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优质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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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一

看了《中国通史》这一部百集纪录片，我感觉中华民族真是
一个伟大的民族啊！泱泱华夏，5000年文明史，是一部血泪
史，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部奋发图强史。

在每一个历史截点，总会有仁人志士站出来，站在历史大潮
的洪流当中，奋不顾身，博击风浪，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在
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有那么多英雄豪杰，大家鸿儒为了
国家，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舍身取义，正是他们铸成了中华
民族的脊梁，使中华民族屹立数千年而不倒！通过看这100集的
《中国通史》我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使我对祖国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我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
国。

不过，我有些地方理解的还不太透彻，还需要去重看，这真
是一件值得我们钻研的事呀！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呀！
想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学习知识，增长学问，一定是一
个慢慢积累的过程，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钻研，
长大以后才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二

《难忘历史》是我觉得本暑假最好的一本书。它让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光辉历程。这本书主要是一些从古到今的历史



典故。比如它有三国之事，也有现代的红军征途。其中我喜
欢三国的一篇故事，由林汉达编写而成，名叫《一身是胆》。

这个故事，讲的是刘备夺取汉中与曹军决战，他派黄忠去战，
夏侯渊因黄忠不下山，于是不再管他。但这时候黄忠立马冲
下去，把夏候渊杀了。希了夏侯渊后，打听到北山有敌军粮
食，便去夺取。半路却遇敌人突击而失败。赵云听到北山有
动静，便去看。他看到黄忠被追杀时，立刻冲上去把敌人解
决而且用”空营计”吓跑了敌人。第二天刘备得知，来到赵
云营里来看他，将士们让他看了夜里交战的地方，便说：赵
将军真是有勇有谋啊！"“是啊是。

他可真是一身是胆。"将士们说。说罢，刘备便给赵云庆功。
庆完功说：“敌军坚持不了多久了”。最后因天越来越热，
闹了疾病，粮食也不足，手下也跑了不少，就退兵回长安了。
从此汉中是刘备的地盘。

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是赵云杀退曹军的场面，对赵云有几
分敬畏，也非常佩服。我佩服赵云是因为他有勇有谋，能够
用计将敌军赶走。我喜欢这本书就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伟大
的`英雄故事值得我们学习，有太多的谋略与太多的智慧。用
知识去积累，让事实去验证，不断努力，不断进步，用知识
和视野去战胜一切！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三

我曾记得世界著名文学家塞万提斯说过“历史孕育了真理，
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守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
代的借鉴，后世的教训。〞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记录着人类
社会的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退、辉煌与悲怆、交替与更新，
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

《中国通史》是一部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经典历史读物，
以其独特的体例、丰富的知识而深受广阔读者喜爱，至今畅



销不衰，成为我国发行量巨大启蒙读物之一，各种不同版本
已经不能满足广阔读者越来越高的阅读需求，这就要求我们
不断进行更新，补充和调整，并注入更多的时代元素。

当然历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防止和借鉴，目的在于树立历
史的这层意义在我们心中的标高。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四

很喜欢读黄仁宇先生的书，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写的书
与一般的历史书不一样，视角不同，语言非常风趣，让你读
过后，有过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

《中国大历史》共有二十一章，从有中华民族开始写起，当
然由于史料记载的不完善，秦代之前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分
析，秦代之后的写的较为详细，黄先生对唐、宋、元、明、
清每一个朝代都画了一副疆域图，元代的版图最大，但元代
的历史最短，只有90年。元代的历史之短，一是蒙古人人数
过少，文化程度又低，二是他们没有很好的'融入到汉族人民
中，他们较崇尚武力，当他们打下如此广阔的江山，但却没
有能力很好的统治。说明管理一个国家非常不易。

汉代被作者称为“第一帝国”，这个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的
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汉武
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
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
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
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时事造英雄，汉武帝能使中
国的名声远扬，一是因为他的上辈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二
是因为他15岁登极，享国54年，执政时间较长，他的想法可
以很好的执行。但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
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五

史，套用宋神宗的一句名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历
史的意义便是在此了。然而，历史又是一个极不易说破的词。
就算历史学家，触及历史的本源时也是相当谨慎的。那么现
在我来说历史的意义，是不是属于寻找海市蜃楼的根基那种
的无知行径呢?我想，历史都列为过往的陈迹余音了，当下的
我们循迹辩音追索渐渐被流光掩盖的遗踪，从历史废墟的蛛
丝马迹里探求当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能被偏废。历史的车
轮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君王、一个党派，一个民族而停留过，
一个君王有多么大的功绩，多么的文成武德;一个党派有何等
优越的制度;一个民族有何等优良的.血统，多么的文明灿烂，
历史都是如公证的无私的，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和庇
护。因而不断思索历史的意义作为一个永久的命题和课题值
得所有有知的人去探求与解决。

大唐盛世时魏征直谏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
史不说话，她的沉默正是她的价值。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
历史的兴亡更替当中领悟中兴的规则，使国家与民族以后的
历史朝良性发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纳入自我的
掌握之中。大唐的开元盛世离不开对大隋炀帝的借鉴与批判
的深入。历史的重演的特性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持
久地困扰并困惑着后来人。无数的史书历数当朝或前朝得失，
一为记载一个国度的发生史，第二恐怕就是要为后来的执政
者和人民留存一个参照的完整线索。有时历史正当被人所淡
忘，聪明而执着的人跳出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确横向比照中外历史以及对当国的纵线考察，发现历史居
然有惊人的相似。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六

于是神农氏鼓起勇气，尝遍了山上所有的植物，边品尝边记



录边总结：发现有些植物味道甜美，非常好吃;有些植物味道
不错，但吃后呕吐腹泻，身体有不适反应;而有些又难以下咽。
他把这些都一一记下来并告诉大家。他又想：“为什么大家
要大老远的去采集食物呢?而不在家门口种植呢?于是他又摸
索总结植物的生长规律，教人们种地种庄稼，开辟了中华农
耕文化的源头。从此，人们的食物更加丰富了，生活也更稳
定了。神农氏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生活中只要
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勤于实践，善于总结，就会取得新发
现。运用到生活中，小则帮助家庭，大则帮助社会进步。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七

很喜欢这个书名——《历史的温度》。历史不是冷冰冰的，
是有温度的，绝对是的。这本书不是讲述哪一段历史，而且
由历史上一个个人物组成的一本厚厚的书，真像一块砖头，
刚拿到书的时候，有些畏难情绪，我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呀，
没想到一读，立刻就读了进去，而且从头到尾都那么投入地
读完了。在微信朋友圈里极力推荐这本书。有三个热爱读书
的朋友立刻购买了。

纵观历史，最不喜欢的就是清朝末年备受欺凌的那段历史，
整个大清国打不起一点精气神，被折磨成东亚病夫，签订那
么多不平等条约，即使有林则徐虎门销烟，也挽救不了整个
大清国的腐臭。想想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盛民富，
生活得滋润，那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强大了，就不会再受人
欺负。

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字里行间，作者都能客观地再现
当时的历史，评说留给读者，就如武则天的无字碑。但很多
人，被淹没在历史中，无人知晓，这本书告诉我们许多无名
英雄，他们的确应该被我们铭记。



福建历史书籍读后感篇八

清末时期，外国侵略这在中国横行霸道，他们想要变中国为
他们的殖民地，中国面临着将要亡国的危险，中国人民也将
要成为亡国奴。就在这时，中国人渐渐的苏醒，他们意识到
了祖国的危机，意识到清朝已不再是“康乾盛世”的清朝。
他们自发组成了爱国主义团体，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同时，
他们也在精心策划推翻满清统治的计划。这时的清朝，已是
一具空壳，清朝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自明到清，外国侵略者曾多次侵略中国，甚至连中亚的一些
小国也赶来中国闹事，当时的清政府太无能了。不过，这些
国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们最终被俄国吞并。

外国侵略者每到一处（在中国），都会遭到中国人的英勇抵
抗，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运动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怎能被毁灭？抵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
血肉，是每个中国人民不可抗拒的使命，只有同外来侵略者
作斗争，中国人民才不会做亡国奴，才会坚强的站起来，这
才是中国的出路，这样国家才能发展，中国人民才能独立自
主，如不除掉侵略，我国何来发展？中国人民就会永远做亡
国奴。

最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富强了。现在
的中国，傲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人会再次侵略，因为中国
人民是坚强的，自强不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