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优质7
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
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篇一

这学期，我买了《明朝那些事》这本书，读过之后，我深受
感动。官场内斗，真是太可怕了。

严嵩斗倒了夏言，徐阶斗倒了严嵩，高拱斗倒了徐阶，张居
正斗倒了高拱。但今天我说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一位著名的
军事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他的前辈——戚祥，曾经和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起奋
战沙场，立下了许多战功。从那时起，戚继光的家族就没有
出现过人才，直到戚继光出现。

当戚继光刚刚接掌父亲的职位时，他所接收的士兵都混成了
兵油子。这些士兵素质差，他弃用，要求重新分派士兵。他
和士兵们一起去训练，他以不同的方式训练，总是让士兵们
互相战斗赢了的赏钱，输了的赏军棍。

他这种训练方法很好，士兵们饱受戚继光的训练折磨，他们
把不满都发泄到敌人的身上，但后来还是差点被击败，于是
他想到孙子兵法：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动如雷霆。他发现自己的士兵不行，于是在乌义
地区招募了一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新军，并进行了演练，
最终使这支新军所向披靡。



读了戚继光的故事，我觉得，只有坚持，才能成功。就像戚
继光，如果他看到他的士兵都是那种士兵就放弃，他就不会
完成他所做的事情。此外，他的训练或教育也很好，首先让
士兵们互相搏斗，然后让士兵们向敌人发泄自己的愤怒。就
像我们的戴老师一样，她在课堂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所
有的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她的教育方法行之有效。

戚继光在明朝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希望大家都能了
解他。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篇二

《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一共有七部，它主要讲述的是
从1344年到1644年这300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儿。它以史料
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对明朝的十七帝和其他权
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由其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官场
政治、战争以及带王心术....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大致看了看《明朝那些事儿》的第一
部,而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主角——朱无璋。朱元
璋在元朝未期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缺乏食物,于是他
就去做和尚,讨饭吃。后来,元朝把朱元璋列为造反人物,以此
借口来杀他一家。“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
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所以,朱元璋在这种环境下才造就
得如此伟大。

这种种原因使得朱元璋不得不战斗,在战斗中,他学会了冷静
坚持与果断。这三件宝结合起来,使他造就了一道打不破的心
理防线,而他从这道防线中取得了成功,做一件事,必须学会冷
静、坚持与果断。它们,让你准确地判断局势;让你在失败后
有重新再来的勇气;让你在困境中发现机会。只有在做每件事
之前都能如此,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解决,达到成功。

朱无璋虽然厉害,但他在考虑子孙后代的问题上解来犯下了一



个苍天大罪!他变得残暴了,他登基后诛杀开国功臣,心狠手辣。
此外,朱元璋还对自己的官员其不信任,有许多官员被活活怨
死。

应该说,朱无璋的某些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出现了很严重的问
题。他的肃贪行为虽然十分可敬,但是效果不佳。他一味的猛
打、猛杀使得他虽然在统治时期贪污十分少,但在他死后,明
朝的贪污现象明显严重了许多。

朱元璋的精明值得我们学习,但他在这些问题上呈现出的却是
一些很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朱元璋的这种精明,同
时也要避免出现这种根本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时时刻刻都拥有这执着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
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功!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篇三

我在班上换书的时候，换到了一本有趣的书，《明朝那些事
儿》，我立马翻开了这本书，开始津津有味地看着。

这本书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严嵩和徐阶
还有聂豹。严嵩是一个喜爱拍马屁的家伙，而且奸诈无比。
徐阶和聂豹则是勤奋好学。

这本书讲了在内阁里发生的许多战斗，战斗不是指别的，而
是指为了利益和地位而发生的内阁内战。

严嵩原本不是一个贪污的管，但是在原则还是利益面前，他
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并获得了一个光荣的称号“明代第
一奸臣”。但是，这场战斗最终还是严嵩输了，他最后是被
一个熟悉的老乡—徐阶给剥夺了全部财产，被赶回老家，靠
沿街乞讨维持生计，受尽了大家的白眼，最终，他在一片荒
野中就这样悲惨的死去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无论在明朝还是现在，都不能当
一个贪污的管，不要为了利益而放弃尊严，否则，你就会沦
落到明代第一奸臣—严嵩一样的下场。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篇四

只要大家学过明朝的历史，就一定知道著名的燕王朱棣吧！
他英勇善战，以靖难的旗号打败了建文帝，成为了明成祖。

朱棣是在战乱之中生下来的，当时朱元璋正在和陈友琼进行
大战。所以，朱棣并不喜欢文学，而是喜欢舞刀弄枪，所以
明太祖并不喜欢朱棣，朱棣为了使自己受到重视，便带着兵
去打仗，结果大获全胜，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却仍然喜欢太子，
但是不久后太子死去了。朱棣认为这是自己继承皇位的好机
会，但是明太祖又立了15岁的朱允炆做了太子。朱棣的梦想
便破灭了。建文帝即位以后，便下令进行削蕃，朱棣便找了
个理由，打着靖难的旗号反抗。建文帝在和朱棣对战前，对
将士下了一道命令，不能杀害朱棣，否则，自己就会背上杀
叔的罪名。于是，朱棣身上好像装上了一个永远打不倒的盾
牌，无数次，朱棣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杀掉，但是，却因为建
文帝那个懦弱的决定，众将士没有一个敢来杀他的。朱棣又
智取当时最强的骑兵——朵颜三卫。

由于建文帝的软弱与无能，最终还是被朱棣打败了。对敌人
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本来就是朱棣先惹起的祸，还害
怕背上杀叔的罪名？朱棣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实现了自己
当皇帝的梦想。

明成祖即位以后，设立了东厂机构，还下令进行削蕃，还亲
自率兵去征讨蒙古。他和明太祖一样，日夜操劳，自己一人
批改全天下人的文书。为了证明明朝的强大，他还派出了正
和去下西洋。

朱棣的一生为明朝的发展奠定了很大的基础，他是明朝所不



可缺少的一个栋梁！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篇五

我一口气读完《明朝那些事儿》，有感而发，不吐不快。

明六主要是写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年(1582)至天启六
年(1626)朝廷中发生的政治、权利争斗，边界的入侵，百姓
的生活。主要描写了东林党的崛起和覆灭，魏忠贤的阴谋及
势力的扩张，努尔哈赤的强大和对明朝的入侵，最后以袁崇
焕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宁远大捷和努尔哈赤的死亡作为结局。

明六已经是才子当年明月的第六部作品了，风格不改，幽默、
耍宝、充满智慧，虽然已经没有初次拜读明一的惊艳，没有
其后五部的叹为观止，但是出于对明朝系列发自肺腑的喜爱，
还是对明六充满赞赏，对作者充满钦佩。

读完明六，相比前五部，感觉能让人记住的可圈可点、才华
横溢、名垂千古的名臣、名将明显少了，不是作者的写作枯
竭，而是真的没有了，明末那些像杨一清、李东阳、徐阶、
张居正等那些很牛很牛的人死光了，接班人要么是天资平庸
要么历练尚浅，况且朝廷面临前所未有的黑暗：作为老板的
能力太差，奸佞魏忠贤等的素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
绝后的低。没有很牛很牛的能力，想在这样一个乱七八糟、
妖风肆虐、黑暗无比的时代明哲保身、肩负重任，几乎，是
不可能的。

天启年间，太乱。书中的几句对现实的细节描写真的让我毛
骨悚然：某财主故意杀人，七品县官判其死罪，财主找关系，
此人是魏忠贤之流，索要一万两，财主予之，附加条件因知
县判刑，杀知县允没有天理了。庆幸自己没活在那个时候。
虽然没有可圈可点的人物，还是被一个天资平凡的人感动了。
杨涟，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值得名垂千
古、载入史册的人，当我看到黑暗中死囚杨涟的绝密遗书和



绝笔还有素不相识、文化水平不高、道德水平未必好的监狱
看守不顾生死、不顾地狱的折磨留存，寻找机会昭示天下的
时候，我真的流泪了，我知道不管多残酷，高尚的操守终能
唤醒良知!

读完这本书，我感悟良多，如果是我，出于黑暗的天启年间，
若身居高位，我是选择尚有操守和良知的东林，还是明哲保
身的沉默?面对天启年间权监魏忠贤不顾家国天下，任人投靠
即给官给权的拉拢与诱惑，我想，能直面魏忠贤的东林党人，
即便有很多缺点，也可称作不朽，因为，他们尚存良知，尚
悲天下!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篇六

最近朋友介绍给我一本关于历史方面的书——《明朝那些事
儿》。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随手翻了几页，发现里面全
是文字，心想这肯定又是枯燥无味、故作高深的历史书罢了，
便放在一边，不去理会。后来无书可读，只好耐着性子看了
起来。没想一看，就立刻被吸住了，变得爱不释手。作者用
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明朝276年的历史写得淋漓尽致，幽默无
穷。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让人记忆犹新。

王守仁就是让我印象最深，感悟最多的一个人。他创造了心
学，发现了“知行合一”，是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他孤身一
人，召集义军，打败叛变的藩王宁王，只花了短短一个月的
时间，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而书中关于他的“知行合一”
理念又让我陷入深深思考当中。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大
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知难行易”或“知易行
难”。但王守仁却认为“知行合一”也就是知道道理和实际
运用都很重要，没有难易之分，想要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
就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王守仁也是因为有
了“知行合一”成为了理学的圣贤，成就了辉煌的一生！



读一本好书就像在与一位高尚的人谈话。在书中我知道了许
多道理：一定要多交朋友，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网，择其
善者而从之；做事一定要有远见，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为
人处事一定要低调，不能自大狂妄。

我将也会运用“知行合一”的理念，将懂得的道理和行动结
合起来，脚踏实地，努力前行！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高中篇七

这本书开头主要讲述的是自幼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因为忍受
不了元朝的统治，先是出家做了和尚，后被人诬陷说他要起
义，被迫投靠了当时的起义队伍。慢慢的，他在军事方面的
才能渐渐显露了出来，他先是打败了其它比他强的起义队伍，
后又经过与元的数十年的征战。最后赶走了，元朝的皇帝，
统一了中国。

中间又讲述了朱元璋的改革和明朝的政法。其中，朱元璋建
立明朝后便利用胡淮庸这个“导火索”，废除了丞相制度。
又创造了内阁。当初朱元璋只是想把权力归于君主，可是他
错了，后面的朝代中，任何一个内阁都比丞相还会夺权。

在这本书中，最让我佩服的人就是铁铉。他不过是一个书生，
可是在面对朱棣的起义下，唯有他没有退缩，他前往了前线，
找到了那些伤兵，逃兵，并带领着他们与朱棣展开了抗衡，
正是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书生，让朱棣吃了不少苦头。看到
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么普通的书生，就可以在
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这说明他怀有多大的爱国情怀啊!

在这本书的末尾，我看到了一句话“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
过人生。”是啊，我想铁铉正是靠着对国家热爱的心和随时
准备为国家献身的信念而活的吧。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话，就必须树立



我们人生的目标。只有准确的认识到我们每时每刻应该做什
么，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或许等我们拥有这个信念之后，我们的人生路会越来越顺畅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