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草船借箭的读后感(实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草船借箭的读后感篇一

每当我阅读《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故事的时候，都十分敬
仰诸葛亮，他真不愧是智与勇的化身，草船借箭读后感400字。

故事讲述的是：赤壁大战时期，周瑜十分嫉妒诸葛亮的才干，
于是叫诸葛亮三天赶制十万支箭。这本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没想到诸葛亮一口答应了。后来，原来是诸葛亮假装向曹操
发动进攻，诸葛亮知道曹操疑心大，不会水上交兵，于是诸
葛亮成功地利用了草船“骗”到了十万支箭。

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常常学习诸葛亮的勇于挑战：勇敢面对
第一次游泳，勇敢面对第一次跳长绳，勇敢面对第一次写英
语小作文。一直到每次游泳都被称为健将，跳长绳稳拿第一，
英语作文那都是轻而易举！这都是挑战的结果。

我想告诉我身边的人，要有挑战的勇气，要有精心的准备，
有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成功的道
路，读后感《草船借箭读后感400字》。

读草船借箭的读后感篇二

自古以来，总有那么一些人，看到别人才干比自己强，不是
奋发努力赶过人家，而是怀着嫉妒心，不择手段去陷害人家，
三国时期的周瑜就是这样一个人。



《草船借箭》讲的是心胸狭窄的周瑜，看到足智多谋的诸葛
亮处处高自己一招，便心怀妒意，想置诸葛亮于死地，他以
军中缺箭为名，生出一计，让诸葛亮十天做出十万箭。由此
看来周瑜不仅妒忌还狡猾。然而诸葛亮却答应了，趁着大雾
用草船借箭的方法从曹操那里借了十万支箭，提前七天完成
任务，使周瑜的阴谋又一次失败。

当别人有了成绩，做了贡献，使得众人尊重时，这种人不是
探究别人如何成功，而是讥讽，甚至陷害。

读《草船借箭》，我不由得像起自己，嫉妒心理也有吗？自
己考试成绩不好，不是去找错在什么地方，正相反，在下次
考试中也出错。

嫉妒这东西，害处是十分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就杜
绝它，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读草船借箭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看了《三国演义》里的《草船借箭》。里面生动的人物
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

故事主要讲的是周瑜想以“造箭”的`名义暗算诸葛亮。

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形象让我们回味无穷。他熟悉天文地理，
认识人，善用人。我们应该向诸葛亮学习，把学到的东西运
用到生活中去。就像蜜蜂一样，我们消化花蜜，并把它变成
我们自己劳动的果实。

诸葛亮的大度也值得学习。诸葛亮如果偏狭，硬碰周瑜，怎
么借箭？诸葛亮如果不宽容，早就杀了周瑜；诸葛亮不宽容，
不制定借箭计划，就会被周瑜陷害。“忍一会儿风平浪静退
一步”就是为人生开辟一片晴空，忍一会儿就是为人生开辟
一条光明大道！



此外，作者罗贯中的写作手法也值得学习。看，他用语言、
动作、心理、举止等细节描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比如周瑜，
心胸狭窄，嫉能；诸葛亮，足智多谋；生性多疑的曹操...书
中的人物好像已经走出来和我们“亲密接触”了！

大家都来看看《三国演义》等名著吧。其中的人物形象生动，
故事引人入胜。阅读它们是非常有益的。

读草船借箭的读后感篇四

在今年的寒假里，我读了许多好书。有：《圣经》、《红楼
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巴黎圣母院》等等。
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中《草船
借箭》的故事，让我深受感触，受益匪浅。

《草船借箭》出自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中
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罗贯中。这部小
说写的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
书中塑造的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张飞、关羽、周瑜
等人物形象家喻户晓。书中的许多故事，如“桃园三结
义”“三顾茅店”“火烧赤壁”“空城计”等广为流传。

《草船借箭》主要讲的是：周瑜妒忌诸葛亮，想给他下套让
他受罚。以军事的借口让他十天拿出十万支箭，诸葛亮早就
看破了他的计谋，经过推算，诸葛亮主动提出把时间缩短到
三天。然后请鲁肃帮忙。在第三天清晨起雾时把船开到曹操
的阵营里，让曹操放箭射中稻草人。就这样，诸葛亮利用自
己的聪明才智，向曹操“借”了十万支箭，完成了周瑜的任
务，让他甘拜下风。

《草船借箭》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喜欢他的原因有
三点：一是他足智多谋，善于动脑。他知道周瑜忌贤妒能，
所以对周瑜有所防备，第一时间就能想到他话里的不对劲，
当他发现周瑜是在刁难他时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冷静地权



衡利弊。认为自己有能力完成时才答应下来，不冲动。二是
诸葛亮神机妙算。他主动提出把时间缩短到三天是因为他算
到第三天清晨会有大雾，而在清晨完成任务到时间就可以直
接交差，而不是因为好面子。三是诸葛亮用人有度。他知道
鲁肃为人忠厚，不会把他的计划告诉周瑜，所以放心的让他
帮忙提供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东西。他知道曹操生性多疑，不
会在大雾天贸然出兵，而是会选择保守地用箭攻击敌人。读
到这里，一股股敬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佩服诸葛亮的
才智，更佩服他豁达大度的品质。他明明知道周瑜不怀好意，
处处和自己作对，但他总是那么从容镇定，总是那么宽宏大
量。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像诸葛亮那样心胸宽阔的人却不多。
就拿我们班集体来说吧，有的同学学习成绩好，有些同学就
心怀嫉妒，他们不但不努力去学习，还在背地里说长道短，
甚至还要说些人家的坏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搞得同学
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有时候同学之间发生一些矛盾，这都是
很正常的，可就有些同学去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了，非
要弄个我是你非不可。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诸葛亮
那样心胸开阔，豁达大度，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会多一
份融治，多一份信赖，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是多么美好呀。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嫉妒之心不可有，宽容之心不
可无”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能有嫉妒之心，要做心胸宽广，
从善向上的人。我们还要向他学习，遇随机应变，冷静处事
的能力。

读草船借箭的读后感篇五

暑假期间我读了好几本书，其中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
书有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那就是《草船借箭》了。三国
时期，曹操攻打东吴，蜀国、吴国联合对战。

一天，周瑜命令孔明说：“你要在三天之内做好十万支
箭。”孔明说：“好！”



第一天的晚上，他对周瑜的手下—鲁肃说：“你帮我做二十
只小船和四十个稻草人，把草人安在船上就可以了。”时间
一点点的在过去，也到了第三天的晚上，鲁肃对孔明
说：“你还没做完箭啊！明天你想你的头落地吗？！”“鲁
肃，走。”“去干吗？”“去船上喝酒啊！”“走走走！”
二十只船向曹营驶去，因为有雾，所以曹操命令放箭。“好
了，箭够多了，”因为箭都射在草人上了。“可以走了，回
去之后，箭已经超过了十万只箭。

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我们要像他那样仔细思考，刻苦学习，
更重要的是像他那样虚心，宽宏大量，心宽阔，用自己的智
慧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们要心胸广阔，这样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