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相和读后感(模板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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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相和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一个关于战国时代的秦、赵两国的故事——
《将相和》。读完后我受益匪浅。

那时，秦国最强。当赵王听说秦王要拿十五座城池换自己的
宝贝和氏璧却并无诚意的时候，命蔺相如去对付秦王。结果
蔺相如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这块璧有点小毛病”和“要
举行盛大的典礼”为借口，不仅没有让自己受到伤害，又保
护了和氏璧的安全，使秦王无理进攻赵国。在渑池会上，蔺
相如又以“如果不答应，我就和您拼了”相威胁，维护了赵
王的尊严。接着，大将廉颇看蔺相如职位比他高，很不服气，
蔺相如以“国家的利益要靠自己和廉颇一起维护”为理由，
告诉廉颇如果两人闹不和，赵国会灭亡，最终使两人成了好
朋友。

这个故事可分为三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每
一节都体现了蔺相如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精神，临危不惧、足
智多谋、顾全大局、团结合作的品质，也赞扬了廉颇知错就
改的.精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和身边的同学朋友团结友爱，认
真学习，掌握更多更好的本领，为家园做出贡献，为国家增
光添彩。



将相和读后感篇二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主人公蔺相如和另一个主人公廉颇的'事情，
主要讲了三个故事下面就让我来说一说吧！不过最让我记忆
最深的就是第三个故事。

有一次，蔺相如坐着车出去远远的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迎
面过来，他赶紧让车夫把车往回赶，于是蔺相如的手下看此
情景便说蔺相如看见廉颇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为什么要怕
他呢？蔺相如听了便说：“诸位请想一想廉颇和秦王谁最厉
害呢？”他们说当然是秦王厉害阿！蔺相如就说秦王我都不
怕会怕他？你知道秦王不攻打我们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文有
蔺相如武有廉颇，如果我们闹不和秦王就会趁机攻打我们赵
国我避着他，就是为了我们赵国。这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
他想了想觉得配不上蔺丞相如此看重，于是脱下战袍背上荆
条去了蔺相如家请罪，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

之后就有了负荆请罪这个成语，表示服罪向当事人请罪，形
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给自己严厉责罚。

将相和读后感篇三

我读了《将相和》以后，让我对蔺相如多了一些敬佩。

这篇文章讲蔺相如用和氏璧与秦王换十五座城，他机智冷静，
于是就有了“完璧归赵”的故事。然后，蔺相如在渑池会上
用一张能言善辩的嘴立了大功，赵王就封蔺相如为上卿。廉
颇很不服气，想让蔺相如下不了台而蔺相如一句话就让廉颇
负荆请罪，真厉害啊！

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了语言的艺术，我知道了在小学，我们
要为语言这一方面打好基础，只要你语言过了关，将来你就
可以用语言与别人交流，虽然一张嘴没有杀伤力，但是你可
以用语言击败别人，让别人无言以对，如果你语言这一方面



不好，将来你连说一句话都有可能说不清楚，所以，语言要
学好。

我遇到过这样的列子：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草原》这一课时，
邓老师说：“草原真美丽呀！美丽的像……”就在这时邓老
师看见了舒爱家在玩手指，于是就说：“美丽的就像舒爱家
的手指一样。”逗的'我们哈哈大笑，而舒爱家惭愧极了，没
想到语言可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语言是不可缺少的，现在为语言打好基础，将来就可以做大
事。

将相和读后感篇四

前几天，我们学习一篇经典的课文——《将相和》，并观看
了电影，让我对这一件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则小故事有
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体会。

第一个故事是完璧归赵，主要讲赵国大臣蔺相如与秦王斗智
斗勇，最终把和氏璧完好无损地送回了赵国。第二个故事是
渑池之会，主要说的是在几年之后，秦王约赵王在池会见，
在渑池会见上，秦王故意要求赵王伟自己鼓瑟，蔺相如见了，
则要求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王还是没占到便宜。第三个故事
是负荆请罪，主要讲大将军廉颇看蔺相如成为上卿后很不服
气，想让他下不了台，蔺相如知道后，不想和他针锋相对，
就请病假不上朝，免得俩人之间发生冲突。当廉颇知道蔺相
如之所以这样说想维护赵国的利益时便到蔺相如家负荆请罪，
最终他们俩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好朋友。

观看了这部电影，我感慨万千，但我觉得故事中给我们启发
最大的一点是要知错就改，像大将军廉颇一样敢于承认自己
的过错，才赢得了蔺相如的谅解。



将相和读后感篇五

我们学了《将相和》这一课，它主要讲了蔺相如和廉颇之间
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赵王想骗取和氏璧，蔺相如以他的'
智慧和勇气征服了赵王。第二件是蔺相如在渑池之会中立了
大功，升为上卿。这样一来，就引发出了第三件事，廉颇认
为蔺相如就靠一张嘴就升为廉颇之上，很不服气，但还是被
蔺相如的顾全大局的品质感动了。

在这篇课文中，我觉得蔺相如机智勇敢，顾全大局，廉颇识
大体顾大局，英勇奋战就是小肚鸡肠，我明白了，做人要机
智勇敢，顾全大局为国家利益着想，这才是人生的价值。

将相和读后感篇六

《将相和》讲的是战国时候，关于蔺相如和大将军廉颇的故
事。文章主要讲了三个故事，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相会、
负荆请罪。这三个故事表面看上去毫无关系，其实是紧密相
连的，环环相扣，采用前因为后果的形式来写的。文中刻画
了蔺相如不畏强暴、勇敢机智的形象，表现了廉颇知错就改、
敢于承认错误的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我读了开头后觉得很是好奇，为什么要以最强大的秦国常常
进攻别的弱小的国家为开头呢？难道要写秦国欺负别的国家？
不对！这题目可是“将相和”，依我看应该是将军和宰相发
生了矛盾后又和好才对。我接着读，读到蔺相如想办法那一
段，我心想：咦，这个蔺相如只想这么一会怎么就能想出好
办法呢？肯定是应付，甚至还可能投靠秦王呢。接着我看到
了蔺相如的机智，他见形式就知道了秦王没有诚意。于是他
故意说璧有点小毛病，好把璧拿回来。如果说是交付十五座
城池，秦王肯定不交璧的，也不交城，由此知道他的机智，
有先见之明。蔺相如从被动到主动那一段，我看出蔺相如不
畏强暴并勇敢——在秦国王宫里都敢逼秦王听他的`。我读后
都不敢相信，蔺相如在最强的国家的王宫里，竟然能占据主



动而让秦王变为被动。我都感到不可思议，他是怎样做到的？
没有那样的勇气是不行的，如果秦王不怕，那生命将会受到
威胁。我从“大大方方”一词中看出了蔺相如并不怕秦王，
因为已经占据主动，连秦王也只能客客气气的把他送回赵国。

秦王想报复赵王，以“渑池相会”来侮辱他，但蔺相如以性
命相博，挣回了一口气，由此看出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愿拼
死保卫国家利益。因此被封上卿，可廉颇不愿意了，说蔺相
如的官职不应该比自己高。由此我看出了廉颇的小肚鸡肠，
同样官职，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就要给同朝大臣下不了台。
但他负荆请罪后，我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原来是知错就
改，和蔺相如一样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

读完《将相和》后我既为文中两位人物的智慧与勇敢而折服，
又被作者这种细致的描写所感染，简直是受益匪浅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