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顾茅庐读后感(精选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三顾茅庐读后感篇一

刚才看到一个问题，“三顾茅庐”是真是假，刚想回答就跳
不见了，我就在这里回答吧，勉强算“文对题”。

“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确实有的。有两个最明显的史料：

1.《三国志》中记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
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
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
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
见。

2.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也写到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许先帝以驱驰。

3.不同学者对于这个“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去了三
次都见到了，有的认为第三次才见到。我感觉这“三”就是
个数量词，形容去了很多次。刘备去见了诸葛亮很多次，当
然见了面也就很多次了。

三顾茅庐读后感篇二

在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有着一则三国时期著名的历史故



事——《三顾茅庐》。

故事的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儿就再老生长谈一次吧。

故事讲述了当初三国时的贤主刘备一心想要让当时的军事奇
才诸葛亮归于自已的帐下，但先前两次去了诸葛亮都外出游
玩去了，可是求贤若渴的刘备依然坚持第三次请诸葛亮出山，
但是两个弟弟却十分生气，认为这诸葛亮实在太嚣张了，而
刘备则狠狠训斥了他们一顿。当他第三度来到卧龙岗时，诸
葛亮终于回到了自已的住处，但却在午睡。过了许久，他终
于醒来了，后为刘备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与刘备谈论军事局
势后归于刘备麾下。

这则故事强烈的体现出了刘备的礼贤下士与求贤若渴，为了
贤才几次三番地请求、拜访。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并不会
去拜求辅佐自已的军师，但是肯定需要去请教自已的老师，
同学或伙伴，。也许你去请教时别因为没有空而不理睬你，
这时，千万不要如张飞一样冲动，只要稍等片刻，等到他有
了空再请教也不迟。当然，如果找不到要教求的人，也不用
像刘备一般，大可去寻找别的导师。

在我们身边。生活中，有许多我们可以请教的人，“不能则
学，不知则问。”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便应去请教他人，请教
时十千万不能急躁，要如刘备一般，不急不躁。要心平气和，
不可蛮横地去请教别人，不然别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冒失
鬼”而不给你答案，所以一定得慢慢来，若遇上能人，即
使“三顾茅庐”也没有关系。

三顾茅庐读后感篇三

通过学习，我被刘备不厌其烦的毅力深深感动：刘备是一个
有志气、有追求、有思想的人，做事最终必然成功。我想：
不管在我们的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前面的道路多么泥
泞，任务多么艰巨，只要我们有毅力、有目标，最终一定会



成功。

另外，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感觉就象鱼儿得到水一样，说明刘
备胸怀大志，尊重人才，善于团结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充分
发挥大家的长处，努力提高自己，使整个集体充满战斗力。
联系到我自己，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向其他同学学习。

读了《三顾茅庐》，在赞叹刘备求贤若渴的精神的同时，我
又不免为诸葛亮担心。公元207年，刘备被曹操追杀，屯兵新
野。徐蔗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冒着严寒两次拜访他，但
都被拒之门外。第三次终于见面了，并坚决邀请他出山。这
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值得庆幸的是刘备终于第三次来拜
访了。否则，中国的历史上是否还会记下“诸葛孔明”这个
名字。

诸葛亮是幸运的，他终于等到了刘备。使他的才华得以发挥，
成为一代风流人物，没有被埋没于草庐中。但是，世界上又
能有几个刘备呢?又有多少人能像诸葛亮这样幸运呢?假如刘
备果真没有来，诸葛亮又会怎么样呢?恐怕只能怀着满腹的韬
略庸庸碌碌的度过一生，怀着生不逢时的'概叹死去。

三顾茅庐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名为《三顾茅庐》，讲的是公元206年
冬至207年春，当时屯兵新野的刘备带着大将关羽，张飞三次
到南阳郡邓县隆中请诸葛亮辅佐的故事。这篇文章含着很多
的道理。

三顾茅庐也是一个不错的成语，故是拜访的意思，茅庐是草
屋的意思。原为汉末刘备去南阳郡邓县隆中聘诸葛亮的故事。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真心诚意，一再邀请。这个成语故事
也揭露了深刻的道理，并且言简意赅，含蓄隽久，引人深思。

这个故事是一段佳话，用来表示求贤若渴的一种态度和做法。



表示对贤才的渴望和诚意。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
庐请来了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我用了一首诗来概括："三次来
去诸葛庐，顾得三次得孔明，茅中卧龙之三分，庐内军师绝
对策。”

诸葛亮在著名的《出师表》中，也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狂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之句。于是后世人见有人为请
他所敬仰的人出来帮助自己做事，而一连几次亲自到那人的
家里去的时候，就引用这句话来形容请人的渴望和诚恳的心
情。

每当我读了这个故事，都会非常敬佩刘备的人品，它为了请
到诸葛亮三四坚持去拜见他，不顾天气严寒，不顾路途遥远，
最终把诸葛亮请来了。他这种真诚、耐心、谦虚的优秀品质，
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阅读《三顾茅庐》这篇文章，我有了很多收获：对待朋
友以诚相待，做任何事情持之以恒，不居高自傲，这样的人
才是能成就大事的人。

三顾茅庐读后感篇五

《三顾茅庐》是我国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中第十四回。
这一回讲的是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封他为军师。次日，刘备
请孔明调度军事，于是孔明命关羽、张飞、关平和刘封四人
领军在不同的地方做好埋伏，曹兵一到，便可放火。后来果
然如孔明所料，曹军与夏侯惇大败而逃，于是刘备等人更敬
佩孔明了。

这个故事让我充分体会到了孔明的神机妙算，足智多谋。

首先他思维缜密，刘备想打败曹军，于是孔明就给他出主意，
在曹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曹军等人一道便可放火，这个计
谋无疑是绝妙的，而且放火的地点选在密密的芦苇荡里。这



说明孔明懂地理，知道在什么地方才能困住曹军。

其次他考虑事情十分周全，他在各个地方都安排了军队和埋
伏，孔明这样做是为了让曹军被消灭得更多、更彻底，也是
为了不让曹军有任何翻身的机会，更好的确认了曹军无法反
扑的事实。

最后，是他知道利用哪些人去干哪些事，知道谁擅长干什么，
谁不擅长什么。这说明孔明先生会分配人，所以这回刘备才
能圆满取胜。这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却是孔明先生，真是让人
肃然起敬。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向孔明先生学习。
比如在小组活动中我们要把所有事情细节都要考虑到：a做ppt，
b汇报成果。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选择相应的人做对应的事，
这样才能让观众眼前一亮。

以后我还得多看《三国演义》，因为这样不仅能了解历史，
还能学到更多智慧，这让我的人生也变得更加充实。

三顾茅庐读后感篇六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三顾茅庐》的故事吧！

当时刘备的谋士徐庶用了一条计谋打下了樊城，曹操见樊城
被占领，恼羞成怒，抓走了徐庶的母亲，逼他离开刘备。临
别前，他给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刘关张三人去拜见诸葛亮，
连续两次都被告知他不在，但刘备并没有放弃。第三次去拜
访诸葛亮时才终于把他请出了山，开始辅佐刘备。

刘备为建立大业，顶着大风大雪去拜见诸葛亮。虽然前两次
都没有成功，但他却依然怀着满满的诚意第三次去拜见诸葛
亮，书中有一个情节令我印象深刻：张飞得知诸葛亮在房中
午睡，实在等不及了，就愤怒地起来了，怒气冲冲的准备将



他绑出来。刘备见状，立刻将张飞教训了一顿。更加体现出
他待人办事时的真诚。

果不其然，诸葛亮被他无限的真诚打动了。出山来辅佐刘备，
或许刘备的真诚，才是他人缘广泛，从一无所有的小贩成为
蜀国皇帝的重要基石吧!

回望自我，心中顿时凉意一阵。记得有一次数学课上的内容
多极了，小李听得一知半解，作业本错了一大堆。老师却又
在改其他人的`作业，没时间再跟他讲计算公式，就叫我去辅
导。可我却一点都不真诚，敷敷衍衍的就让他直接抄答案。
导致那个单元的考试时小李碰到了一样的题目，绞尽了脑汁
都没有想出来。我也因此而被老师批评了。从此以后，我就
收敛起了自己干事敷敷衍衍的恶习，以真诚的态度去待人处
事。

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我在以后的
生活中，真诚，可不能被遗忘。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不
知其可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