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战与道德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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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战与道德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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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刿论战读后感5

曹刿论战记录的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场战役，曹刿用
自己的智慧帮助鲁庄公战胜了强大的齐军。这篇文章的精髓
在于曹刿准确抓住了时机，给鲁国带来了胜利。从这篇文章
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像曹刿那样能够抓住时机，出奇制胜。

抓住时机，对于职场上或即将进入职场的人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曹刿就是通过击鼓和车辙观察齐军的状态，从而抓住
了战胜齐军的时机。但在实际生活中，而时机并非像《曹刿
论战》中那样是能够看到，它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所以，
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时刻都要运用我们的五官
去发现可以向他人展现自己才能或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一
旦发现，我们就要时刻抓住。同时我还要说的是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曹刿之所以能够抓住机会，就是因为他熟悉
各种兵法，能够熟练应用各种兵法。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
说，在机会到来之前，我们还要做好准备。这些准备其实就
是我们的专业知识、社会经验、人际交往等等方面。只有在
这些方面达到一定程度，在机会到来之时，我们才能很好的
抓住它。

作为保烟一名新进的员工，我认为抓住每一个向厂领导和各



位同仁表现自己，展现自己的能力的机会，是一件非常重要
和必要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我必须积极向老员工学习工
作技能，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必要的操作技能，熟悉保
烟的厂规厂纪和基本的运作流程，尽快尽好地适应工作环境。
与此同时我还要努力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件事情。虽然现
在我暂时在保全班工作，但在工作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
西，比如最基本的是三车间机组的有几台，具体位置在哪。
其次保全班的工作涉及到三车间各个领域，我们大概了解到
这些领域的工作情况。还有我们还进行了相关培训，增长了
我们的见识。最重要的是，我在保全班学到了什么是细节。
由于三车间的卫生很重要，所以任何角落都要干净，我们每
天的工作都要细致到一个胶点，一个细节的错过，就会导致
我们一天的工作满盘皆输。注重细节，是我在保全班最大的
体会。

论战与道德读后感篇二

《曹刿论战》是《左转》中的名篇，通过简洁扼要的叙述和
生动传神的语言描写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影响。曹刿的远
见卓识、当机立断以及一介匹夫在外敌入侵时对国家的担当
被千古传诵。一国之君鲁庄公却成了曹刿的配角甚至反面，
用他的“鄙”衬托曹刿的“远谋”。其实鲁庄公才对这场战
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鄙”仅表现在军事上，
其他许多方面，都非常值得推崇。

首先，他忠于职守。“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他尽心
尽力地把本职工作干好，为国家大多数人谋利益，自然会获
得人民的拥护，这是打赢这场以少胜多战役的基石。虽然他
自己一开始对这一点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还得需曹刿提醒，
但如果他玩忽职守众叛亲离，曹刿多有谋略也无能为力了。

第三，他礼贤下士有识人之明。曹刿并不属于“肉食者”，
本来没有资格参与这场战役的谋划和指挥。但庄公不凭出身
给人贴标签，而是礼貌地接见了他，容忍了他对自己毫不客



气的反驳，并且通过短暂的会面、对话认定曹刿是个难得的
军事人才，从而加以重用。能够识人、用人是作为君主、领
导的重要品质。

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开诚布公和自知之明。他不像某些身居高
位的人一样刚愎自用装腔作势，生怕别人知道自己不行。他
清楚军事是自己的短板，但决不护短。他发现曹刿是内行，
是忠臣良将，就对曹刿言听计从，跟曹刿乘一辆战车，完全
听取曹刿的不同意见，从而取得战役的彻底胜利。

最后，鲁庄公虚心好学。战役已经大获全胜，他决不放过向
行家学习的机会，放下一国之君的身段“问其故”。换成某
些领导，早就炫耀自己知人善任大肆庆功去了。就凭这种态
度，他一定会不断取长补短，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

由此可见，鲁庄公忠于职守、不畏强暴、知人善任、坦诚自
知、虚心好学，很有君主风范，值得大家尤其各级领导推崇
和学习。

论战与道德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篇描写春秋战国时期一场战争的著名文章。主要是表
现曹刿的“远谋”，围绕“论战”展开，全文只用二百二十
二字，把战争的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局记述得清清楚楚。
文章主题明确，结构紧凑，边记边议、有实有虚，前后照应，
相辅相成，突出了“取信于民”，堪称论文之典范。然而，
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有人就问了，“一个老百
姓能说见就能见到皇上?”，“皇上能听老百姓的话并向老百
姓汇报工作?”，“曹刿一个庶民，怎么能指挥一场战争?”
等等。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从更深层次说，当时的
鲁国是很民主的'，至少鲁庄公是民主的，他体恤官民，敬天
畏神，尊重人才。他之所以不怕强齐，敢于迎战，他是心中
有数的。只不过是曹刿目中无人了，觉得“肉食者鄙，未能
远谋。”作为春秋史作，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应该不是



表面看来的，曹刿是多少才智多谋，而是反映了鲁庄公的体
恤民情，知人善任。

其实，从文中看，表现鲁庄公民主的理据充分，而表现曹刿
谋略的却十分肤浅。“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这不过一般作战常识，
哪里算得上谋略!曹刿不过是文章为表现鲁庄公民主的需要，
而特选的一位角色罢了。

民心所向是取胜保证，民主和爱民是取胜的根本。

论战与道德读后感篇四

《曹刿论战》写的是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学了之
后，同学的感触都有哪些?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曹刿
论战读后感，希望你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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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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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千古传颂的华章。人们谈及它时，总是为曹刿的深
谋远虑、远见卓识而赞叹，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
竭”的名言在军事史上永放光辉。然而我在掩卷之余，更为
曹刿那以平民之身，挺身而出担当大任的精神所深深折服。

曹刿不是贵族，不是士大夫，只是一介草民。军国大事本来
与他毫无关系，他也毫无责任，“肉食者谋之，又何问焉?”
说得也有道理。古人的主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士农工商、民众官府各司其职，即使国有危难，也不
是曹刿这样“素食者”的责任所在，他依然可以袖手旁观。
可是，曹刿却还是坐不住了。他毅然地站出来，请见国君，
献计献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曹刿所言“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而他自己又确实有着惊人的谋略才能。但更深
的一层，曹刿之所以有勇气打破官民的界限、突破世俗的成
见而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应当还是他救国于危难的一腔爱
国心和责任感。

古往今来，胸怀天下、以社樱黎民的兴亡安危为己任的精神
一直都最受崇仰。古人的修身操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 虽然层次分明，从我做起，但最后的目标仍然是天下，
仍然是壮志凌云。至于明末爱国学者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更是振人胸臆，即使千载之下，也会令人激
动不已。

国之为国，虽然有专门负责统治的官府君臣，但每个百姓也



都是国中的一员，国家的兴衰荣辱，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
国家兴盛，社会繁荣，人民便可以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政治
腐败，国家动荡，人民便会流离失所，难以为生。至于外敌
入侵，国破家亡，人民便连生命也难以保全。可见国家的命
运直接关乎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必要来关注国家的命运。而
反过来，可能一个人在涣映大国中显得微不足道，但聚少成
多，众志成城，如果每一个人都怀着富国救国的信念，就没
有什么情势不能改变，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论战与道德读后感篇五

历史上的长勺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次著名战役，记载了这
次战役的文字就有一篇叫《曹刿论战》。文章以传神的笔墨
记载了曹刿自荐与破敌的.经过。

读完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后，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曹刿论战是个担心国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同乡问
他为何要去管国家的事。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
谋。”意思是那些达官贵人没有远谋的。这里可以发现他作
为一个老百姓却担心国家大事，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普
通百姓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质。

二、曹刿善于抓住战机，既谨慎又有耐心。齐军击鼓三次后，
曹刿才进军，打得齐军落荒而逃，这里说明他有耐心，沉得
住气，很理智。当鲁军个个迫不及待地想要上阵杀敌时，他
可以忍住，不会盲目冲上去。可他为何要等齐军击鼓三通后
再出军，可以用他的那句名言来解释了：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这就是他善于抓住战机的表现。齐军逃后，鲁庄公
下令追击，曹刿说不可。随后跳下车，俯身看敌军败退的车
辙，又上车遥望敌军旗帜，才下令追击。原来他是要看看敌
军败退的车辙是否纷乱，旗帜是否东倒西歪，以此来判断身
在曹是否真的败退，这里也体现了曹刿很谨慎，不贸然追击



敌人。而他竟能从车辙、旗帜中观察到敌军没有埋伏，是真
的败退，也能体现他很聪明机智。

不过，我有一点不大明白：若齐军有埋伏，假装败退时也是
车辙纷乱，旗帜东倒西歪，装得十分逼真，那么曹刿岂不中
计了？总而言之，这篇文章体现了曹刿非凡的作战的智慧，
虽然现在已经不经常打仗了，但曹刿非凡的作战的智慧依然
令我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