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演义学生读书心得 学生高一的三国
演义名著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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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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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名著《三国演义》以后，受益菲浅。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东汉末年，汉室衰弱，黄巾起义，各
路英雄乘剿黄之机发展势力。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实力最强。
连年混战，弱肉强食。宫渡之战，曹操灭袁绍，统一北方。
赤壁之战，吴国大将周瑜大败曹操，使曹操暂无力侵犯长江
以南，形成三足鼎立，相对稳定的局面。三国是曹操的魏国，
孙权的吴国和刘备的蜀国。曹操死后，曹匹称帝。大将司马
昭统一全国，结束了三足鼎立之局面，夺魏为晋，建立晋朝。

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蜀汉琅琊郡阳都人（今山东省沂水县）。
少年时父母双亡，逐随叔父避乱荆州，隐居于南阳隆中，常
自比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
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
家所公认，人称「卧龙」。娶黄承彦之丑女为妻，因此女有
才。

诸葛亮非常聪明，他上通天文，下识地理，在书中，最能代
表他智慧的是：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赤壁。当时周瑜想
害他，跟他要他于十日内造箭十万支，违期问斩。诸葛亮用
草船借箭的方法，一夜的时间就向曹操“借”了十几万支箭。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还有更精彩的隐藏在书里呢，也是我
最喜欢的一段故事。在当时运军粮时，诸葛亮发明了一种车，
运起粮来既省时又省力，非常方便。司马懿知道了这件事，
就劫了诸葛亮十辆车，还仿照着这种车做了数十辆。运粮的
时候，司马懿不禁赞叹道：“这种车真方便，真好用！”。
他暗自得意，谁知灾难还在后面。诸葛亮派人混进了司马懿
的运粮队伍里，把车上的机关按了一下，车就像死了一样，
不能往前跑，不能往后退，粮食也没法从车厢里拿出来。正
当司马懿的军队犯愁时，诸葛亮的军队飞速杀来。司马懿的
军队没有心理准备，大伤元气，仓惶而逃。然后诸葛亮又派
人按了一下车上的机关，车又能灵活运用了。最后，所有的
粮食都归诸葛亮。难怪司马懿在探查蜀军营寨时，称诸葛亮为
“天下奇才”。

看来古人的智慧让人佩服，读到这些故事，我不禁想到：诸
葛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智慧呢？是他天生的就聪明吗？我看
还是他喜欢博览群书的缘故吧。

《三国演义》这本书告诉人们：用智慧可以战胜困难。同学
们，大家好好学习吧，智慧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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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逶迤走来，走过的路终归比看过的书多，可总有些书，
看过后不亚于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五年前的夏天，有幸品读了同学新买的《小王子》。毫不夸
张的说，多年以来，这是一本让我看完后还想看第二遍，第
三遍，甚至更多遍的书。

作者用简单到学龄儿童都可以理解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有趣
到画面感随时可现的故事，感人到每一遍看完都忍不住想拥
抱自己的安静。



圣埃克苏佩里高深的写作技巧暂且不论，仅凭通过主人
公“小王子”所传递的那份朴素单纯，对成人世界无奈的止
步，以及到最后发人深省的叩问，他的每一份不理解，每一
份可爱的困惑，都足以让每一个曾经都是孩子的大人心生撼
动。

若干年前，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无忧无虑也曾经伴随了
整个童年。开心了便笑，不开心了便哭，每天的快乐无疑是
放学后扔下书包和同伴们玩捉迷藏，不玩到天黑誓不罢休的
疯狂执着。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反省今天做了什么错事，不
会忧虑明天将要面临什么挑战，不会设想既定的安稳被打破
是什么感觉，不会思考生活的变迁究竟是什么缘由，我们，
只是很单纯的一个孩子，而已。

时过境迁，岁月温柔也好残忍也罢，终究还是在每一个褪去
稚嫩不再无知的脸庞上刻下了一笔又一笔烙印。随之消融的，
还有那颗晶莹剔透般的童心。睁眼看世界，我们看不清，也
看不透，因为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昆德拉曾在《玩笑》里说，人们只有回到童话世界中去，才
会有崇高、理想和美丽；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则充满猜忌讳、
怀疑，以及欺骗。

也许，我们都可以努力一点，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为内心世
界腾出一方净土，手捧呵护来养育那份不为人知的纯真。哪
怕不能像个纯粹的孩子一般懵懂干净，至少可以在夜深人静
抬头仰望星空时，发自内心的回馈给眨眼的星星一个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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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不读书，你的世界差别会很大。在这个寒假里，我再
次阅读了一遍《三国演义》这本书，目前为止我已经阅读过
第三遍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话至今一直
激励着我前行。我也要学习并发扬喜爱阅读的好习惯。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此书可谓是英雄荟
萃：一身是胆的赵子龙、单刀赴会的关云长、乱世奸雄曹阿
瞒、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书中人物个性鲜明，有的胆大
包天，有的大人大德，有的笑里藏刀，故事的连续性极强，
有很多地方耐人寻味。给人们留下了一种荡气回肠，无法释
怀的感受。

该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便是“武圣”关羽了。他在“过五关
斩六将”中，颇有大将风范。仅凭一批赤兔马，一把青龙堰
月刀，不费一兵一卒，就将曹军的六员大将斩于马下。他那
英勇无畏、坚持不懈的品质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回想
我自己，在学习上，我有时会知难而退;在生活中，我做事亦
会有头无尾，半途而废。但了解了关羽的这种坚韧、无畏的
品质后，我深深感觉到他就是我效仿的好榜样。

想必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都已经家喻户晓了。他让我最敬佩的
便是《草船借箭》了。诸葛亮神机妙算，懂天文，又有许多
过人之处。他答应刁难他的吴军大督周瑜三天就能借到十万
支箭，并立下了军令状，信心满满地去草船借箭。借箭时身
边还带着鲁肃，竟然不担心鲁肃会抢自己的战功。最后他凭
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利用曹军胆小的软肋，顺利智取了十万
支箭，连一直嫉妒他的周瑜都不得不服他。诸葛亮的这种宽
广胸怀和满满自信，让我无法释怀。我知道我不能仅有敬佩
之情，我更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三国演义》里故事众多，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这本书可以
带给我们丰富的历史知识，不仅让我们通晓人文地理，也是
青少年从小立志不可缺少的书目!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行动
起来吧!多读书，多看报，秉承传统精神，让阅读成为一种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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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中国四大名着之一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着。《三
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
曹操、关羽、刘备等人。《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
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它讲述了从东汉
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勇猛
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无不个极其态。这
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
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
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
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
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
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
忠。《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
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
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关于《三国演义》人物的性格，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刘备。这
个人物在《三国志》里面是乱世枭雄一类的人，有野心，有
干劲，有胆识，有智慧。这样的性格，正符合他一方诸侯的
身份。到了《三国演义》，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文武周公一
类的人物。仔细看小说，就能发现，作者对刘备的描写有这
样几个特点。其一，对于刘备做的不太光彩的事情，作者要
么不加评论，要么用冠冕堂皇的文字遮掩过去。比如刘备劝
曹操杀他的前主子吕布，作者便说吕布是三姓家奴。对于刘
备先后投靠公孙瓒、吕布、曹操、刘表、刘璋，并强占他们
的地盘等等的事实，则很少评论，偶尔一句，便以他是真命
天子，原不该屈居人下略过。其实坐在树下说树荫是车盖、



我以后要做皇帝之类的话，很多孩子都说过，并不能成为”
天命所在“的证据。据调查，美国有80%的孩子在八岁的时候
认为自己以后会做总统。我们小学毕业的班会上，老师问大
家以后想做什么，有一个同学说联合国秘书长，两个说国家
主席，一个说国务院总理，其余高官暂且不算。其二，作者
有意安排刘备做一些典型的文武周公做的仁政爱民的事情，
如携民渡江，摔孩子，不愿称帝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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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蜀中安身立命的诸葛丞相并没有就此收手，七擒孟获六
出祁山都是他犯罪的证据。让我们看一看丞相是怎样治国的：
蜀国总人口96万，带甲士兵10万，官4万。官兵：百姓=1：6，
也就是六名百姓(包括老弱妇孺)供养一名官兵，如此暴举，
连灭绝人性的--和东条英机也甘拜下风。可就在此种情况下，
诸葛亮还要命令夹带着老弱病残的军队挥师南下，六举北出。
据统计，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648万，而到了公元263年魏灭蜀
时，全国人口仅存767万。这是中华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人口丧
失。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对当时百姓
遭战火荼毒惨状的生动描绘。就连一向贬曹尊刘的罗贯中也在
《三国演义》七擒孟获后写道：“瘴烟之内，阴鬼无数”，
反观诸葛丞相，他有过悔改之心吗?没有，他为了一纸《出师
表》的千古流芳，不惜牺牲百姓，为自己铺上了流血的仕途。

公元234年，诸葛亮走完了他的戎马一生，而作为后人的我们，
却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是怎样复杂而深不可测的人。他并不
只有忠义儒雅，机智过人的光辉一面。史学家、小说家笔下
的历史，不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昨夜历史，都已随风散去，
而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