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国演义六十章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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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六十章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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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风。一壶
浊酒喜相缝。古今多少事，都附笑谈中!”这是妇孺接知脍炙
人口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每次听到这开
篇词，我心中的一股波涛就在涌流。

暑假里，我看完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感慨不已，无论
是“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还是“美人
计”、“空城计”,都让我拍案叫绝。

刘、关、张三个结义的兄弟，却比亲兄弟还亲，都能为相互
舍生忘死。关羽被曹军俘虏了，心里却还想着刘备及其家属，
与曹操约法三章。刘备除了关心自己的弟弟，也爱惜自己的
部下。为了赵云，竟然忍心摔自己的儿子!还说：“为这小儿，
岂能令我损失一员大将!”就是这句话，把赵云感动得热泪盈
眶。

“宁可我负天下，不可天下负我”的“三绝”中“奸绝 ”曹
操。生性多疑，凡是做事，事先都要仔细想一会，再下决定，
到了战场上，还要根据身旁的事物揣度一番，然后确定该怎
么做。被称为“智绝”的诸葛亮正是算准了他这一点，才逼
得曹操走上了华容道。不过，拥有“义绝”这个桂冠的关羽
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起了曹操以前对他的好，心一软，放
了曹操一马。



在三国众多的人物中，我最佩服的是诸葛亮，诸葛亮是上知
天文下知地理啊!而且他足智多谋还为刘备出谋划策。刘备有
了他，定荆州，收两川，平南蛮开三国之功业。什么赤壁之
战啊，草船借箭啊，还有空城计!各种各样的战役，差不多都
是百战百胜的。在空城计中他只用了400个小兵就把15万个敌
人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最后跑逃。在赤壁之战中，利
用风力，把曹操几十万大军都烤没了，还在华容道，捉放曹
操算准曹操要走的线路，一一派人埋伏，使曹操狼狈不堪。
但是我认为，诸葛亮真正的“智慧”在于他的神机妙算：在
草船借箭中在有雾的情况下使十几条草船轻而易举地向曹
操“借”借来了十万多支箭。总而言之，我认为诸葛亮的确
使一代奇才，不愧称为“卧龙”。

三国里的人物个个性格丰富，各有各的传奇，充满了趣味。
整本书细细品味，真是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

三国演义六十章读后感篇二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作了一句十分中肯的评价“状诸葛亮智而近乎妖”确实三国
中的诸葛亮已然不是泛泛之辈所能想象的强悍，神机妙算算
不上什么，呼风唤雨那是家常便饭，从借东风的神乎其神到
出陇上装神的鬼魅莫测，甚至死后还有定军山的显圣，诸葛
孔明似乎从来都是在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这些真可算得上
罗贯中得功劳了，这个大才子将诸葛的形象无限拔高，无限
扩大，虽然诸葛亮在全书大约三分之一才姗姗出场，不过他
一出场则已，局面立即出现巨大转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整部三国，在诸葛亮出山以后，才显得风吹云动，精彩纷呈。
极而言之，书中的一切人物，包括曹操，刘备，周瑜，司马
懿，在后期全部成为诸葛亮的陪衬。

对于诸葛亮的伟大，我不想谈太多，毕竟这已经被千万人说
烂的话题，我只想从我的感受，谈一下诸葛的失策之处，人



无完人，诸葛亮再酷毕竟也是人，他也逃脱不了人类的劣根
性，至少在三国中，还是可以找到他许多的不足的。

首先，《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就有一定的失败，诸葛的规划是
“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军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
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我认为这个规划是导致蜀汉最后失败
的罪魁祸首，首先，鄙人认为荆州的战略地位要远远强于西
川的，西川完全是个封闭闭塞的弹丸之地，除了物产还算丰
饶，其他的一无是处，而荆州之地，非但千里沃野，更有长
江之天险，且紧连洛阳，许昌。倘若不是令一上将军守荆州，
而是刘备亲守，并且东面联合孙权，共成犄角，对魏国的首
都形成压迫之势，同时派一上将军去取西川，从秦川之地攻
取长安，则三路大军其涌向魏国，纵使曹操父子三头六臂，
也难逃一死。正是因为诸葛的错误决断，命一上将军去守荆
州，而这一上将军恰恰又是心高气傲的关羽，于是失败已成
必然。当荆州失陷以后，诸葛苦心经营的策略也就失败了一
半，于是以后六出祁山，也只能是图劳。

诸葛亮的第二个失败之处，就是在于人才的培养方面，他是
该用的人不用，不该用的人偏要重用，这点可以从对魏延和
马谡这两个人的使用上看出来，魏延本是一代将才，放在诸
葛眼里就是一个迟早要反的料，诸葛先生，你也忒过分了点，
就凭人家脑后的骨头长得明显了一点，就说人家早晚要反，
你也忒主观了吧，于是你对人家从来都没有重用过，人家一
代英雄豪杰，空负一腔报国热心，却无用武之地，我看他后
期的反叛，全拜您老人家所赐，他是被你逼反的。马谡本为
庸才，至多也就会纸上谈兵，刘备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不可
“大用马谡”，你就是不听，派他镇守最最重要的街亭，就
连司马懿也看出来说马谡“徒有虚名，乃庸才耳” 。于是，
最终街亭失陷，您错过了最好的一次北伐成功的机会。

诸葛亮第三个失败之处，就是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诸
葛亮是个不善于培养人才的人，只有到后期才收了一个姜唯。
这一点上，诸葛亮远不如刘备。正是因为诸葛亮没有重视人



才的培养，才导致了后期“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
面，这绝对是诸葛的一大失败!

或许历史上的诸葛亮充其量智谋力也就和曹氏集团的程力，
贾诩之流相当，只不过经过罗先生过分的渲染，才有了人们
心中那个近乎于妖的诸葛亮，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如果要
追求真实，我们不如去读正史了，总体上来说，《三国演义》
中诸葛亮的形象是十分成功的，十分完美的。

关于曹操这个形象,一向是充满争议的，《三国演义》中许劭
的一句经典评价概括了曹操的特点“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
雄”。“奸雄”正是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曹操的经典写照，
不过说到这里还是要感谢罗贯中老先生，是他一手塑造了曹
操!

三国演义六十章读后感篇三

这个周末，我第五次把《三国演义 》看了一遍。三国演义里
有好多的人物，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气深重的关羽，
勇武过人的赵云，奸诈阴险的曹操，仁义爱民的刘备，无不
叫人称奇.

我印象最深的是孔明，因为他领蜀军打过很多胜仗。其中最
让人称奇的就是空城计。马谡丢了街亭，诸葛亮听说司马懿
领雄兵十五万向西城杀来，但是诸葛亮却泰然自若，在城上
抚琴，司马懿不敢前进，撤退。

孙权立刻反唇相讥：“苟如君言，刘豫洲何不事曹乎?”对孙
权有意的讽刺，孔明采用激将法：“田横。齐之壮士耳，犹
守义不辱，况刘豫洲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人慕仰，若水
之归海，若世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谈吐之
间就说服了孙权联刘抗曹。



虽然诸葛亮很有才能，但是他也犯过两个错误：第一个是在
赤壁之战后期，曹操连环船被火攻，大败。曹操逃亡华容道，
孔明却派关羽去堵曹操.可是呢，关羽接受过曹操的恩惠，关
羽念旧情，义放曹操。这对魏国灭蜀国创立了根。

第二个错误是司马懿来取街亭，诸葛亮让马谡出战，可是马
谡只会生搬硬套，在街亭一战中失败。

亲爱的同学，你们也来欣赏《三国演义》吧

三国演义六十章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其中有很多人物，都有
鲜明的个性。我先介绍一下诸葛亮。在诸葛亮身上，除了忠、
孝、义集于一身外，特点主要表现在一个“谋”字上面。诸
葛亮足智多谋，神机妙算，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而且还精
通阴阳之道，能呼风唤雨、感知天地万物，运筹帷幄，用兵
入神，百战百胜，决胜于千里之外。

最广为人知的事《草船借箭》、《赤壁之战》、《计烧连
营》、《七擒孟获》、《空城计》。但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不
为人知的小故事《扮鬼神蜀军割麦》。

诸葛亮第五次出师伐魏，赶上陇上麦子成熟，蜀军想去割麦。
但魏军已占领那里，诸葛亮想：如果派兵去厮杀，必然割不
到麦子，还是用计赢他为妙。诸葛亮就想出了一个计谋。他
指挥士兵扮作鬼神，把魏军将士吓跑，趁机把陇上小麦割完。
后魏军才知上当。

通过这件事，体现了孔明的计谋多端。是因为他不断学习，
博学多才，才能在战争中一次次化险为夷。在关键时刻他通
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费一兵一卒，夺得了粮草。我们要学
习它的勤奋、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在学习和生



活中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我现在向大
家介绍一下仁义之君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
后代。刘备的能力很强，但也不是完人。刘备作为封建帝王，
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一意孤行起兵伐吴。他起于微末，
志向远大，性格坚韧不拔、仁义、魅力超凡、城府极深，爱
民如子，与民秋毫无犯，而且非常谦虚。刘备有一个广为人
知的故事《英雄桃园结义》，但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刘备
仁义的故事。

荆州刺史刘表病危，想让刘备当荆州之主。刘备不肯，刘表
无才懦弱的次子刘琮就当了荆州之主。诸葛亮劝刘备趁曹操
大军还没杀到荆州，杀了刘琮，自己当荆州之主。但刘备认
为，如果杀了他夺了荆州，将来死于九泉之下，有什么脸见
刘琮呢?结果曹操夺了荆州。通过这件事，表现出了刘备的非
常大的仁义。不过就因为刘备的仁义，曹操夺了荆州。刘备
不采纳孔明的意见，是怕丢失了仁义。仁义非常重要，但要
是过头了，就也有坏处。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我现在向大
家介绍一下治世之能臣，乱世之_雄曹操。他唯才是用，军事
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俗语“一说曹操，曹操就到”正是用
以形容曹操用兵如神，兵贵神速。一开始，曹操时常打败仗，
开始在军事上还是一个乱撞的鲁莽家。但是后来曹操能总结
战争失败的教训，并能虚心倾听和采纳臣下的正确判断，因
而在对全局其决定作用的战役，如官渡、柳城、渭南之战取
胜。作为指挥大军的曹操，在历次战役中，也锻炼了自己的
指挥才能，有起初指挥三五千人，到后来发展到能够指挥四
五十万大军。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关于曹操最的《官渡之战》。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后，袁绍因为一件事生曹操的气，就带领
七十万大军攻打曹操。曹操依谋士言，率兵袭击鸟巢，将袁
绍的粮草、辎全部焚毁。又乘胜追击，袁军大败而逃，七十



万大军只剩八百余众，曹军清理战利品时，发现一束信，他
们把那些信全烧了。袁绍又得了好多兵力，就又伐曹。结果
曹操采用十面埋伏、背水一战，伏兵十队，袁绍被打败，又
遇伏兵，袁兵大败，逃回冀州。

在这场战役中，曹操以弱胜强大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
基础。验证了曹操屡屡战胜的原因，不单取决于他本人胸怀
良谋，更在于他知人善纳。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我现在向大
家介绍一下义薄云天，忠贞不移的关羽。刘关张三兄弟情同
手足，关羽始终追随刘备，忠于蜀国。即使兵败被曹操俘虏，
受尽恩惠，仍然心系蜀国，无一日不思寻兄，身在曹营心在
汉。关羽也感谢曹操的恩德，表示要“立功以报曹公，然后
去。”于是发生了斩颜良，诛文丑的情节，而后华容道一节
也可说是关羽“义”的延续。他英勇骁战，善于谋略。诸如
温酒斩华雄，于千军万马中取颜良文丑之首，闯关斩将，单
刀赴会，罾口川淹七军。下面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关羽英勇
骁战，善于谋略的故事《过五关斩六将》。

煮酒论英雄以后，曹操兵临城下。刘备无奈，只好依张飞之
计夜袭曹营。曹操早有准备，刘、张失败。关羽为了保护刘
备妻小被俘。曹操待关羽和他的亲人很优厚。关羽为了报恩，
就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带着亲人找
刘备去了。在途中，关羽先后杀了孔秀、孟坦、韩服、卞喜、
王植、秦琪，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把亲人交给了刘备。

关羽真是英勇善战，义薄云天。虽然曹操待他优厚，但他仍
不忘记刘备和桃园结义。我们要学习关羽的这种义气，不要
看到好处就忘了义气。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我现在向大
家介绍一下为人勇猛的张飞。他曾率二十骑兵于长坂坡吓退
曹军。而且书法不错。张飞也惜英雄重英雄，如捉到严颜时，



严颜宁死不屈，张飞敬重其为人，将严颜收为将领。可是张
飞脾气暴躁，对士兵非常严厉。刘备时常劝张飞:“卿刑杀既
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
飞不听。果然张飞就是死在其部下之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个关于张飞脾气大的故事《张飞醉酒失徐州》。曹操以献
帝的名义下诏，叫刘备率军征讨袁术，刘备答应了。刘备和
关羽同行，叫张飞坚守徐州。走之前，叮嘱张飞少喝酒，多
听别人的意见，守住徐州。张飞答应了。前几天，张飞兢兢
业业地看守徐州。但是后几天，就实在忍不住了，召集大臣
们一起喝酒。第一次敬酒时，曹豹推辞，但张飞不听，曹豹
就勉强喝了一杯。第二次敬酒时，曹豹又推辞，张飞就惩罚
了曹豹，曹豹就把吕布引来了，结果徐州给吕布夺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遇事要宽容冷静，认真分析，做到以理服人，
以德服人，不要随便对别人发脾气，要不然，别人会记恨在
心，伺机报复，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比如像张飞这样丢掉了
徐州。

三国演义六十章读后感篇五

赵子龙单骑救主——新野一战，刘备以少胜多打败曹操，曹
操引五十万大军前来报仇。慌乱中，赵云发现不见了刘备，
走散了糜夫人母子，急集合三十骑，又杀回乱军中寻找。赵
云在一位大嫂的指引下，找到糜夫人母子。趁赵云不注意跳
井身亡，这时曹兵杀来，赵云含泪推倒土墙埋了夫人，急忙
抱起阿斗往外冲。

曹将杀来，赵云力战众将，威武勇猛。正在山上观战的曹操
见赵云势不可挡，之后，曹军蜂拥而来，张飞在长坂坡误解
赵云已经降曹，后经解释解去疑惑。

张飞独挡曹军，命手下在桥后砍倒树木绑在马后往来奔驰作
疑兵之计，飞在桥上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



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
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
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

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
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
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

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

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后关羽从江夏
借到兵马，杀退曹兵，又得孔明起夏口军前来接应，刘备突
出了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