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汇总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篇一

“盖中国……不能人人读历史，而无一人不读《三国演
义》”，作为历史小说，它与历史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一
种强烈的审美感情的感染力。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尽英雄”，不禁感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气势雄
伟磅礴的词拉开了三国的序幕。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心怀天下的贤者刘备，
他为了能解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老百姓而三顾茅庐，成为
一段佳话。虽然前两次的拜访都没有见到诸葛亮，他仍旧坚
持去了第三次，室外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这一些都没有使
他退却，他还是耐心谦逊地站在门口等待，毫无怨言，最终
得到了诸葛亮的鼎力协助，成为三国中的一方霸主。

在我心中，诸葛亮是“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
心壮志，具有料事如神、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足智多谋，知人善用，忠君爱国，是一位十足的
智者。他未出茅庐便知天下大事，且将天下三分的鼎力局面
准确预知。书中他似乎无所不能，令人钦佩!但当我看到诸葛
亮病死的那一段时，为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作为所感动，
为他的忠君忠主所敬佩，他这样的一个人才并没有功高夺主，
自立为王，而是选择尽忠于新主，哪怕这个新主庸庸无
碌……这让我想起诸葛亮呕心沥血所写的《出师表》：“受
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



于旧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多么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
忠言啊，他是人们崇拜敬仰的伟丈夫。

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宽仁厚德的刘备，奸诈残忍的曹操，
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却是忠义勇武的关羽。关羽身长九尺，
鬓长二尺，面如重枣，唇如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关羽是书中最讲义气的人。他对刘备讲义气，他
降汗不降曹、屯土山约三事、过五关斩六将等等……关羽他
对敌人也很讲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义释黄汉升等等……,
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关羽是十分讲义气。但关羽狂妄自信，
十分大意，有一句谚语就是：关羽失荆州——骄兵必败。当
时关羽是刘备的二弟，五虎大将之一，坐据荆州，手握重兵，
所以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自以为可以牢守荆州，可他
却不知道群英聚会，人才辈出，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最
终是以失败而告终为结局。但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无论
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是“千里走单骑”他赤胆忠心，
顶天立地，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领着我走进了那个战火纷飞，英雄豪
杰风起云涌的年代，近距离地接触了一位位英雄人物，了解
他们的丰功伟绩。坚定信念不动摇，义重如山知回报，时已
逝，间无隙，一缕英魂到永久。让我们致敬经典，走进经典，
传承经典。

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篇二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尤其是赤壁之战，
三方合纵连横，奇谋秘计，斗智斗勇，《三国演义》是一本
流传二千多年的历史钜作，看完《三国演义》之后可以从里
面学到了不少历史教训。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三国演义
读后感550字初一”，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
文参考！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出的，是一本古代的历史的一本书。



书内有许许多多人物和国家，他们为了占领地盘，开始了一
场又一场的战争。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有三个国家分别是蜀、魏、吴。每
个国家都有领袖。领袖旁边，便是军师。蜀国的军师是最聪
明的———诸葛亮，他知天文，晓地理，善知人，帮忙刘备
打了许多胜战。

我最深刻的部分是：三顾茅庐，故事是这样的：刘备、关羽、
张飞三人去拜见诸葛亮三次，但诸葛亮三次都不在。之后，
刘备又去拜见他，张飞说：”如果，他不来，我就绑他
来。”刘备说：”你们不懂得尊敬人才，你们这次就别去了。
”关羽、张飞答应不再无礼。然后三人就去拜访了。离诸葛
亮家还有三公里，刘备就下马步行了。到了诸葛亮家后一位
童子出来，他说，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说，不要叫醒先生。
刘备随后进了草堂。等了几个时辰后，诸葛亮把他请进屋里。

之后，诸葛亮下了山，刘备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师，和他一齐
吃饭，一齐睡觉，一齐讨论天下大事。刘备对着张飞、关羽
说：”我得到了诸葛先生，就如同鱼儿得到了水一样。”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
也许没有真正阅读它。

今天，我就怀着一股强烈的好奇心翻开了《三国演义》(彩色
版)。从《桃园结义》一直看到《计招姜维》，这本书都散发
着浓郁的战斗之味。

就说《离间计》吧!曹操杀死了马超的父亲。马超为了报仇，
和韩遂率领大军进攻曹操。后来，曹操只得使用“离间计”。
这“离间计”可真厉害，它使马超不信任韩遂了，也使自己
的军队转危为安，又使马超吓得落荒而逃。

哎!看来要想胜利还得想个计策才行，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啊!



再说《三顾茅庐》：刘备想找个人才，徐庶提议说附近有一
个人才，他叫诸葛亮。前两次去请，都没有找到。第三次寻
访时，他们发现诸葛亮在睡大觉，就等诸葛亮睡醒，又用诚
恳的话语打动了诸葛亮，使刘备得到了一个得力助手。

嗯，做事要有恒心，有毅力，才能摘到绚丽的成功之花呀!

当我们背长篇课文时，不要死记硬背，要采用记忆的妙招。
这样可以节约一些时间，也可以使脑子灵活起来，就好比涂
了润滑油。

当然，使用好方法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背完课文，不要为背
书而感到厌烦，厌烦最终只能降低背书的效率，还浪费时间。

做什么事都要开动脑筋，持之以恒，这就是《三国演义》对
我的启发。

我曾佩服过一代英雄刘备。他虽然不是最后成功的人，但他
确实是最聪明的人。为求一贤士，他不顾兄弟劝说，三顾茅
庐请诸葛亮出山，为脱离曹操，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更
显出他的聪明才智，为了让赵云留在自己身边，他摔儿子以
表自己对他的珍惜。刘备确确实实是一个圣明聪颖的君主，
只可惜他没有好好地教育自己的后代。

《三国演义》是一本神奇的书，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活起
来似的——他们的人物性格太过鲜明，也太过典型。或许
《三国演义》所承载的，并不是一个群英荟萃的故事，更多
的是一个时代的特点与精髓。

我们生活中也有着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曹操的
奸诈，诸葛亮的聪慧，关羽的义气，张飞的豪爽，周瑜的小
肚鸡肠……但不管怎样，这些明快突出的性格特点也构成了
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哪一种元素都必不可少。



读一本好书，不仅仅是要读透它，更重要的是要尽自己所能
去参透作者藏在这本书背后的，那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或许
有一天你放下书本，闭上双眼细细琢磨的时候，你就会惊异
地发现，一个栩栩如生的社会，正诞生在你的眼前。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到三国
归晋的经历。书中的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三分
天下和三国归晋，读来无不使人不忍释卷，黄巾之乱是从桃
园三结义开始的，同时三国的明争暗斗也从这里拉开序幕。
在三国武将如林、谋士如雨，我最看重一个人——曹操。虽
说诸葛亮用计出神入化，不过他没有曹操豪迈的诗情，也没
有曹操严明的军纪，更没有曹操作战时的狠、勇猛。曹操兵
多粮足，大名威震江东，可谓谈得上豪杰也。所以说曹操乃
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曹操虽未能一统天下，但也在群雄中争得一席之地。我如果
生在那时，一定和他结交，并和他豪饮美酒，笑看天下英雄，
畅谈统一中原的霸业，给他出谋划策，那就太痛快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尺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非浅，本书以蜀汉为中心，
以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为重点，形象地演绎了封
建军阀集团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斗争，比
较重要的出场人物有四百多个，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广泛深
刻，矛盾错综复杂。讲述了从东及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
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在《三国演义》这本书中，每个人都有独特鲜明的性格，仁
义之君刘备，奸雄小人曹操，高傲又重义的关羽……但最今
我钦佩的还是那机智过人的——诸葛孔明先生。

遥想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方才请得这位卧龙先生，那人身高
八尺，面如冠玉，羽扇纶巾，何等意气风发。火烧博望，白
河用水，新野用火，以数千仁义之师杀得曹军数十万残暴之
众闻风丧胆。后又说动孙权共对抗曹操，舌战群儒，令江东
才俊为之变色，出山仅两三年，诸葛亮三字已名满天下了。

年届中年的诸葛亮，更是收得虎将马超，助刘备取得西川，
汉中两地。

老年的他，不如年轻时风华绝代，单据风发，却更加成熟凝
重，还有“明知不可为，可还是要为之”的迎难而上的精神。
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六出祁山，想征服曹氏，功未成而身
先死。正如诸葛亮出山时，水镜先生成说道：“孔明虽得其
主，但不得其时啊”!

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篇三

京剧舞台上，白脸曹操冠带辉煌，高唱:“世人害我奸，我笑
世人偏。为人少机变，富贵怎双全?”世人口中的“奸雄”，
京剧当中的白脸，《三国演义》里的无数典故，把曹操堆砌
成奸诈的化身。然而，即便是“亲刘贬曹”的罗贯中，也不
得不为曹的才情与智勇所折服，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治世之
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演义》中曹操首次出场，作者
就借许劭之语定其为“乱世奸雄”，之后他涌出一系列政治、
处世、用人及军事战争势力，也论证了这一点。

曹操，我佩服你，我佩服你的有勇有谋。

当孙权年少，刘备寄人篱下时，曹操就已经是杰出的军事统



帅，到处广聚人才，诱降义军，扩充军事实力。当董卓叛乱
时，你却可以独自带着七星宝刀前往行刺，勇气可嘉。可知
道，当时的董卓权倾一时，无人敢冒犯，更何况是深夜当面
行刺，他的勇气可以跟刺杀秦始王的荆轲相比。但是极少有
后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当他行刺失败，被董卓发现时，他
随机应变说是来献宝刀，镇定自若，骗过董卓。当走出相府
的那一刻，他没有任何顾虑，星夜飞离京城。结果证明他的
逃离时最正确的选择。

后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能够名正言顺地实现自己的
宏图霸业，就巧妙的运用了一招，“挟天子令诸侯”。他掌
握这块挡箭牌，果断地除去其成就大业的绊脚石。

为了一展宏图，他不仅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南征北
战，夺取了大片江山。他又设计使心腹大患刘备、袁术等人
互相斗争，坐获渔利。随着势力的壮大，曹操的行动由隐蔽
转为公开，大肆地扩展地盘。官渡大战，他以弱胜强，大败
河北之雄袁绍，得到了冀、幽、青并四州，又相继灭掉刘表，
张鲁等割据势力，逐渐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统一了
北方。他是拉开三国鼎立之局面的第一人。曹操雄心勃勃，
之后继续逐鹿中原。面对孙权、刘备二强敌，曹操又凭借他
的智勇，或集中兵力对付一方，或使两家相斗从中获利。建
安，曹操再次率军攻打东吴，又乘夏侯渊占领陇石的时机，
西取汉中，最终占天下三分之二，为后代夯实了魏国基业。

纵观整部《三国演义》，哪个人及得上曹操这样军事、政治、
勇气、谋略、才气集于一身呢?曹操是一个强人，有巧取豪夺
的能力，横冲直闯的勇气，抑强扶弱的智慧。

我看曹操，你实乃一代枭雄也。

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篇四



三国演义这本书讲述了东汉末年到晋朝统一的时期，吴蜀魏
三国之间的斗争和兴亡等一系列的故事，如果让你写一篇三
国演义读后感，你知道怎么写吗？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
写“初一三国演义读后感15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
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
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
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
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
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
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
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国演义这本书，让我想起了诸葛亮、曹操、孙权、刘备、
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一些人物。关羽，字云长，死的
时候仅有58岁，立过战功：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劈颜
良，斩文丑，温酒斩华雄等战功，应为，失去了荆州，连自
我的命都没了，我们以后做事千万别大意。

张飞，字翼德，死的时侯仅有55岁，立过战功：智擒严颜等，
性格太暴躁，就是因为这个性格，才死的，所以每个人的性
格不要太暴躁。

赵云，字子龙，死的时侯仅有60岁，性格很讲义气，当年在
长板桥七进七出，杀了2名魏国大将，因为得了重病死了。虽
然这只是小说，但我会记住这段永恒的经典。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题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知道这首词是明朝才子杨慎为
哪本书写的吗?对，就是《三国演义》。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
的开篇句，你可别小看它，就凭这句话，已经为整本书做足
了铺垫。比如说开始写一国分三国就有用到，后面写到司马
炎一统三国也用了这段开头句。所以说这句话在全书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本书都在围绕
这句话来写的。这本书主要刻画了这几个人物：刘备、关羽、
张飞、曹操、刘表、周瑜和孔明，这些人物也是许多读者较
为喜欢的。

这本书像一杯淡淡的龙井，刚入口时觉得无味，细细品尝过
后却回味无穷。而然其中也蕴含着最深的，对人类有巨大帮
助的力量。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临危不
惧，兢兢业业，大智大勇，自强不息。更重要的是他的才智
和胆量让我无法不佩服。而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就
属“三顾茅庐”了，它给了我无限的启迪。如果不是刘备一
次又一次地去拜访诸葛亮，也就不会有日后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中我也明白了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当我们遇到困难
时，不能知难而退，而是要迎难而上，这样即使是再大的难
题我们都能一一解决。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只要坚持自己
的目标，我们都能成功。

千百年来，无数先驱无数名人都用他们的人生书写了坚持不
懈，迎难而上的壮丽诗篇，李时珍潜心四十年涉远山，尝百
草编撰《本草纲目》;大数学家陈景润花费毕生精力去证明哥
德巴赫猜想;歌德编写《浮士德》将近用了四十余年……他们
都在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着这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有坚
持才会成功!

历史的钟声一次又一次的敲响，新世纪新的挑战也在向我们
走来。只要我们时刻铭记着前人用时间为我们演绎的教诲，



坚持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就可以胜利!

自从读了《三国演义》后，使我受益匪浅，明白了《三国演
义》里的各种计谋，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赤壁等等。

《三国演义》主要讲东汉末年，朝廷腐败无能，各路英雄好
汉一齐除了官宦，有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等，消
灭宦官后，为了分出胜负，构成了三国鼎力的局面，有蜀国、
魏国、吴国。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之后又招兵买
马，东山再起，最终，魏国打了胜仗，建立了晋国。

读了《三国演义》，我才明白为什么刘备没有赢，原先是张
飞在和刘备会和的途中，被手下人杀死；关羽没有防备，被
孙权暗算，抓了杀死；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战败不到半年
的时间里病死了。这真可惜，想想之前那一些贪官被抓，我
真开心。想到之后刘备、关羽、张飞还有诸葛亮死了的时候，
又是多么的怀念。

想想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没有战争的弥漫，仅有和平的光辉，
在幸福中成长。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们真的很幸福。当我读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老百
姓血流成河时，我感到这实在是很悲惨。战争竟然连老百姓
也不放过。

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历史；就是因为读了这本
书，让我懂得了战争的可怕；同时我也学到了各种谋略，异
常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他们很值得我学习。对我的人
生有很大的启发。

我爱看中国四大名作，其中又最爱看《三国演义》，这几天
来，我把三国演义连环画册六十册，每册仔仔细细看完了，
真是深深有感。



三国演义，叙写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蜀、魏三国鼎立
期间的一个个精彩故事。其中，我最喜欢赵子龙单骑救主和
赵云截江救阿斗的两个故事，我认为这两个故事写得最为精
彩。都真诚详细描述出部下对主公的忠心耿耿。如赵云冒死
在百万曹军中救出小主公，冲出重围，将他交给刘备；赵云
截江救阿斗写出了赵云有胆有识，从东吴船上救下阿斗。从
中告诫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对国家对人民要忠心。三国演义
中的其它故事，如赤壁大战、铁笼山姜维困司马，写出其中
有些人的智慧过人、有勇有谋、智勇双全、能打善战等的故
事情节。

在吴、蜀、魏，三个国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就是蜀国，
虽然蜀国的物力、财力都比不上魏国和吴国，但蜀国人才很
多，像智慧过人的卧龙先生（诸葛亮），有勇有谋的常山赵
子龙，智勇双全的关羽，能打善战的张飞，无人能敌的马超。
，并且我此刻又生长、生活在当时的蜀国的土地上。

但我厌恶战争，厌恶你打我杀，厌恶对立，还好，此刻我们
国家生活在和平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罪恶的子弹，没有战
争的硝烟，我爱我的国家。

我要学习三国演义中那些智慧过人、有勇有谋、智勇双全、
对国家忠心耿耿精神！

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篇五

在这个假期，我读了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三国演
义》。这本书给我们描写了一位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
武力超群的吕布，粗中有细的张飞，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生
性多疑的曹操……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如：诸
葛亮草船借箭，周公瑾火烧赤壁，关羽放水淹七军，诸葛亮
舌战群儒……在这些小故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诸葛亮
草船借箭了，下面，让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回吧。



一天，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就一公事为由，让诸葛亮十
天内造十万支箭，诸葛亮说三天就能造好，并立下军令状。
周瑜以为孔明正中自己的圈套，非常高兴，他让工匠们故意
延迟，不给他备全造箭的材料，并派鲁肃去诸葛亮那儿探听，
为他报信儿。

诸葛亮见鲁肃来了，向他借了二十条快船，让每条船上有三
十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住，两侧插满草把子。并嘱咐他
不要告诉周瑜，鲁肃答应了。

第一、二天，都没有什么动静，到第三天晚上，孔明带着鲁
肃进了船，二十条船一字排开，向曹营开去。当时大雾漫天，
生性多疑的曹操，不敢出动，让一万多名射箭手往江上射箭，
箭如同下雨一般射向江中，不一会儿船上就插满了箭。

天亮了，孔明让穿向回开去，曹军想追，可来不及了。船开
回了南岸。这是每条船上有五六千支箭，一共有十余万支。
周瑜看了船上的箭，长叹一声，说：“我真不如诸葛亮。”

这就是草船借箭的故事。从这一回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孔
明超群的智谋。像这种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还有很多很多，
它们都非常精彩。每一回里的人物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爱
看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篇六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我国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不错，历史就是这样，合并，分
裂，再合并，再分裂。从中我领悟了一个道理：适者生存。

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黄巾乱党起义，后来董卓成为
天下公敌，袁绍召集诸侯，伐董贼。接着又是曹操挟天子令
诸侯。在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在265年司马炎发动



政变，改魏为晋，在280年晋灭吴。

三国时代尽管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十几年，但英雄辈出。但其
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既不是孔明，也不是子龙，更不是玄德，
而是仲达，仲达是谁？是司马懿，字仲达。

在三国中，尽管蜀国有许多猛将，还有孔明这样的军师，但
是蜀国有一点注定了他的失败，那就是太爱骗人。看，在孙
刘联军还存在时，蜀国就将荆州骗去。又一次，骗取了魏国
十万支箭，那便是‘草船借箭’。正是因为蜀国太爱骗人，
才导致了吴，魏两国对他的不满。

而吴国，虽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可是却只善水战。

而魏国虽强大，可却失了民心。

司马懿深知其中之奥妙，便一直当余泽成潜伏于其中，等待
时机，最后一举进攻，发起政变，夺得政权，一统天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的舞台上，不一定强者就能掌控一
切，在强强对抗时，与其加入其中，最后伤痕累累，还不如
全身而退，隔岸观虎斗，在双方都疲倦时，再全力出击，必
能取得胜利。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奸诈，但有这么一个词
兵不厌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就是说只有看清形势，做
好准备，瞅准时机就能成功！

也就是说适者生存才是真理。

三国演义初一的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成功地读完了《三国演义》这一篇名著，因为自从
买上了《三国演义》这一本书后，一直还没有来得及读，幸
好有了这个很长的暑假，才让我读到了这麽好的书。



本篇小说主要从黄巾起义，终于到了西晋统一，以魏，蜀，
吴三国的兴亡为线索，描绘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统治军事
斗争。

书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几次大战役，如袁，曹官渡之战，魏，
蜀，吴赤壁之战。每次战役各有特色。作者成功的塑造了一
些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生动突出了人物的性格
特征。

《三国演义》里有好多好多的英雄：刘备，关羽，张飞，曹
操，诸葛亮……其中，我最喜欢里面的诸葛亮。

他知天文、晓地理、识人心，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三
国演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三
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人称“卧龙先生”。他治国
治军的才能与兼虚谨慎、济汇爱民的品格为后世树立了非常
好的榜样。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辅佐，他向刘备提出
了“联吴抗曹，据有荆益，三分天下”的隆中对策。他为报
答刘备三顾茅庐之思，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呕心沥
血，积劳成疾”，最后病逝于北伐前线五义原。他借东风，
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
空城计，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这些是常
人所想不到的。

我要学习他的“忠”字，他是认定了刘备，就再也没有投靠
别人，这让我很敬佩，在那么险恶的时期里，他能那样的忠
义，真是不简单!所以我要做一个不背信弃义、不为了那蝇头
小利而放弃自己的国家、战友和朋友的人。

最后，我要说，《三国演义》不仅让我开了眼界，还告诉了
我许多小知识和做人的道理，真是一举三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