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看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读
后感(实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一

近几日，因为学校的推荐，我去读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
国》的报道性文学作品，其作者是埃德加·斯诺，一位十分
优秀的美国新闻作者，他来到了当时动荡的中国在报社工作，
跟随着红军共同生活，而这本书则描写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
闻。

这本书一共有12章节，语言虽然朴实平和，没有过于繁杂的
辞藻堆积修饰，但确真实可信，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浓浓的情
怀，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
等；同时又叙述了一件件入木三分的故事，如苏区教育、长
征、西安事变。

在众多事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由
来”，本篇主要记述了他采访毛泽东的情况，通过与毛泽东
几个晚上的谈话，他了解到毛泽东的生平，童年时期如何反
抗他的父亲，如何读书，如何影响他一生的故事；如何从军，
如何进入长沙师范学校，投身政治活动，创立文化书社，反
对军阀，组织工人运动等等。尤其是他如何建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以及作为共产党员毛泽东的辉煌事迹。毛泽东是亿
万农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而且文采斐然，
诗词字字豪放，有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志豪情，如今
很多人的家里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就是这样一位伟人，在
做出大事业前，总也免不了刻苦学习，坚定信念，将来如若



我们也要干成一番大事业，必将这样才好。

从本书一字一句中，我都能体味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千山只等闲”的革命大无畏主义精神。红军用火一样的爱国
情怀，燃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用铁一样的坚定意志，
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如一颗闪耀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西
北，且必将照耀全中国”！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再读《红星照耀中国》赋予我的
意义。

自律之美。吸烟在红军队伍中是禁止的，且吸烟的战士很少。
当作者邀请战士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解决，战士们都喜欢玩
一种叫做识字牌的游戏，这个游戏可以帮助不识字的队员认
识基本的汉字，还有更多的红军战士学习军事战术和人体卫
生知识等，这便是红军战士的生活，并不十分有趣，但却极
其严格自律。现在我们学生所需要的，也是这种严格的自律
精神。比如，有些同学一有了手机，便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从而使自己的成绩一落千丈。我们只有如红军一样自律，心
怀远大的理想目标，并持之以恒，定能离梦想更近。

坚韧之美。两军相争勇者胜，在红军战士强渡大渡河中，我
体验到了红军的坚韧之美。在安顺场以西四百里，峡谷高耸，
河流又窄又深又急的地方，有一座铁索悬桥——泸定桥。狡
猾的敌人把煤油倒在桥上，让桥烧起来，这是多么骇人的高
温，可面对如此高温的铁桥，脚下湍急的河流，敌军的密集
轰炸，赤着脚的红军没有丝毫的胆怯，他们冒着敌军的炮火
蜂拥而上，扑灭了火焰，并在桥上铺上了木板，正是红军这
种团结一致的坚韧在气场上压倒了敌人，并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这种坚韧精神也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动力，这股动力鼓



励着我们不断往前走。

《红星照耀中国》，它以不一样的口吻，用不一样的角度去
向世人叙说这段传奇故事，让这段传奇在历史的长河里闪耀，
永不熄灭。它也告诉世人，红星不仅仅照耀着中华大地，也
照耀了整个世界，照耀着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民，让全世界
感受到红军的力量，来自中国的力量。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红军的精神指引我们，让我
们能明辨是非。在那个年代，红军苦中作乐，被斯诺称
为“最幸福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在如此和平的年代中读书
学习，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我们更应该成为“最坚韧的中
国学生”。为了新的征程，让我们拥有一颗坚韧的心，一起
昂首出发!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三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你有什么体会呢？现在就让我们写一
篇走心的读后感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
小编精心整理的《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
大家阅读。

这几天我怀着好奇地心情读完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
是一部很强的报道性文学作品，作者埃德加.斯诺，他是一位
美国新闻作者，来到中国报社工作，常年跟随红军共同生活，
以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描述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身处其中的经历的触发了他当时写作的愿望。

这本书用讲故事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工农红军如何用智慧和斗
志战胜蒋介石，勇猛战斗以坚韧不拔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
战胜敌人，在失败中不灰心，不气馁，在途中帮忙过许多百
姓深受百姓的爱戴。



但是对我触动最大的是，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壮举，为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那30多名先遣队员已不怕牺牲，敢于直面
一切困难的长征精神，用自己的钢铁之躯铸成屏障，为身后
的队友铺平的道路与希望，可以说，红军中的每一个战士都
是英雄，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可以牺牲一切，哪怕是抛头
颅，洒热血在尚未吹响胜利的号角前，他们决不退缩。

在这本书里，彭德怀长辈的外貌书中开始以为他是一个严肃
不爱笑的`狂热领袖，但现实与理想总会有差距，它实际上是
为健康，乐观的人，在战争中冲锋陷阵，身经百战，只有受
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说话以及言行举止也有一种开门
见山，直截了当的作风，正所谓人不可貌相，谁都不能用自
己的直觉去判断他人的外在？甚至内心你还是要用心去体会，
去了解他人的故事，了解红军战士乐观坚毅的内心。

感谢这本名著，他教会了我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乐观主义，
至于我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胆识与谋略。

红心照耀中国，也必将照亮整个世界。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四

假期伊始，班主任就布置了一项任务，暑假期间要认真阅读
《红星照耀中国》，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党、亲近党、理
解党，让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成立的，又是如何引领
全国人民从贫穷奔小康，怎样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强
国的。

说实话，第一天看书的时候是抱着完成任务的思想去捧起这
本书的，我还幼稚的以为，一个外国作家怎么知道中国的历
史。可是看着、看着，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了，这本书不仅
详细介绍了红军的征战史，并且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
面进行了报道和解释，让我跟随书本的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回顾了党的历史。



作者斯诺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了革命领导者的事迹，在他的文
字里我们看到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形象，通过
一件件事情让我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大的革命
领导者。也是通过他的文字，我们了解到，当侵略者的屠刀
指向中国人民，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真正救人民于水火，反
而发动内战，这也让我对国民党政府自私行为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他们的恶行让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让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中，此时此刻，怎样救国？如何寻觅一条正确的救
国之路？这个时候谁能力挽狂澜？毛泽东站出来了，他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引领着几十个热血、爱国青年，成立
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初期，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和一些不安定因素，曾受
到过很大的损失，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局
面。我们的党克服种种困难，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
道路，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
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100年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日益强大，
但是这段历史却该永远保存在后代子孙的记忆。如今我们在
美丽的校园里玩耍，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我们衣食无忧、
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这都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红星
照耀中国》提醒着我，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不要忘记无数革
命先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流血牺牲，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
中，面临国破家亡之时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为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因此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铭记历史、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
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长大后保护祖国，
为新时代的祖国做贡献，为第二个百年努力奋斗。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五

我们从来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在一个和平



的国家，如今山河虽已无恙，但读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内心
震动。

地势险峻。

“峡谷中岩壁屹立、河道狭窄、水深流急。”

“有时要爬几千英尺高，有时又要下到涨水的河面。”

红军赤着脚在峡谷、泥泞中蹒跚而行，他们不是神是人，却
承受着如此恶劣的环境，那是怎样一股信念去支撑着他们？
长征难，难于上青天啊！

再看敌人的围追堵截：

“敌军也用机枪进行还击。”

“铁索上原先铺着厚厚的木板被拆掉了。”

为了革命的胜利，熊熊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红军精神。敌
人的穷凶极恶，改变不了赤胆忠心；死亡可以摧毁肉体，但
信念永世长存。

最后，来看精神上的压力：

“他们不能放慢脚步，不能三心二意，不能放松懈怠。”

“胜利就是生命，失败必然死亡。”

怀揣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国家复兴的志向。不想输也不能输！
正是这一股力量带领他们甚至全中国走向前端。

长征路漫漫，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
是状态！（李佳阳）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六

《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因为便于在“白色中国”发行才译成
西行漫记的，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
觉得更有中国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今年有幸去延安等西北地区参观学习，所以对书中提到的很
多景物都有直观印象，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时过七十年了，
依然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同事们去一趟“面子上”都有反应，
依然是一地干渴的黄土和太阳能晒开石头的缺水区。

翻开书本，心就平静下来了，作者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他的
西部之行，而一个个鲜活人物跃然纸上，一幅红色苏区斗争
图浮此刻眼前。作者运用欧美作家善用的描述的手法，以平
视的角度，朴实的笔触给我们讲述着那段历史。朴实的语句
却将东西方文学的区别体现的淋离尽致，当时这样的文章就
应算作新闻或通讯了，而在这天就是一部传记了。

朴实的语句却感觉别样而新鲜，外国人看中国的革命对每个
读者和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还是看
看作者是如何描述别样情景和人物的吧。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
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这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描述。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
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象中国人地进行战斗。”这是作者对
中国革命的初步认识和认同(当然象中国人地战斗我们不明白
是一个怎样的战斗)。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
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这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描述――是一个喜欢憨笑的人。



从他的记叙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极为难得看到的、很有点神秘
色彩却极为悲壮的西路军的有关资料。西路军的很多故事、
当然也包括很多女红军战士惨烈经过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在
中国革命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当年的残酷是我们现代人
无法想象，而那种信念、意志也令我们不能望其项背的。如
果你感受过西北的风沙，有幸、有缘你可能在宁夏、青海依
然能听到当地百姓将一种树叫“红军杨”，折断树枝略呈红
色的液体慢慢地渗出来，百姓们说那是当年红军的鲜血，每
一节树枝中间有一个十分规则的、鲜红的五角星，百姓们说
那是红军当年头上的红五星。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我们无
须去分辩真假，而那段悲壮、惨烈的历史却是真实的，至今
放在档案里、在百姓中间口口相传，而经济仍欠发达或者说
贫困的当地百姓对红军的那份感情言语间听来让你落泪，你
是男人也会的。

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吧，珍惜这天所拥有的，跟一位美国
人――斯诺一样深爱这片红色土地或者说更爱这片土地，因
为我们是中国人。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七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记录红军的书。是一位美国人写的。
我虽然对外国人有些偏见，但对于这本书的作者是心怀敬佩
的。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
一部文笔优美，记事性强、报道性强的作品。作者斯诺真实
的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
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得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

作者斯诺向全世界真实的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
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真实情况。

一个外国人，在一个混乱的国家，深入西境，不远万里来采



访中国革命者，这一点是我值得敬佩的。

我觉得他可以去采访采访蒋介石。让他谈谈对毛主席的看法，
形象。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认识毛主席。全书精致
的刻画了红军领袖的形象，细致的描写红军领袖的故事。读
完这本书我体会到了红军与国民党的斗争多么不容易。同时
还要打小鬼子。可谓“腹背受敌”啊。这本书写的是红军与
国民党的斗争，对我们以后学历史有一些帮助。

人民起义，自有其理。中华大地，千年之余。尔等倭寇，速
速退去！

吾，自豪为之炎黄孙，来世还做华夏儿！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八

近日，读罢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认识
到了有关红军、红军领导人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等的种种，而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也当属红军了。

首先是为人处世方面。在此，当以两个方面来叙述，一是红
军整体对待人民的态度，二是红军领导员对待红军战士的态
度。而不管哪个方面，都不可否认地体现出了红军的待人厚。

在红军对待人民的方面，从老百姓的反应中就可以得到结果。
在此引用一段斯诺在书中所写的一个少年在谈论红军时所发
表的意见：“咱们以前有过闵妃的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
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你说这苦，但
是······这就不算苦！”由此段就可以轻松地看出，
红军的行为不仅使小孩认同，而且连小孩也自愿加入红军的
行列！这就相当于说，红军得到了相当的认可！而人民对待
白军方面的唾弃、叫苦不迭，就与他们对待红军的态度形成
了极大的对比，这也就更加体现了红军的待民亲和。



红军领导员对待战士时平时是以平等著称，据斯诺介绍，红
军指挥员不仅吃住与战士们混在一起，而且还经常坐在一起
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并且，在打仗时，红军指导员区别于
白军指导员的是，他们常常带上战士冲锋陷阵，而不是“运
筹帷幄”。

《红星照耀中国》，这是历史留下的深深的痕迹！是它，使
我久久不能忘记那些红军战士！

观看红星照耀中国篇九

假期在西安参观华清池时，本是奔着《长恨歌》的凄美故事，
却被参观了“西安事变”的旧址。这可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
的事变，竟就在一片郁郁葱葱中，幽静的蔽所发生了。

屋舍间一排排的玻璃窗上，残留的弹孔痕迹令人心惊肉跳，
破碎的玻璃，裂痕狰狞的向外扩散着填满了玻璃窗。前方的
山，当年的蒋介石便是惊慌的在险峻山路上一路逃遁，却终
遭囚禁在此。

《红星照耀中国》的开头与结尾便均有提及，这消息着实令
作者惊鄂，他在苏区与红军们共同生活，观察记录，与他们
相伴。在那段岁月里，他遇到许多被他戏称为“拥有天价人
头”的红军将领们。他们毫不在意的行走街市，与农民们友
好相处。那份真挚与朴实，也感动着埃德加。斯诺的心。

不难看出，作者的态度也在无形间变化着。刚到此地时，不
甚明了的他心中好奇且怀疑，那份疑惑在谈话中不断加深着。
他时常问询将士们的生平，却越发困惑，这群狂热的革命者
们为何将革命视若珍宝，与一切其他都重要百倍，那献身般
的追求使他不解，直至前线，与那出身入死，在前线奋战之
人深切交流，才终是得了些思绪。

斯诺是绝对的中立者，他不时与民众们争讨他们对共产党的



看法，他听见一致的回答，“还是共产党好啊！”一路上，
共产党所到之处，兴建工厂，兴办学校，农民们安定的过着
他们的日子，士兵们日复一日刻苦的锻炼。

而国民党所过，却尸横遍野，浓烟滚滚是烧毁的房屋。土地、
牲畜被夺走，沉重的负税令农民们不堪重压，无论干何事，
总有道税压在心头，令人胆寒。

斯诺思索着，他总是认为共产党也总该干过抢夺压榨似的事
儿，但那开始时的讥讽却是烟消云散。虽不能断言他的心已
归属于红军，但最终离去时，那句“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
任人民？”却不难看出此时的他，心中孰轻孰重。

我尤对书中那群少先队员们颇有好感，与我们一般大的年纪，
却在为他们心中的革命事业一丝不苟的尽一份力量，那勇敢
与自尊令人钦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总抱着一股执着的劲儿，
不论是热血或是对革命的追崇，这群孩子们的心中，革命早
是攀上高位的，他们也无一不对此坚信不疑。

红军战士们都普遍年轻，他们参加进长征时，多是十几岁的
少年，他们充满了活力，往往提及长征，总与艰难、困苦挂
勾，但当斯诺问及此时，却总听见他们爽朗的回答，“不
累！”

在这里，每位将领，每位战士，每个农民，都在尽他们所能
向斯诺——这位来到苏区的“外人”展现着他们的魅力，毫
无保留的诏示。

如今，红星照耀的中国，为其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你们
看见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