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官渡之战读后感 官渡之战课文读
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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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官渡之战读后感篇一

东汉末年，我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
巾起义。黄巾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东汉政权也在
这次起义中走向瓦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东汉各州郡的大官僚壮大了自己
的武装力量，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扩张势力，军阀之
间互相混战，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战就是北方两个最强
大的军阀袁绍和曹操之间的一次最大的战争。

袁绍是汝南郡(今河南商水)人。袁家是东汉后期的大贵族，
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下，一连四代有五个人做过三公，社
会地位很高。三公有权任用自己的属官，和推荐别人做官。
通过这种关系，袁家拉拢了一批官僚，政治势力很大。在讨
伐大军阀董卓的战争中，袁绍乘机取得人口众多、粮食丰足
的冀州(今河北中部、南部，山东南端，河南北端一带)，尔
后又打败了黄河以北另一个大军阀公孙瓒，军队增加到数十
万，实力更加强大了。

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社会地位比不上“四世三公”家族出
身的袁绍，但是，他在参与镇压黄巾军的活动中，取得汝南、
颖川两郡。他亲自带兵到洛阳，从战乱中把汉献帝迎接到颍
川郡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从此，曹



操在政治上便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利用-的
名义向各地军阀发号施令。

曹操在许县建都以后，袁绍曾经借口许县卑湿，要曹操把皇
帝迁移到鄄城(今山东濮县东)，以便于自己就近控制，曹操
自然不肯答应。袁绍见采用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凭仗自己
的军事优势，决定出动大军南下，进攻曹操。

可是，在与军政头目商议此事时，袁绍的三军监军沮授却向
他劝谏说：“我们为讨伐公孙瓒，用兵好几年，百姓已很疲
乏穷困，仓库中也没有多少积蓄，不能再动兵打仗了。最好
的办法，是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让百姓休养生息，另
一方面派人去向汉献帝报告我们讨伐公孙瓒的胜利;如果曹操
从中阻拦，那就向天下宣布，说曹操阻隔我们尊奉皇帝，使
曹操孤立。然后我们就出兵进驻黎阳，在河南一带扩军备战，
待实力强了，再不断派兵骚扰曹操的地盘，使他不得安宁。
这样，我们以逸待劳，稳可打败曹操。”部将郭图听了，不
以为然地说：“以袁公的神武，率领黄河以北的强大人马去
攻打曹操，这就犹如把手掌翻一下那么容易，何必要如此慎
重呢?”沮授回答说：“凡铲除-，救人于难的军队是合乎道
义的。曹操尊奉天子来命令天下，我们着出兵伐他，就等于
讨伐天子了。这与义理相违背。

再说，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于有无万全的计策，而下在于暂
时的强弱。曹操在国内政令畅通无阻，士兵又很精良，决不
会像公孙瓒那样固守一方，坐等我们进攻。如今放弃万全稳
重的计策而去兴无名之师，我实在为袁公担心啊!”袁绍另一
部将审配听了，说：“从前周武王伐纣王，也是以臣伐天子，
不叫不义;更何况我们举兵攻击的是曹操，为什么说是师出无
名呢?今天袁公如此强大，如不及时平定天下，完成统一大业，
丧失天赐良机，将来反而会遭受祸害。我以为，监军的计策，
是在于稳重，却没有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会后，郭图借这
件事，在背后向袁绍中伤沮授，说：“沮投总管内外大事，
在三军中威望很高，这样下去，恐伯你袁公设法控制他



了。”袁绍听了郭图的话，把沮授所统率的三军，分属于三
个都督，命令沮授、郭图、淳于琼各掌一军，这样就削弱了
沮授的兵权。

官渡之战读后感篇二

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
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汉朝地主阶级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
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
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部
曲”(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转
入争权夺利、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
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有
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杨、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
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
张绣等。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
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壮大起来。

1(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县，自始挟天子以令诸
侯(“奉天子而征四方”)，威势大增。他先后击败吕布、袁
术，占据了兖州、徐州以及部分豫州、司隶。1(建安四年)，
袁绍最终战胜公孙瓒，据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尽有河
北之地，意欲南向以争天下。这样，华北最重要的两个政治
军事集团，决战势所难免。起初形势袁强曹弱。袁绍已无后
顾之忧，地广人众，可动员的兵力在十万以上。曹操则是四
面受敌，除了北方的袁绍，关中诸将尚在观望，南边刘表、
张绣不肯降服，东南孙策蠢蠢欲动，暂时依附的刘备也是貌
合神离。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曹操的谋士
荀彧、郭嘉，还在张绣麾下的贾诩，以及凉州从事杨阜，在
综合分析了曹、袁的优劣后，认为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
他们都看好曹操，认为局势会向着有利于曹的方向变化。建
安三年(1)十一月，吕布被曹操消灭，建安四年六月，袁术病
死，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刘表中立，孙策保守江东。局势
变得更加明朗。



建安四年，张绣听从贾诩的劝告，归降曹操。刘表虽然表面
上答应支持袁绍，但他并未出兵，持观望态度。曹操用卫觊
之计，镇抚关中，并在官渡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以防备袁绍
攻击许都。

建安五年正月，曹操出人意料地先进攻徐州的刘备。众将认
为应先打袁绍，曹操说：“刘备是人中豪杰，现在不打，将
来必有后患。袁绍有大志向，但反应迟缓，肯定不会行动的。
”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于徐州，关羽被生
擒投降，旋即还军官渡。不出曹操所料，袁绍迟疑不决，失
去夹击曹操的良机。

二月，袁绍率步兵十万、骑兵一万，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
北)，准备渡河，同时派遣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

四月，曹操用荀攸之计，声东击西，佯装欲于延津渡河，诱
使袁绍分兵西向，实则轻兵突袭白马，颜良于阵间措手不及，
为关羽所杀。白马之围遂解，曹操迁移民众，沿河西退。袁
绍率军渡河，追击曹操，至延津南。曹操令骑兵解鞍放马，
将辎重丢弃。文丑与刘备带着五六千骑兵先后追至，士兵们
争夺辎重，情况混乱。曹操以五百余骑，乘机突击，文丑死
于乱军之中。此后，曹操还军官渡，袁绍进保阳武(今河南原
阳东南)，关羽复投刘备。

江东孙策意欲偷袭许都，却被刺客暗杀。汝南黄巾军刘辟叛
变，袁绍使刘备前往相助，为曹仁击破。

官渡之战读后感篇三

《官渡之战》，深刻地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
夺利。

曹操，一个智慧的才子，愿听取他人的建议，认真分析，作
战勇猛，豁达大度，却误杀了忠义之士沮授。袁绍，虽说拥



有雄兵猛将，但仍难取胜，他猜疑心重，又缺谋少断。在官
渡之战，因为不采纳谋士许攸的`建议，怀疑暗中有勾结，而
错失良机，全军溃败。许攸一气之下投奔曹操，袁绍真是赔
了夫人又折兵。两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曹操须
做事三思而后行，唯恐后悔莫及。而袁绍猜疑心太重，自己
要冷静地分析是对是错。

我觉得这篇短文，告诉人们：在生活中、工作中为人处事都
必须谨慎，不能粗心大意，草率行事。如学习，即使做完了
也需要仔细检查、字字不漏，如果到发现错误时也无能为力。
特别是在考试中，千万不能松懈，做完后要细心地反复检查，
哪怕一个字也可能造成很大的失误。但也不要太过紧张，这
样反而不好，放着平常的心态，严谨细心，处世公心，待人
善心。

读《官渡之战》有感作文350字

官渡之战读后感篇四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粮草是否充足，士气是否高昂，军
队人数的多少，地理环境的优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主帅
能力的强弱。

许攸是袁绍的一位很好的谋士。一日，曹军的粮草吃完了，
曹操写信并派人去许昌催督粮草。不料这封信落入许攸之手，
他十分欣喜，急忙拿信来见袁绍。袁绍却不以为然，说曹操
诡计多端，怕这信中有假，竟不听许攸建议。还说许攸和曹
操是同窗，这次和曹操里应外合来算计他。许攸一气之下离
开了袁绍，去投奔曹操。

当许攸来到曹营的时候，曹操正在睡午觉。曹操忽然听到帐
外许攸的喊声，知道许攸来投。曹操非常高兴，急忙起身出
帐相迎。由于走得太急，以至于连鞋子也没有来得及穿，就
迎了出来。这令许攸大为感动，便帮助曹操出谋策划，终于



打败了袁绍。

袁绍轻贤漫才，刚愎自用；曹操尊贤重士，求贤若渴。袁绍
虽兵多粮足，手下谋士如云，而他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处
事不当，以至于处处失误。曹操虽兵稀粮少，但他能明辨是
非，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手下人心团结，军心稳定，往往
能化险为夷，事事主动。因此官渡之战，在决战之前，胜负
就已经决定了。

这种以少胜多的战争事例，在历史上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如
赤壁大战，孙刘联合总共不过十几万人，却大败曹军八十三
万人。再如毛泽东面对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都能从容应
对，并且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都是战争史上以少胜多
的典型例子。

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不在于军
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统帅能力的强弱，其中包括他所采取
的政策和策略。

官渡之战读后感篇五

对一个握有实权的管理者或者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决策者来
说，固执就是一把刺向自己的利刃。有句话说：人生最遗憾
的事情就是放弃了自己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
的。

东汉末年，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渐渐形成，主要有河北的袁
绍、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
荆州的刘表等。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
两大集团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建安元年，曹操挟持汉献帝，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建安二年
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建安三年，袁绍击败公
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后来曹操以“奉天子



以令不臣”为名，讨伐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他又消灭了吕
布等人，从而与袁绍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加上他以前在战场上无往
不利，这就使他更加刚愎固执了。160年，曹操挟持汉献帝建
都许昌。袁绍部属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就劝袁绍说：“我们
的兵力多粮草充足，但是我们士兵的勇猛和果敢不能和曹操
的士兵比。而曹操没有我们这样充足的粮草，所以战胜他的
关键就是与他打持久战，否则后患无穷啊!”但是刚愎固执的
袁绍根本没有听取属下的意见。

曹操与袁绍交战很多次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兵士开始
疲乏。而曹操管辖下的老百姓因为赋税的原因都纷纷开始逃
离。这样的情形让曹操感到十分忧虑，他让属下人积极想办
法，希望能一举歼灭袁绍的部队。

这个时候有人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袁绍将自己的军队聚
集在官渡这个地方，打算与您与一决胜负。您的兵力比较弱，
而他的兵力比较强。您这样去和他开战的话，无疑是以卵击
石。袁绍最大的毛病就是刚愎固执，不愿意听取属下的意见。
这个时候，您更应该广泛听取下属的意见，积极让大家献计
献策，巧妙的计策一定能让您战胜袁绍的。”曹操觉得这个
人说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在袁绍开始向官渡开进的时候，
曹操还是按兵不动。

不久，袁绍的运粮车到达官渡，有人向曹操献策说：“袁绍
运粮车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您能派人袭击，就可以
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了。”

曹操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他问道：“你觉得什么人可以
去劫烧袁绍的粮草呢?”

建议的人回答说：“徐晃可以做这件事情。”



于是，徐晃带着一部分精锐兵力，将袁绍运粮草的车成功劫
烧了。袁绍又派了一些人运了另一部分粮草重新出发。这个
时候，有部下向袁绍建议说：“要派一部分人在运粮草的队
伍外围看守，这样就不会轻易受到曹操的攻击了。”但是，
袁绍根本没有听取属下的意见，还是按照原来那样做。

袁绍的部下对他说：“现在曹操经过几次战斗后，兵力已经
非常少了，他只能用全部的兵力抵抗我们，根本无法顾忌许
昌这个地方，不如我们派一支精锐的轻骑部队对许昌进行偷
袭，这样就可以轻易将许昌拿下，曹操阵脚一乱，我们就可
以打败他。”

袁绍固执地摇着头说：“不，我要先把曹操打败。”不久，
向袁绍提建议的这个部下的家人犯法，被袁绍逮捕。这个人
一怒之下就投奔了曹操。

曹操对他热情款待，并且积极听取了他很多意见，非常仔细
地了解了袁绍的很多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曹操在与袁绍作
战的时候，一举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袁绍的兵力很强，最后却败给了曹操，其实这就是性格决定
了命运。倘若袁绍不刚愎固执，而是积极地听取属下的意见，
那么最终胜利的就不可能是曹操。

掌控大权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执己见。任何时候，无论遇
到什么事情，都应该记住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且有时
候，当局者往往没有旁观者看得清楚。所以，在作决策的时
候，如果想让自己的决策正确，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
固执的观点，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
离成功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