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舆论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舆论读后感篇一

30多年前，我在初中课本上学习过《曹刿论战》，留存的印
象也仅限于曹刿的深谋远虑。如今，在新高考的背诵复习过
程中，再次重温了《曹刿论战》，我对曹刿的军事理论没有
什么兴趣，但对他面对外族来犯的态度有了更深的感受。

长勺之战前，鲁庄公准备迎战齐国，曹刿主动要求晋见庄公，
乡人以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来阻止他，他却说：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次引用过曹刿乡人的名言，心安理
得地静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
妥。有时即使对某些事评头论足一番，然后总不忘自我安慰
地感叹一句：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今天，我却有些犹豫了。

曹刿虽为皇室后代——周文王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人，但在鲁
庄公因多次在齐鲁之战中取得胜利的齐国再次大军压境时不
知所措时，一直隐居梁甫山的曹刿不顾乡人阻止主动求见鲁
庄公，主动提出为抵抗齐军出谋划策。他的理由很简单，肉
食者鄙，未能远谋。

这看似简单的语言，却值得我们深思!

那并非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
按说那时的臣民比今天更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是，
就是这个一直隐居的曹刿，竟然会如此勇于担当，如此富有
国家责任感，如此有主人翁情怀!

我们如果都有曹刿那样的责任意识，都有曹刿那种勇于担当
的精神，我们的管理就会更加到位，学生成长的环境就会更
加健康，教育管理的辐射作用也会呈几何层级增强。

曹刿已经远逝，但他的精神不能淹没于历史长河。愿大家都
能重读这篇几十年前学过的经典课文，从中感悟出曹刿的社
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爱国情怀，并落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
之中。

舆论读后感篇二

?曹刿论战》一文，从它的结构安排和人物刻画上来看，作者
左丘明指在通过齐鲁之咱，歌颂鲁庄公任人唯贤勇于纳谏的
君主胸怀。

同时，正面描写了曹刿的政治才能和军士才能。但在老师教
学中，以及有关教学参考书中只表扬了曹刿的阴谋，只字不
提庄公的胸怀，反若鄙视他，使他相形见绌。我认为这违背
了作者的创造意图，对庄公的评价有是片面的。我认为真正
值得赞扬的是鲁庄公这个人物。因为无劝无是的曹刿，其远
谋能从分发挥并取得成功，这都是庄公的功劳。就文章交代
来看，决不能排除庄公大力支持这一因素，也就是说庄公的
任人惟贤是长勺之胜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们不妨来分
析以下全文，看一看庄公作为：公将战，曹刿请见。在强齐
压境，紧张备战的形势下作为一国之君还能顾及到草民来访
并亲自接见，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啊!更可贵的是，在曹刿
一一否定了他的战略方案时，庄公并不生气，而是更谦逊地
说下去，当曹刿要求战则请从，庄公就与之乘。倘无庄公的
纳贤，曹刿的一腔报国热忱何能如此顺利地如愿以偿。可见，



庄工的纳贤为曹刿施展远谋创造了条件。

庄工军事才能不如曹刿，也许治国方面强于曹刿。你看：衣
事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虽然，此举就参战条件来讲，显然不够，但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庄工的政治清明。也就是说他不贪婪，不腐朽，能以诚待
人，能顺应潮流，虽然有迷信色彩，但他毕竟处在那个愚昧
时代，我们又怎能过分苛求呢?当然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
以情更不用说了。再则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常被议
论者所忽略。其实，我们从此可以看到这个弱国之君有一种
威武不能屈的气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就是通过
这些含意深刻的语句来赞扬庄公的。我认为作者写曹刿的远
谋，其目的就是来赞扬庄公的君主胸怀的。不管怎样说，我
们分析一篇文章要从全局着眼，而不能断章取义，否则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错误评价了文章中的人物，移植了文章的
实质，违反了作者本意。

如果有人说：我们以前的分析是绝对正确的。那么我深表遗
憾，奉劝老师去细品一下鲁庄公其人。

舆论读后感篇三

?曹刿论战》选自左丘明的《左传》。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不
是记叙这次战役的进程，而是记录曹刿关于战争的论述。它
生动地说明：政治上取信于民，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掌握
战机，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必要条件。关于曹刿，课文集中体
现了他作为一名军事家的“远谋”。而关于鲁庄公，课文集
中体现了鲁庄公作为国君见识的“鄙!惠”和祈求神灵的保佑
上。

今曰重读《曹刿论战》，我对鲁庄公有五赞：一赞鲁庄公广
开言路，使一介草民曹刿得以参与“论战”;二赞鲁庄公面对
曹刿“肉食者鄙”的批评和“小惠”、“小信”的刺耳意见，
仍能虚怀若谷，唯才是用;三赞鲁庄公不高高在上，而是亲临



一线，深入实际，“战于长勺”，并能甘当配角，让有能
者“掌旗”;四赞鲁庄公不被“齐人三鼓”势头吓蒙，用人决
心坚定，不打退堂鼓，不扰乱能人的作战部署;五赞鲁庄公善
于总结经验，“既克”之后能“问其故”，向内行请教，虚
心学习战争制胜的策略。(作者用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分析了
这个故事里的另一个人物，用五个赞美的句子将这个人物的
优点描写得淋漓尽致。^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
虽然鲁庄公不是宰相，但他这种虚心接受批评，并给有能力
者充分发挥空间的博大胸怀确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在改革
开放的今天，在人才层出不穷的今天，鲁庄公的形象难道不
使人备觉亲切和可爱吗?(作者从古人的故事过渡到现今改革
开放大业中的人才，联系实际来说明道理，这样整篇读后感
便显得更加充实有说服力。

舆论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其中曹刿论战最
让我喜欢，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当时，齐鲁两国都在现在的
山东境内，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公元前682年，鲁桓公
出访齐国，被齐襄公暗杀。鲁桓公死，他的儿子庄公继位。
由于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小白预知齐国将有叛乱，便和鲍
叔牙跑往莒国寄身。鲁庄公八年，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
立为君。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鲁庄公九年，齐
国大夫杀死公孙无知。这时，齐国无君，鲁庄公欲送公子纠
回国为齐君，但齐襄公的弟弟小白先入齐即了君位，是为桓
公。桓公因为鲁国欲纳公子纠的事，怀恨在心，在桓公即位
第二年，就是公元前684年，率军攻打鲁国，进行报复。这就是
《曹刿论战》所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
齐军的史实。题目是后人所加。本文又题作齐鲁长勺之战或
长勺之战。长勺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84年，是历史上以弱胜强
的著名战例之一。



曹刿是政治上远见卓识，敢于进谏，善于进谏，以民为本来
决策战争，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有强烈的责任心与爱
国热情;在军事上，指挥从容镇定，胸有成竹，面对不利局面，
冷静与睿智，善于把握战机，详查敌情，计谋出众，做事谨
慎，对战场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是一个极为不凡的指挥家
形象。

读完这个故事，了解完曹刿的才华，我想：曹刿真是太厉害
了，用少量的兵马就打败了齐国十万大军，看来做事不仅仅
需要力量，更多的是还需要智慧，不然还会失败的，我以后
一定要像曹刿那样，做一个懂得一鼓作气的人!

舆论读后感篇五

?曹刿论战》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曹刿，这位公元前684年
长勺战争舞台上的主角，他的毛遂自荐的精神，取信于民的
战略思想，把握战机的卓越才能，历来为世人称道。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这场战争中另一个人物鲁庄公姬同，往
往认为这个人物是不值得一提的。对此，我一直很有几分不
平。试问：如果当年不是他起用人才，曹刿的军事才能得以
实施吗？今日我重读《曹刿论战》，对鲁庄公仰慕万分:一赞
鲁庄公广开言路，使一介平民曹刿得以参加论战；二赞他面
对曹刿“肉食者鄙”的刺耳言辞仍能唯才是用；三赞他不高
高在上，甘当配角，能让人“凿旗”；四赞他用人决心坚定，
不收回成命不打退堂鼓；五赞他善于总结经验。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愿今朝众多的“曹刿”
能呼吁更多的“鲁庄公”，让更多的千里马能驰骋于祖国广
袤大地。

感悟一：曹刿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但当国家有难时没有因为



自己地位俾下就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是表现出了高度的
热枕。这种“位俾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
说都是一种教育、一种激励，我们应牢记，天下兴亡，匹夫
有则。

感悟二：缺点再多的人也必定有其可取之处。鲁庄公虽然愚
钝、平庸，但他能积极纳谏，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这种精
神是可贵的。

说明了只有取信于民和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把握好作战时
机，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