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曹刿论战读后感(汇总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一

《曹刿论战》写的是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它的作
用可堪比巨鹿之战。是齐鲁两国战略转折点。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诸侯国个个虎视眈眈，曹刿是长勺
之战中光彩照人的角色，他的毛遂自荐精神，取信于民的战
略思想，把握战机的.卓越才能，确实令人敬佩。但是，人们
却忽略了关键人物——鲁庄公。

曹刿这个人，我们不得不说他胆子大到极点了，面对一代君
王，依然措辞辛辣。“肉食者鄙”的刺耳批评，“小惠未
徧”、“小信未孚”的尖锐意见，这些都可以取他项上人头。
如果不是鲁庄公仍能虚怀若谷，唯才是用，曹刿早就长眠于
地下了！

曹刿善于运用战术，控制军心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鲁庄公
也善于总结经验。不懂装懂是不少君王的坏毛病，他们才不
想让别人认为他们笨，面对胜利只会享受和庆祝。然而鲁庄
公在“既克”之后能“问其故”，向内行请教，学习战争的
规律，提高自身才干。不就向我们说明了他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的虚心。

在人才层出不穷的今天，鲁庄公的所作所为不是使人倍觉敬
佩吗？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二

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苏轼曾
说：“政无旧新，以便民为本。”这些名言都强调了一个观
点——凡事以人为本。同一件事，当一个人以主动的、积极
的心态去做时，便会想方法将它做好，从而提高效率;若以被
动、消积的心态去做，其恶果也显而易见。为此，许多企业
都把人心当作一项工程来看待。尽可能多地为从业人员办些
看得见、觉得出的好事。以美国罗伯梅德家庭用品公司为例，
它建立了利润分享制度，让员工明白公司赚得越多，员工也
就分得越多。于是人人奋勇，个个勇先，积极生产，自不待
言，该公司在同行业中，赢得了大量顾客。显而易见，无论
什么事，只要顺民心，人心所向，就一定能成功，这与《曹
刿论战》的政治上取信于民的道理是相通的。

人生充满机遇。所谓“时势造英雄”就足以说明机遇对人的
一生是极其重要的。国外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威尔·马尔兹
曾说过：“你应该寻觅机遇，而不能静候它来敲你的房
门。”南朝的刘勰自幼好学，才学很高，但因出身寒微，社
会地位低下，苦心经营的著作《文心雕龙》完稿后却无人赏
识。深秋一天，大诗人沈约照常回自己的宅院，衣着单薄的
刘勰站在寒风中，当面将书稿交给沈约，因为前几次拜见均
被门卫拒之门外。沈约读后深感其难得的文才，便推荐他走
入仕途，并最终得到昭明太子萧统的器重。刘勰的事迹告诉
我们，做事要学会抓住机遇，必要时还要自己创造机遇，因
为这些都是你最后走上成功之路的铺路石。

学了《曹刿论战》，使我深思的还有一点：面临任何一件事，
都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把目光放远一些。如曹刿一般“下
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将小细节也考虑周全。目光与成功
不可分割。“鼠目寸光”者只贪求眼前之安逸，追求蝇头之
小利，成不了大器;而目光长远者，往往独具慧眼，将成功牢
牢掌握在手中，他们隐忍而行，力排众难，最终于成大事业。



《曹刿论战》所阐述的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大可适用于学习、
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让我们把握成功的“秘诀”，走上
成功之路吧。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三

今日，重读《曹刿论战》对鲁庄公更有五赞。

一、赞鲁庄公广开言路，使一乡野草民也能参与论战。

二、赞鲁庄公面对曹刿“肉食者鄙”的刺耳批评，“小惠
未”、“小信未孚”的尖锐意见，仍能虚怀若谷，为才是用。

三、赞鲁庄公敢于亲临前敌，“战于长勺”、“与之乘”，
在战斗中又甘当配角，让能人执掌令旗。

四、赞鲁庄公没有被“齐人三鼓”的势头吓懵，(.)用人决心
坚定，不收回成命，不打退堂鼓，不干扰能人的作战部署。

五、赞鲁庄公善于总结经验，“既克”之后能“问其故”，
向内行请教，学习战争的规律，提高自身才干。

在人才层出不穷的今天，鲁庄公的所作所为不是使人倍觉敬
佩吗？

为今朝众多的“曹刿”呼吁：希望有更多的“鲁庄公”。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需要每个人都切实记取，
需要我们身体力行。

战争靠什么赢



古代君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虽然并不怎么欣赏儒家学
说，但对老百姓的态度也就是民意还是看重的。曹刿直到听
鲁庄公回答“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觉得“民心
可用”, 满意地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注重民心”是不少人特别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事。可仔
细一想，我便纳闷了。众所周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两
军交战主要是车战，规模不甚大，时间不甚长，很少出现高
墙深沟对峙几个月的情况。那么，在一场小规模的决战后，
胜负立分。所以，人民的支持固然重要，更关键的还是战略
战术。在一场短时间的交锋中，人民的支持度是高还是低几
乎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作用，而将领的用兵就显得至关紧要
了。曹刿的胜利其实在于两点:第一，齐军师出不义，深入别
国，心理上吃亏且不熟悉地形;第二，巧妙地利用了战争中士
卒心理作用，善于分析战场形势。

看到曹刿论战这篇文章，我不禁想起一个可笑的人物―宋襄
公。这位扯起“仁义”招牌的君主，倒也颇点得了一些民心，
甚至被尊为“春秋五霸”之一。但他的“霸气”不知从何说
起。与楚军交战时，不击半渡之师―仁义;不攻未列阵完毕的
楚人―仁义;不杀老弱残兵―仁义。可是，战争不相信仁义。
宋襄公的军队被荆楚精锐打得落花流水，宋襄公本人也被一
箭射中大腿，险些丢了性命。这样的下场实在是对儒家“仁
政”学说的一种莫大的讽刺。

在现代战争中，将帅所思考的乃是整个大局，个别战役的成
败有时未必十分重要，因而人民的支持转而上升到首要的位
置。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的烽火，我们就必须保持客观、
谨严的态度，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结出真理的花朵。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五

总：叙述战前曹刿求见鲁庄公，通过对话说明政治上取信于



民是作战的先决条件。

分两层

第一层（开头到“乃入见”）：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

第二层（“问”到段末）：写曹刿和鲁庄公关于战前准备的
对话，说明政治上取信于民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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