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出师感言句子 出师表读后感(模板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出师感言句子篇一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
主刘禅上书的表文，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以及对后主刘禅治
国寄予的期望，文中以恳切的言辞，劝说后主要继承先帝遗
志，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臣，远小人，完成兴复汉室
的大业。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片忠诚之心。南宋诗人陆游曾高
度评价这篇表文，说道：“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
山，楼船夜雪瓜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蓑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杜
甫写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诸葛亮是历史上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古往今来的政治家，
诸葛亮几乎可以说称得上是完人。他起初跟着刘备，刘备死
后，他又辅佐刘禅，刘禅是一个庸人，诸葛亮辅佐了他，大
权都在诸葛亮手里。但这个人没有野心，没有把刘禅弄下去，
自己来作皇帝。刘禅什么事都交给诸葛亮，从没有怀疑过诸
葛亮会夺他的权。

诸葛亮在表文中写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亲近贤臣，疏远小
人，这是先汉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
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小人和贤臣两个不同类别的人，竟
会让身边的人有如此大的得失。这又让我联想到：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这句谚语主要说的是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一点我



是深有体会的，举个例子：身边的一个朋友住单身宿舍，很
懒，不爱干净，以前和她同住的舍友很爱干净，东西摆放整
整齐齐，一有时间就打扫卫生，屋子里总是保持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时间长了她不好意思自己屋子的零乱，受其影响，
也开始打扫自己屋内的卫生，也变得爱干净起来。后来那位
舍友搬出了宿舍，换了另一个舍友。这个舍友自己收拾的利
利索索，干干净净，但屋子很乱很脏，不愿收拾。这正应朋
友的本性，索性两个人都不收拾屋子，导致屋子脏乱的没地
落脚，不忍看。另一个例子：学生甲刚来我校的时候是一个
诚实、上进、董事、听话的学生。因为学校男生少，需要和
其他班级的男生合宿，仅一个学期，学生甲就变得油嘴滑舌、
不知进取，还屡次违犯校规校纪，多次受到学校的处罚。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不论一个人的习惯是好是坏，只
要他（她）所在的环境是好的，早晚他（她）会变好，相反
会变坏。人本身就是群居动物，时时刻刻都受身边人的影响，
从价值观到审美观，从爱情观到生活观，身边人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可能都会在不经意间给自己的决定带来影响，所
以如果自身定力不强，一定选择好的环境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出师感言句子篇二

当时天下三分，蜀汉力量薄弱，又由于刘备讨伐东吴时折损
了四十万大军，可是内忧外患。南有少数民族的判乱，东有
吴国虎视眈眈，北有魏国强敌。那时国力衰弱，诸葛亮身为
一国之丞相，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茅庐，
临死托孤的恩情，决定出师北伐，上奏《出师表》。

刘禅是一位无能懦弱的君主，诸葛亮在北伐前不放心刘禅，
叮嘱道，亲览人，远小人。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提到先
帝刘备多次谈论，后汉因近小人而衰败，西汉因进览臣而兴
盛。亲贤远侫国家才能繁荣昌盛，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
防止悲剧再度发生。



为了让后主刘禅明辩忠善的臣子，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一
一中指出，让刘蝉在决定国家大事时与他们商量。真是良苦
要心呀！

读了《出师表》，我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所感
动。诸葛亮把统一天下，光复汉室，完成先帝的遗愿作为自
己的志向，以兴盛蜀国为己任。

读《出师表》，我们的深刻的感受到诸葛亮的忠诚之心，报
国之心。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是中国文化和精神的体现。

出师感言句子篇三

教学文言文一般有二个目的，一是要求学生领会文章的含义，
掌握思想性的东西，从中获得做人做事的道理；二是要求学
生掌握一些文言知识，包括字词句之类的。这两者在文言文
的教学中，是相辅相成的。不掌握基本知识，难以领会文章
含义；不领会文章含义，光学习一些字词句的解释，就不可
能达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和“好读书，不求甚解”
的境界，不可能达到学会知识和学会做人的结合。我私下以
为，选编《出师表》作为教材，而且这么多年来不换的原因，
主要应该是该文的思想性在起作用。我之所以认为应该取消
《出师表》恰恰是它的思想性出了问题。

时移世易，我以为时代在变化，选择文言文作为教材的标准
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能够一成不变地采取课文终身制。
像《出师表》这样的文章，虽然好；但也应该是“李杜文章
千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的了吧？不过在我看来，让《出
师表》从中学课本上下来，告老回乡，更主要的原因倒不是
不新鲜，而是我们的时代，对文言文入选课本提出了新的要
求。

应该撤掉《出师表》的第一个理由是，该文的指导思想已经
不适合当今社会。诸葛亮撰写《出师表》的时间是227年，这



个时候，三国鼎立局面已经形成，三国军事上互相掣肘，互
相制约，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国家选
择什么样的道路至关重要。正确的选择，我以为应该是富国
强兵。作到富国强兵，必须在三个方面下工夫：一是清明政
治，身体力行帮助刘禅清除奸佞，开明政治；二是发展经济，
要利用相对平衡的有利条件，加快蜀国经济的发展，迅速壮
大国力；三是发展文化，特别是教育，三国鼎立后，蜀国各
方面人才凋零。人才的凋敝使它在后来的争斗中处于劣势，
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困局。可惜的是西蜀
没有像他们的老祖宗刘邦一样，选择修养生息、发展经济、
增强国力的道理，而是在诸葛亮的指导下，选择了有条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的战争道路。战争的对象是拥有黄河流域先进
文化和发达经济的魏国，这就注定了西蜀必定走向衰败和灭
亡。

撤掉《出师表》的第二个理由是文中所表现的愚忠思想。所谓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样一种感恩图报的思
想在该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作为一种社会心态，一种社会
道德规范，感恩当然是需要的。当今社会，不论东方还是西
方国家，都提倡感恩，我们的学校甚至还提倡“感恩教育”，
这无疑是对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辅政大臣，
他的任何行为都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就不能只考虑个人
的感恩图报，而应该从国家的根本大计考虑，从国家的长远
发展考虑。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诸葛亮犯了错误。“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於败军之
际，奉命於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
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
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
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
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这里诸葛亮说表明的'正是感恩思想。这种思想用在国家的大
政方针上，是非常危险的。这在蜀国已经有前车之鉴，而诸
葛亮竟然不吸取。这个前车之鉴就是刘备和陆逊的彝陵之战，



这场战争正是为关羽报兄弟之仇而发起的。现在诸葛亮又以
报恩来发动对魏国的战争，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当
然是失败而已。

撤掉《出师表》的第三个理由是诸葛亮开的是空头支票，表
中心誓旦旦，但却根本不可能实现，也的确没有实现。“亲
贤臣”这件事，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竟然没有做到。黄皓
这样的奸佞小人，诸葛亮完全可以一刀结果之，但是他竟然
结果不了。这就为后来的扰乱朝政埋下了祸根。他表态
说：“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效，则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六出祁山，无一胜利，没有治罪。

撤掉《出师表》的第四个理由是诸葛亮的穷兵黩武。诸葛亮
的穷兵黩武表现在他每次北伐都失败，每次失败都要再动干
戈；不仅如此，他选择的接班人姜维竟然也只知道一味的北
伐，九次北伐，战略战术如出一辙，致使国力完全空亏，最
后为邓艾、钟会所灭。

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以为《出师表》不能再做为中学教材，
而应该用其他的文章取代。

出师感言句子篇四

诸葛亮辅佐刘备，历经艰难坎坷，终于建立了蜀国。两年后，
刘备病逝，后主刘禅继位，时年十六岁。诸葛亮统率蜀军北
京，驻军汉中，准备讨伐曹魏，夺取中原，光复汉室。刘禅
昏庸懦弱，诸葛亮颇有后顾之忧，所以临出发前上书刘禅，
恳切劝谏，希望刘禅继刘备遗志，振作精神，广开言路，严
明赏罚，尽心国事，匡扶汉室，统一天下。

文章中有两句，说尽了诸葛亮的一生，“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是蜀国的顶梁柱，他的这番陈词，
慷慨而情深，大义而忠烈，表明自己对蜀汉的忠诚，既是报
知遇之恩，也是尽为臣之责，意在劝谏刘禅奋发有为，励精



图治，严明法纪，已完成刘备的未尽之业，统一中国，可谓
用心良苦。

诸葛亮不仅足智多谋，更看出的是那份竭尽为蜀汉效忠的.心
愿，满篇尽是治国之宝鉴，而情牵其文，感人肺腑，动之以
深情，晓之其大意，而且反复提到刘备的“遗德”、“遗
诏”，陈述自己匡扶汉室的决。我想，诸葛亮能成为我们妇
孺皆知的人物，不仅是因他的智慧，更是因为他的忠义啊。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仲伯间？”历来以诗名世
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唯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
于历史典册，而且灿烂于文苑，焕发出精神的光芒。这里面
的君臣之间的忠义，感人肺腑之情，感染了千秋万代的人民，
让这个名臣成为智慧与忠义的化身。

文档为doc格式

出师感言句子篇五

《出师表》，是诸葛亮写给汉后主刘禅的一封奏折。说是奏
折也不太准确，它更像是诸葛亮对刘禅的期望。

当时的天下大势，大家一定都很熟悉：曹魏国力最强，孙吴
次之，刘汉的'势力可谓小之又小。诸葛亮请兵平定北方，意
在一统中原。在临出发前写了这份奏折，当时诸葛亮采取采
用了“劳师以袭远”这一兵家大忌的策略，能否平安归来，
还是个谜。

虽然刘禅昏庸无能，但诸葛亮仍尽其所能，将小人和贤人的
名字一一列举，希望他远小人、近贤者，重振汉室，以图完
成刘备的夙愿。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孤儿”，早早就没了父亲，是一位位
国家的贤臣，将他养大，并尽心辅佐。如果没有这一位位的



贤臣，恐怕汉室以后也无法振兴。刘禅也会不再是一国之君。
诸葛亮不求名利，一心辅佐皇帝，“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
陛下之职分也”，说明了他的忠诚。

此文是奏章，多以议论为主。诸葛亮想让后主明白先帝的艰
难，想激励他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间也说了自己
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他对刘氏父子披肝沥胆，将所有
情感都融入了这一段文中。因此，《出师表》也被誉为天下
第一表。

“报先帝”、“忠陛下”的线索贯通全文，处处不忘“遗
德”、“遗诏”，期望后主刘禅完成“兴复汉室”的重任。
虽然最后事与愿违，但诸葛亮的这份忠心，也值得后人去铭
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