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通用10篇)
工作心得是对自己所做的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以便更好地
调整和规划工作方向。下面是一些教师们写的教学反思感悟，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思考。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一

这学期，许老师向我推荐了一套书——《明朝那些事儿》。
这套书是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文正说明朝大历史的书，共
有七本。作者讲述了一个朝代300年间发生的事情，从1344年
建立，经历兴旺、衰败，直至1644年灭亡。书中有着大大小
小成千上百的人物。这些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

让我们从第一个主人公说起。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他因为对封建社会和元朝掌权者的仇
恨而造反。在一代名将加上他天生的军事才能的帮助下，推
翻了元的统治，改国号为明。他一生中杀了不少的人，但也
拯救了不少的人。他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正如他的座右
铭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发挥雄才大略，带
领军队南征北战，收复失地，建立了大明江山。

但是，明朝稳定后，他就把那些统统杀掉了。朱元璋同志之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怕那些有能力的人去跟他争夺皇位。
喔，还有几位没被杀掉，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汤和。因为他已
经得了重病，对重八同志构不成威胁了。据说朱元璋在世时，
就给他的子孙后代都安排好了爵位和俸禄，真是考虑周全啊！

总而言之，历史给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是一个好人，
但绝对是一个好皇帝！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二

这本书的语言通俗、精彩、生动。有几百个故事，最精彩的
故事大概有朱棣挥军北上五征蒙古，派郑和七下西洋，南下
讨平安南(现越南)。‘仁宣之治’后，明朝开始进入了动荡
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丧於
一旦等等。

其中我最喜欢“三杨”中的杨士奇和著名忠臣于谦。至正二
十五年即1365年，杨士奇出生在袁州，他一岁半时，父亲杨
美去世了。他的母亲在四处流浪时也不忘教他读书。后来他
母亲嫁给一个叫罗性的人。罗性十分孤傲，强行给杨士奇改
姓罗。在罗家举行祭祀先祖时，杨士奇悄悄地给自己的父亲
跪拜行礼。这事被罗性看在眼里，他恢复了他的杨姓。自从
之后，罗性对杨士奇另眼相看，着力去培养他，杨士奇也发
奋努力学习，在困难中不断努力，在平困中坚持信念，最终
成就一番事业。人穷，志不可短!

于谦我特别喜欢。当年，如果没有了他，蒙古也先的部队打
过来，大明王朝将自此灭亡。正统十四年十月八日，于谦下
达总动员令。他分派诸将守护九门，如有丢失者，立斩!德胜
门是最为重要的门户，因为它在北京城的北面，并且面对也
先的大军，他想了一下让自己镇守。最后一道命令是：“大
军开战之日，众将率军出城之后，立即关闭九门，有胆敢擅
自放入城者，斩!”。简单说就是：“不胜，就死!”。正是
这种敢死的精神和为自己的亲人报仇的精神，打败了也先的
大部队。挽救了大明朝。

这本书生动无比，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知识。读完这本书，
回老家过年时就问倒很多人，希望你们也能看一看，保证能
知识大增，考一题，对一题，永远不愁考明朝历史。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三

石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网名“当年明月”)本来只
想娱乐自己，想不到发表以后捧场的人数以百万计。这精
彩“一网打尽”好多识文断字的地球人。呵呵，看了一篇两
篇就会上瘾。为什么呢?精彩呗。为什么能精彩呢?我想不外
乎这几点：

一 把历史人物当“人”看。朱重八能征善战，铁腕治国，也
是一个“念旧”的人，对发妻马皇后恩爱有加。被某些人抬
上天了“清官”海瑞，除了会折腾再无任何政绩。一代名臣
张居正权力欲不得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贪财。大奸相严崧和
发妻恩爱终老。呵呵，还原历史原貌，也让我们感慨，膜拜，
愤怒，为这些有血有肉的帝王将相，或者贩夫走卒。他们也
像我们一样，也像邻家阿哥一样，渴望爱和温暖，渴望扬名
立万，渴望良田美宅。

二 故事说话。政治争斗、权谋之术、疆场之策，这些刀光剑
影，运筹帷幄，官场职场潜规则显规则，全在有声有色跌宕
起伏的故事情节里。故事扣人心弦，环环相扣，悬念丛生，
叫人欲罢不能，任他忽悠到底，爱它(《明朝那些事儿》)没
商量。

三 语言鲜活。石悦特别能来事儿，常常通过史料今译，情景
置换，打比方，做类比，等等，总之，是将我们看不懂的冷
着面孔的古人生活、心态还原到当下，让他们和我们面对面，
嬉笑间接受了鲁豫大家豫的采访。他称朱皇大仙们为“朱老
板”“朱同志”。严崧为“老牌的职业流氓”。亘古罕有的
文武奇才王守仁仙逝后，他引用毛爷爷的话：“赞：王守仁
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样的史书怎不精彩?怎不叫人击掌叫好呢?



我们的语文课堂能否从里面吸收点营养呢?

一 把学生当成成长中的人。既要放眼学生的未来，也要关注
孩子的当下。他们需要老师的理解、尊重、呵护和关爱。一
代名相张居正用毕生的心血培养皇帝学生万历，想让他与汉
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留芳。结果怎么样呢?这
位张大哥死后差点叫学生万历爷鞭了尸。多么刻骨的仇恨!看
来我们真的要蹲下身子，走进学生的心灵，想学生之所想，
才能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历史永恒。

历史没有对和错，只有成和败;历史是无情的，但也是公平的，
历史给了每个人同样的成功的机会，我们没有必要为失败叹
息。

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似乎都仅有一步之遥，微不足道的失
误可能会导致惨烈的失败;小人物却往往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关
键因素。很多让人遗憾的历史，许多的人似乎都是好像就在
接近成功的时候失败了，或许成功本来就是一种能力，既然
他们已经失败，那就只是证明了他么还不具备成功的能力。

开国容易建国难。开国需要得更多的或许是拼杀的勇气，但
是建国需要的是权谋的智慧。更多的时候，手无缚鸡之力的
文人比气拔山兮力盖世的武夫更为可怕，金笔一挥，横扫千
军万马。

尔虞我咋似乎就是官场上的潜规则，改变这个潜规则的人是
悲哀的，却也是伟大的。手段对历史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结果，成功了错误的也是正确的，失败了正确的也是错误
的，历史从来不讲究仁慈，有时候为了仁慈却不能不残忍，
这是历史的无奈，却也是历史的精彩。

皇权的衰落必然导致相权的兴起，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当



皇帝具有强大的统治力量的时候，皇权的权威才会存在;欺软
怕硬并不关乎人格问题，这是人类在冲突中的必然反映，人
们在权衡利益的时候，总会选择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
利润，当他们的敌对势力比较弱小的时候，他们具备了反抗
的条件，理所当然的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当他们的敌对势
力比较强大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沉默也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
益的。欺软怕硬显然是利益倾向问题，并且这个倾向总是维
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没有了道德上的评判标准了。

或许当皇帝无能的时候，在他的统治时期并没有太多的统治
危机，因为这个皇帝凭借祖宗传承的遗产可以将这个帝国维
持下去，所有的矛盾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危机只是在逐渐
累积，并没有爆发;一旦这个皇帝驾崩，这个帝国的统治危机
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人们也迫切的需要改变现状，而如果现
实没有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危机就会无法掩盖下去。

奸险的小人似乎都有过辉煌的经历，甚至是最后的成功;而正
直的人却都遭受苦难的命运。这并不是历史没有了公论，如
果那些小人物没有了让他们炫耀的历史，他们就不可能能成
为某段历史的主角，自然也就不存在让人唾弃的历史情节;而
如果那些值得我们纪念的人没有他们坎坷的命运或许就只能
默默无闻的湮没在历史中，也就不会有他们抗争的丰功伟绩?
在批判奸臣汉奸宣扬伟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历史是公
平的。所有的一切没有脱离历史的正常轨道，存在即合理，
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岁月在期间上演了一幕幕成功与
失败、欢乐与哀愁的闹剧。等到风消云淡的时候，蓦然回首，
才发现人们终究无法改变历史。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四

《明朝那些事儿》，由当年明月创作的史学小说，叙述了百
余年前曾经鼎盛一时的明王朝种。种的血雨腥风。



当历史老师第一次向我介绍它的时候，我便爱上了这本勾人
心弦的小说，我一直为它牵挂。一次偶然，我同学在书城里
发现了它，把它收入囊中。一天后，她将它带到了我的面前，
我兴奋不已！喊着求着的，才好不容易把它借了过来。那一
晚上，我都是兴致盎然的读着它。它在我心里早已不是一本
普通的书了，而更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孜孜不倦的和我探
索着明朝的过往烟云。

当年明月不愧于他的那些头衔荣耀，他是真正做到了把枯燥
的史实写成了故事，让不懂历史的人看了都能懂的故事。我
仔细地看着他写出来的字里行间，每次有历史逻辑的时候，
他都要向人们解释明白，这些话语虽然浅显易懂，但这才是
最难得的，我仿佛看到了他在思索表达方式时那眉头紧皱、
处处堪忧的样子。很明显这本书证明他想通了，他顿悟
了——其实，小说不需要华丽的修饰词，也不是写给某个人
看的，它是给予每个人的，每个热爱它并为之着迷的追求者
的。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五

对于明朝灭亡，起初我很不理解，因为从兵力上看，清兵只
有二十几万，李自成军队有一百多万，但明朝却拥有二百五
十万大军，而且还有关宁铁骑、秦兵和天雄兵这样厉害的兵
种。后来我一查看地图才发现，自从皇太极占领辽东一带后，
明朝的很多地方已经失守了。

如果朱棣（不是崇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儿子）不迁都到
北京，还待在南京的话，明朝也没戏。因为当时的河南闹灾
荒，李自成在那招了十三万兵马。这给明朝造成了很大的威
胁。

再看兵种，皇太极的骑兵跟明朝最厉害的关宁铁骑实力相差
无几。李自成的兵种虽然不厉害，但是崇祯时，收税太多，
导致很多人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



后来明的二百五十万大军败退，在南京建都（李自成在跟清
军斗，当时没顾得上南明）。小福王坐了皇帝，统治南明。
这位小福王，其实就是福王的儿子，而福王就是万厉的儿子，
为郑贵妇所生，万厉极为宠爱福王，但由于他不是太子，就
封他个福王的称号。福王特别爱吃，都有三百多斤了，他还
是个守财奴。这位小福王跟他爸爸差不多，都十分昏庸。所
以左良玉不干了，这么烂的主，他可不想跟着卖命。于是左
良玉兴趣了造反的大旗。

再说皇太极灭了李自成后，军队实力更加强大，在皇太极和
左良玉的攻击下，南明最终灭亡。从朱元璋到南明灭亡，共
计二百九十九年。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六

在这个暑假里，《明朝那些事儿》让我明白了，其实每一个
朝代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精彩的篇章，“特别”是“明
朝”。书的作者——当年明月，他以一种风趣幽默、通熟易
懂的方式，向我展现了500多年前的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
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充足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
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个皇帝和其他
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
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
伦道德的演义。 而整部书其实所给我最大的是那些人世间的
事儿——权势利益。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己欲）”。这可以说是朱
元璋同志乃至绝大多数政治家们的至理名言，为了达到自己
的理想，毁灭了无数其他人的理想。朱元璋成就霸业之后，
假借赏功之名烧死了无数曾经为他征战沙场的大臣们。但他
是成功的，并且他的逻辑也被很多人信奉着。



“欲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背叛）”。当年倪文俊谋害徐
寿辉未成，投奔陈友谅，陈友谅杀了倪文俊，将其头颅献给
徐寿辉，深得徐寿辉信任后，后控制徐寿辉统领其队伍，最
终将徐寿辉杀害。

阻止他人又巧取豪夺走。皇帝如此，官员如此，商人如此，
所有强者皆如此。

而封建专治的权利又使我对那一时期感到无比的凄凉。洪武
四大案每次都牵涉数万之众，斩首、抄家、充军者不计其数；
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的方孝孺，因此得罪了朱棣被
诛“十族”。北京保卫战功臣于谦，遭陷害被抄家斩
首；“万历新政”领导人物张居正，死后被诬陷抄家。

不管怎么说，怎么想，历史已是历史，不会再回来，不会再
改变，留下给我们的那就是经验和教训，历史教会给我们的
我们也不能忘记，要牢记历史，反省历史。不要再让历史成
为对于我们的下一个历史，这才是对历史的充分认识。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七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那些残台断瓦，古庙荒冢吗?还是那些发
黄的书本，古板的文章?不是，绝对不是。历史很精彩。每个
朝代都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儿。明朝的故事尤其精彩纷呈。
当时出了许多大人物，都是我的偶像。如王守仁、于谦、袁
崇焕、戚继光，他们都有着大智慧和一腔热血。历史不是史
记里记载的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文字，而是一出让你欲罢不
能的戏剧，因为这些主角都是“牛人”!

明朝有位名垂青史的人物。他可以与孔孟相比，是中国明代
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更厉害的是，他还是统
帅千军平定战乱的军事家。奇才啊旷世奇才!他就是全能大
儒——王守仁。他的智慧让我仰慕，他的信念让我深深地钦



佩。官海沉浮中他在静静地思索着，最终开创了“心学”，
成就了他伟大而传奇的人生。我就是他几百年后的粉丝，我
要向偶像致敬，无论人生坎坷，还是仕途坦荡，都要做个拥
有大将之风的思想者。

打开历史的层层包装，穿过历史的茫茫迷雾，我们看到了历
史的真相。翻开书，我仿佛听到“一帝功成万骨枯”的时候，
路边孤儿寡母的哭喊;仿佛看到能人智士的谋略，帝王的权利
和无奈，还有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言官们。可是岁月的变迁、
朝代的更替让我发现，真正能名留青史的总是那些正义之士，
阴谋家只能成为跳梁小丑，历史终究会作出最公正的评价，
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正直而勇敢的人吧!

这套书我已经看了两遍，妈妈刚给我的时候，翻开第一页我
就被作者当年明月幽默诙谐的笔调吸引了，就像猪八戒吃人
参果一样，迫不及待地将它看完。读第二遍的时候，我细细
品味，总是意犹未尽。严肃的历史在作者的笔下比现在流行
的校园文学还要有趣，那些文字像被施了魔法般让我着迷。
这本书让我爱上了历史，但愿以后的历史书也会像《明朝那
些事儿》一样好看、易懂，叫人爱不释手。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八

《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著作，讲述了明
朝自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建立，到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共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它用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为
我们讲述了一个不要样的朝代。

明朝是一个不一样朝代，是一个完全是汉人说了算的朝代，
是一个雄霸的朝代，你能从中了解到明朝的经济繁荣、政治
霸权，还能增加你民族自豪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英
雄辈出，从清廉正直的代表海瑞，到满身抱负，以安天下，
为己任的张居正;从七下西洋沟通国外的三保太监郑和，到以



败坏朝廷为己任的魏忠贤，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实在
是精彩无比。

但是，明朝自灭亡以来，离今已有300多年了，离我们现今的
生活很遥远，我们只能从一篇篇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的文言
文中了解它，但现在却有一套书，完完整整的阐述了明朝276
年的历史，它以诙谐的笔调，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纠缠
在历史背后那些汹涌澎湃的暗流;它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告
诉你每一位伟人的成长都需要忍耐，以及忍耐过后的寂寞和
无人能懂的.痛苦。那套书就是——《明朝那些事儿》。

一本好书，能让人受益终身，特别是一本好的历史小说，更
为难得，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希望大家有时间静
下心来听，史书中的那些人物用自己的一生指引你正确的方
向;安下神来看，细细品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的苍凉，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成熟。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在这里说得再多再好，也不如大
家亲自去笑一笑，读一读，所以，我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明
朝那些事儿》，希望大家能喜欢。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九

暑假里，我读了许多书，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非《明朝那些
事儿》莫属。

在整本书中，最精彩的就是描写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片段了。
我读了三四遍，可还是意犹未尽，百读不厌。朱元璋，又名
朱重八，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
后来，淮河沿岸遭遇严重瘟疫和旱灾，朱重八的父母都死了，
却连安葬的地方都没有。为了生存，朱重八到皇觉寺做和尚，
讨饭吃。可是，命运之神不甘心让他过如此平淡的生活，一
封信使他不得不跟着好朋友汤和造反。接着，他经历了无数
磨难，终于打败了强于自己数倍的对手，赢得了至高无上的



荣誉，坐上了属于他一个人的宝座。

我佩服朱元璋，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在困难面前，他毫不畏
惧，勇往直前，迎难而上。终于从一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
母死去却无能为力的孩子，被别人欺负却只能在角落默默流
泪的杂役变成了一个能勇敢面对一切挑战的勇士，一个武装
到心灵的战士。朱元璋更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用自己的智慧
和军事天才，找到敌人的缺点，毫不留情地给予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人都只能是他的手下败将，他终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那段辉煌历史。

读完全文，掩卷深思，我觉得真正的勇者应该是一个懂得坚
持的人，他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永不放弃，直到成功。美
国的著名影星史泰龙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年轻时贫困潦倒，
但他想当演员。第一次尝试时，好莱坞的500家公司无一例外
地拒绝聘用他。面对打击，他并没有退缩，马上开始了第二
次尝试，但情况依然如此。直到他尝试了1851次，成功的大
门才向他敞开。1851次，让人难以想象的数字，这得需要多
大的勇气，多强的毅力才能做到啊。曾写下旷世名言“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送到著名文学家范仲淹也
是一个懂得坚持的人。十几岁时，他和养父之间产生了矛盾，
从家里搬出，一个人住进了僧房。每天都吃不饱饭，最困难
的时候一天只喝了一碗粥，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坚持学习，不完成学习计划就不睡觉，终于学有所成。

真正勇敢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难题，
他能急中生智，让难题迎刃而解。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出色的外交家，面对外国记者
的刁难，总能巧妙应答，维护我们祖国的尊严。春秋时期的
晏子也是如此，他多次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楚王的侮辱，
最后让楚王心服口服，不得不尊重他。

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应该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的执着精神；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顽



强信念；要有“道可道，非常道”的过人智慧；还要有“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伟气魄，让我们一起努力，做
一个真正勇敢的人。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篇十

《明朝那些事儿》终于看完了，心里竟然有一丝丝难过，还
空落落的。7本书，我大概看了将近50个小时，用了大概2个
月，现在，还真的挺舍不得的。从朱重八建国到崇祯自尽三
百多年的时间，我看到了许多人，也感受到许多东西，有震
撼，有敬佩，有理解，有心酸，有讨厌，有惋惜，可终归，
一切已经过去。

作者一直用幽默的方式去讲述那些本不幽默的历史，看时很
轻松，忍不住会嘴角上扬，但也不仅是幽默，还有思考，还
有理解。真的可以说这是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人写的一本不那
么一本正经的书，然而，我们很喜欢。

历史本就不是枯燥无味的，它是鲜活的，是真实存在过的人，
真实发生过的事，真实有过的情感。在这本书里，我们能体
会到，那些人的坚持，那些人的气节，那些人的努力，那些
人的悲剧，但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最后，让我表达一下对当年明月同志的无比的崇敬，写这本
书时，他可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呀，虽然现在也很年轻，
不过总归一句，太牛了，佩服!顺便，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很好
看，强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