死犹荣，
因为他们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牺牲的，值得我们尊敬!

在长征的路上还有许多的艰辛，他们几乎饿的都要走不动了，
可是精神战胜了肉体，他们挺过去了;风吹雨打，日晒雨淋，
他们也都挺过去了。一切一切的苦，他们也都挨过来了。因
为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们一定要胜利。”这样朴
素的话语。正是这样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信仰陪伴着他们走过
来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信仰啊!正是这个信仰，使他们挖
野菜，喝雪水。正是这个信仰，使他们不顾一切，与敌人对
抗。正是这个信仰使他们为国捐躯也无怨无悔。不过也正是
这个信仰，给予了他们光明与正义!



中国的战士们就是有这样的一股劲儿，一股不屈不挠，百折
不回的劲儿。这股劲儿是那些侵略者所不能蔑视的，他们反
到会为此而对我们中国的战士肃然起敬。抛头颅，洒热血算
得了什么!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是
用灵魂来打仗的!在长征路上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继续支撑下
去。还有哪个民族是这样的呢?要不是这样，我们能抵抗住那
么多的侵略者吗?阻止他们的野心?这就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不
息，他预示着不管中华民族有多少风风雨雨，我们民族的威
严都不会扫地，我们祖国永远都会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巍然屹
立。哪怕闪电雷鸣，狂风暴雨都不会动摇，就像是那积极向
上团结紧凑的白杨树那样坚定不移! 八年，八年呀!这场八年
战争的胜利，容易吗?因为这场战役，战士们受了多少苦多少
罪，死伤了多少人才换来的啊!没有理由不胜利的，真的没有
理由!

一轮明月，见证了沧海桑田的时过境迁，见证了西风古道上
的时事沧桑。一轮明月，照遍了大江南北的喜怒哀乐;看遍了
古今中外的悲欢离合。随着岁月的扭转与变迁，长征路上的
故事仍然历历在目。他换来的是我们太多的享受不该享受的
幸福;太少的承担应该承担的痛苦。我们必须得向这些英雄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记住这段历史，记住我们华夏儿女所受
的一切痛苦。

忘却苦难，苦难就会重扣国门;不思未来，未来就会弃我们而
去!

在毛泽东主席的诗里有这样的几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
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
几句诗体现了我们的红军在过草地，爬雪山的过程中，不因
自然的阻碍而终止前进道路的精神。

长征的开始，不是我们红军愿意走的，是被迫的。国民政府
以各种各样的袭击，使我们的红军伤亡很惨重。红军在长征
的征途中，一路上得防备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面对着前



后的围攻，使我们的红军有了许多作战经验。

特别是在面对着国民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前面，使红
军有了更好的战斗措施，那就是”避敌主力，诱深入，集中
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干净，利落地粉碎了敌人
的反革命“围剿”。红色政权巍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同国
民政府政权对峙。

红军继续北上，他们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想想当时的
情景，是多么的危险，在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可是又惊又险，
每一个人只有一块木版，然后把木板架在铁链上，就这样一
步一步的爬过去，只要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汹涌的狂澜巨浪
中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却克服了重重险阻。正因为有这样的
惊人的毅力，夺下沪定桥长征所以能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纠
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 “左”倾错误，肯定了毛
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衙门在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军事上的错误指挥，
导致失败的局面，给中共中央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束
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是中
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最后红军长征于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宣告红军二万五
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可是红军八万人只剩下了三万人。

红军长征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中国历史永远保留着，告诉我
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红军长征是多么的艰难，但是他们克服
了种种困难，重重险阻，我们要学习红军的勇敢精神，敢同
敌人作斗争。红军的种种英雄事迹，将会在我们的历史上永



放光芒。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七

《七律长征》时，爸爸推荐我去阅读《长征的故事》。他说，
只有了解长征背后的细节，我才能更好了解长征的艰难困苦。
是啊，“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
暖，大渡桥横铁锁寒”，多么艰苦的长征啊！那时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了，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智取遵义城、四渡赤水、巧渡
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

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为“历史的英勇足迹”、“向着光
明跋涉”和“在路上——我们的长征”。在许多故事中，尤
其令我感动的是《倔强的小红军》。这个故事讲述了过草地
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红军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接受
陈赓同志的干粮和马匹。对于陈赓送过来的干粮，他“装作
满不在乎的样子，拍拍自己鼓鼓的干粮袋”，让陈赓认为自
己很好。但陈赓走后，那小鬼已倒在了草地上。陈赓打开他
的干粮袋，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根印有牙印的牛膝骨。读到
这里，我哭了，小红军真是伟大。

由于时间距离太远，我一直不懂得过去人们生活的艰辛，对
于父母教育我爱惜粮食，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也不以为
然。读了长征背后的故事，我深受震撼，如果我把浪费的粮
食给那个小红军，他就不至于饿死了。现在尽管我们生活在
大城市的孩子生活富足了，可那些生活在偏僻农村和山区的
孩子们仍然还有很多人处于温饱线附近。我们要拿出爱心，
多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长征的故事有许多都是感人肺腑的，不论是有名，还是无名；
司令还是士兵……他们的精神都是可贵的，这种精神正是我
们需要传承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也是我永远需要铭记在
心的丰碑。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中；不管是面对困
难还是安定，悲伤还是喜庆……我们都应该用真诚和自信去
面对，这样才能够关心他人，避免悲剧发生。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八

当我读完《长征的故事》，合上书的时候，“红军”这两个
字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14个省，历时两年，
1936年10月才到达陕北。长征途中，与红军作对的有三方敌
军，分别是川、滇和黔三军，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面对的并不止敌军，还有十分恶劣的
天气。大渡河上的暴雨，火焰山上的高温，岷山上的雪，草
地上的沼泽……这些困难三天三夜也数不完。有很多现代人
为了要深刻地感受长征的艰辛，还专门徒步把红军走过的路，
重新走了一遍。走完后，无不感慨!二万五千里长征，真是不
容易!

长征最重要的是无所畏惧，是毅力，是团结和正确的领导，
还有强大的民众后盾。看过《长征的故事》，让我觉得光有
精神，没有体力，也是做不到的。做为领导者，更不可以一
意孤行，应该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更不能因为多数
人反对了你，就放弃了你自己的选择和建议。当然，一切都
要经过深思熟虑，不要随意下定论，这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我们的生活中，红军的光辉事迹时时刻刻萦绕在我们的脑
海里。去逛公园，会看到革命雕像;在博物馆，历史可以重
现;在学校里，课本上动人的革命故事数不胜数;在电视上，
多少红色电视剧在一遍一遍地播放;在电影院里，多少关于党
的感人故事催人泪下……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因为我们现在
对长征精神的崇敬和热爱。长征精神无人否定，也不会有人



否定，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精神发扬光大，创造出新的奇迹!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九

《七律·长征》这首词浓缩了长征途中的艰险、曲折和悲壮，
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您整理的七
律·长征读后感，希望您喜欢!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是宣言书;长
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历史上伟大的奇迹。
我读了这首诗，感触至深。

红军战士们在长征的行程途中，遇到了种种艰难困苦，历经
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踏遍了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和金沙江;
连绵起伏的山岭;天寒地冻的雪山和茫茫无涯的草地等等各种
天险的阻隔。但他们心中充满奋斗的心情，满腔的热血，不
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英勇地与敌人作斗争，他们还勤于思考，
巧与敌人做周旋，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困难。有一次，我在放复读
机，不知怎么了，突然放不动了，原来带子卡住了。我又急
又气，使劲拽。但转念一想，这样会把带子拽断。于是，我
静下心，慢慢的取，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取出来了。我悟
出一个道理：遇事不怕困难，要克服它才行。

我还从诗中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体会
出红军战士们有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不仅在战场上无
不流血牺牲，而且还要面临环境的恶劣，粮食的不足，但是
红军战士却依然开开心心地过着每一天，我非常敬佩他们。

现在，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
不能忘记勇敢的红军战士，更不能忘记国家的新中国的创始
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指挥作战，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就不



会有改革开放的一天。因此，我们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美好
时光，好好学习，不能浪费光阴，虚度年华，用努力来迎接
自己人生的“尽开颜”。

长征，谱写了一首悲壮的交响曲和一曲悲壮的诗歌，描绘了
一幅悲壮的画，我要把长征铭记在心，把长征精神发扬光大。

今天，学习了毛泽东《七律。长征》这首诗，我感触颇深。

长征，这震惊中外举世皆无的两万五千里的军事长征，是中
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长驱二万五千余里，纵
横十一省。长征途中，天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地下有敌人几
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
泸定桥、五岭、乌蒙山、大雪山、草地等天险的阻隔，红军
要战胜克服这些艰难险阻，不仅身体要遭受超出人类种种极
限才能忍受的痛苦，而且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长征
本身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一首悲壮的诗，一幅悲壮的画。

但是毛泽东写的长征的诗词，却没有刻意描写长征经历的苦
难和牺牲，而是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
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尽开颜”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连那从浩浩太古以来就
独立存在的岷山千里雪，也雪霁日出，阳光映着白雪、红旗，
为红军的胜利而笑逐颜开了。这是何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啊!

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凭借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相结合的长征精神，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在长
征诗中，我领略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
概，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艰辛曲折，体会到我们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长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要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去征服
学习、生活上的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珍惜现在的幸福



生活，好好读书，决不能浪费光阴，虚度年华。迎来自己人
生的“尽开颜”。

读了《七律·长征》这篇作文后，我无比敬佩红军这种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和英勇豪迈的英雄气概。

红军从1931年到1934年，在毛泽东的正确引导下，取得了四
次胜利。以后，由于在王明路线的错误引导下，第五次"围
剿"以失败告终。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进行
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从此，中国革命转危
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全程二万五千里，这期间，红军翻越了连绵起伏的五岭
山、气势磅礴的乌蒙山、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巧渡金沙江、
飞夺泸定桥……经过了11个省，翻越了18座大山，跨越了24
条大河，最后，穿越了千里皑皑白雪的岷山后，于1935年10
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在长征胜利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以及其轻快的笔调写下了
这首满怀豪情的《七律·长征》。这首词浓缩了长征途中的
艰险、曲折和悲壮，震撼了我的心灵。

毛主席多次为红军的英勇而慨叹，多次赋诗言声。1935月10
月，毛主席在全军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朗诵了这首诗。

《七律·长征》这首诗，是我领略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
博大胸怀和高昂的气质，更让我敬佩红军战胜艰难险阻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和英勇豪迈的英雄气概。

红军长征记读后感篇十

本书介绍的都是红军长征中发生的故事，有些振奋人心，有



些感人肺腑，更有些催人泪下……其中，令我为之一震的，
是红军过草地时的“鱼汤宴”.

大草地位于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大约有两万平方公里，这
里气候恶劣、地形复杂，到处都是能置人于死地的沼泽，一
丁点儿粮食都没有，简直就是个死亡地带。据史料记载，约
有一万多个红军将士都长眠此，死去的，和我们一样年龄的
小红军也数不胜数……这些，都是我不敢想象的呀！甚至连
三条小鱼就是他们的鱼汤宴了。

当时，杨长万排长在河边用自制的小鱼钩钓到了三条小小的
草鱼，可红军们呢，却竟然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的高兴是
我无法想象的，像刚刚吃午饭时，桌子上都是大鱼大肉，我
也都司空见惯、吃腻了。于是我提起了筷子，夹了一块肉，
又是那股熟悉的味儿，我吃了几口便不想吃了，又习惯性地
留给了爸妈一些，就把它们全倒进垃圾桶里了。这样的事情
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他们呢？都围看着锅中的小鱼，
有的战士竟夸赞起了小草鱼。全连的官兵还喝了着我们看不
上眼的鱼汤一碗又一碗，一会儿就把鱼汤喝完了，口中竟
还“啧啧”夸赞这“鱼汤宴”好喝。可这哪里是什么鱼汤啊！
一碗鱼汤，竟能使全连红军如此满意！这时，我想到了自己
中午时的行为，不禁脸红了，那时生活的艰苦，这小鱼对他
们而言已成为珍贵的食物了！长征是多么的艰苦！但正是因
为长征的艰苦，才换来了我们幸福的生活。自己竟习惯性的
浪费鱼肉，对红军战士们用生命所换来的幸福一点儿也不珍
惜，全浪费了呀！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可一定要痛改前非，
珍惜战士用生命才换来的幸福哪！

长征，是一支大笔，谱写了辉煌，也让我深深的敬佩起了红
军叔叔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精神。再想想我们自己，其实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长征，我们的长征才刚刚开始，我们要
学习红军叔叔，付出汗水与艰辛，在生活上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出我们的人生长征，也要用我们的长征大笔，为祖国加上
绚丽的几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