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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通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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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每章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埃德加。斯诺，由于对红色中国
的好奇，而去探寻、采访红色中国写下的一本著作，可以说
是概述了未解放的中国历史。其中也介绍了各具特色的红军
战士，这些英雄的形象，感染了我。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他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是他
带领我们的中国走向光明。

不厌其烦的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是作者，一一解开他心中的
谜团。这让我感受到是一个没有民族偏见、一丝不苟、乐于
助人等精神品质，这让我对他更加敬佩、喜爱！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每章读后感篇二

红色一种富有亲和力，极具中国力量，中华精神和中华民族
传统的颜色。它象征着光明、温暖、爱心，它代表着一种中
国力量，代表着党。红色它无处不在：志愿者的小马甲，学
生的红领巾，党员的党徽还有神圣的队旗，党旗，以及中国
国旗——五星红旗。当然，它也是革命烈士，在披荆斩棘的



路上挥洒下的汗水与鲜血。正是因为前辈们的努力与奉献，
我们才能过上如此美好幸福的生活，才能做到身在红旗下长
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目光所
至，皆为华夏，五行闪耀皆为信仰。

然而这一切更离不开红星、红党。

说到红星就不得不讲起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这是
一个有力度有影响力和冲击力的书名，这本书的作者斯诺，
以一个“老外”的角度走进延安，深入根据地，向我们展示
了什么是红星。

斯诺的描述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在那二万五千里的红军
长征途中，战士们表现出的红星精神；表现出的中华民族一
往直前、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和对党对革命的必胜信念。
也让我们通过一些小人物小事件，以及当时百姓们的感受，
从侧面了解到那些遥不可及的领袖们和蔼、亲和的一面。他
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人民、民族党和国家，正因为有
了他们，党才能一路过关斩将，取得胜利。正如斯诺所
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
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世
界。”

而正是因为那红色的党，才有了后续一系列的故事。如今我
泱泱华夏，一撇一捺都是脊梁；我神州大地一丝一念皆是未
来；我浩浩九州，一文一墨，皆是骄阳。如果党是一望无际
的海洋，我就是借助海的力量遨游的帆船；如果党是带来光
明的太阳，我就是向往光明向阳而生的向日葵——我所追寻
的光，是五角星的星光。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
岁月赠山河，使国家富强不受欺辱，足以。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每章读后感篇三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为了
在“白区”方便推行，又化名为《西行漫记》。今天，我们
就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觉来走进一个战争年代的旧中国。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斯诺笔下的毛泽东。在没有读这本书之
前，毛泽东在我心目中只是毅力在天安门前的英雄画像。而
这本书中的毛泽东却是一位有血有肉、和蔼可亲又不失缺点
的政治领袖，当我想到他把“湖南”说成“福南”时，总会
忍俊不禁。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对中国的革命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在这中间犯过错误。我就来谈谈毛泽东能成为苏维
埃“掌权人物”的一些基本素养。

首先，他信任身边的人，虽然南京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
级可他仍不介意同两个农民一起走，这里体现着他坦荡的内
心；其次，他做事很节制，他也抽烟，但不像其他人那样没
完没了；再就是战斗的基本素质：他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
敌军俘虏了，但最后却安安全全、毫发未损地凯旋归来；最
后一点，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在与斯诺谈话时，
从一举一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幽默，平易，简朴……这样有
益于接近老百姓，因为他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他在谈话过程中的一些举止在我们眼中是有损形象的：毛泽
东会当着来访者的面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子，搜寻着什么寄
生物。斯诺判断说，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的
确，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尽管身为领袖，却依然保持着农
民特有的生活习惯：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会毫不掩饰的打饱嗝，
不管饭桌上坐着的是谁，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粗
俗“不雅”的习惯，毛泽东却一辈子不改。

而那些来自于泥土，来自于农家的勤俭节约的习惯，毛泽东



更是一生不变，面对一些奢侈浪费的人和事，毛泽东的不满
和愤怒会直接表达，丝毫不留情面，无论对方是什么人。

我想，这样质朴、直率的性格，正是毛泽东可以成为亿万中
国无产阶级领袖的重要原因。

书中还多次提到中共在面对困难时所作出的决策，最著名的
就是中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的"长征"之路。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
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
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敌人严密的封锁线，接下来
就是巧夺大渡河。在这期间，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
甚至吸引了一部分人参加红军。傅雷家书读后感400字心得体
会，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与感召力。万里
长征中红军牺牲无数，也是中共革命军经历的最严酷、最壮
烈的"生命之征"。长征所折射出的"长征精神"是我们世代人
都应该去学习和发扬的。

斯诺也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
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
一次远征。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长征
路，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更照亮我们的心！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每章读后感篇四

寒假的一天，我拿起了这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书。本
以为这是一趟无聊的读书之旅，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陷



入了深刻的沉思，因为我不光是体会到先辈的英勇无畏，更
是因了解而更加地钦佩。

这本书是一本记述红军生活的书，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而写。作者从中立者的角度，在这本书中记叙了有关红军的
重要事件和红军伟人的生活习惯，还记叙了许多我们在书本
上找不到的伟人事迹。这本书中也体现了作者对红军的感情
变化。从最开始的害怕，到接受，到喜爱。可以体现出红军
的和蔼可亲。总之，这本书让我们深刻地了解了红军。

在这本书的开头，埃德加。斯诺写他对红军不太了解，听了
传言甚至怕红军身体里的病毒感染到自己身上，以至于他开
始是很惧畏惧红军的。但是到后来，他看见了红军对自己的
真诚和友善，以及红军将士们的大胆。再后来，他又遇见了
许许多多红军的领导人，并细致地记叙了他们的一言一行，
使我们了解伟人更多的生活习惯，亲切可感。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

这本书记叙了红军与人民的关系：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个红
军军委，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些小学生愿意给红军通风报信。
告诉红军国民党的动向。其中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红军领导
人的住处都没有警卫站岗。反观蒋介石，出门就必须要有几
个警卫员跟着他。并且他并没有被悬赏首级。红军领导人这
么放松是因为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这也体现出了一个哲理。
只有爱戴人民，人民才会爱戴你。这就是斯诺渐渐喜欢他的
原因，也是人民爱戴的原因。

红军不是神，红军也是有血有肉平凡质朴的先辈。开卷有益，
掩卷有味。这真是一本让人真切地了解红军了解伟人的书啊！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每章读后感篇五

轻轻合上书，我跟着作者斯诺走上的通往解放的红色之路已



走到了尽头。深深地体会到了，如今祖国的富足、强大，与
一群顽强斗争的人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深刻的认识到，
红星不仅仅照耀中国，还影响着世界。

斯诺抱着对革命的深深疑问，冒着生命危险，拼死进入了陕
甘宁边区。他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到了
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说道长征，这便是最令人难忘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
产党领导着群众开始了武装斗争。而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
坚决要消灭共产党及红军。曾多次对其进行了围剿。到了第
五次，对抗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放弃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只好转移，随后，红军战士们便开始了过草地，翻雪山等的
殊死搏斗。甚至有些时刻，没有干粮，战士们就只好吃树皮、
草根。但是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韧不拔的红军战
士还是创造了飞夺泸定桥、四度赤水河等的奇迹。虽然文章
写得都是在困苦，荒凉中发生的事。但是，人们却没有放弃
希望，他们依旧斗志昂扬，敢于面对。丝毫不畏惧、退缩。
强烈的爱国情义转化成信仰。

当国民党剿杀共产党的时，那些幸存的共产党明明可以知难
而退，但他们却一个个明知是飞蛾扑火，却依旧前仆后继。
正是这样的精神，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世界都震撼的奇
迹，才能让他们在看似不可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通过这本书，我们知道今天的和平是多么来之不易，是由先
祖用鲜血铺出来的一天康庄大道如今的中国越发的强大，战
争的讯息早已消失，但我们需要将红军的精神发挥、发扬。
面对着祖国崛起的困难还有许多，我们应当像当初红军长征
那样，坚定信念，找准目标，我们就可以体会党在困难时期
的艰苦卓绝；体会党在斗争中的峥嵘岁月；体会党在领导人
民走向胜利时的无限伟大！心系这样的党，我们应该感到荣
幸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