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十六计的读后感(大全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三十六计的读后感篇一

《三十六计》是一本流传广泛、影响巨大的奇书，是根据中
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
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宝贵遗产。《三十六计》全书收集了
各类典型战例，介绍了不同环境下克敌避敌、胜敌的谋略。

我选了2个计谋，它们分别是：

1、上屋抽梯：在汉朝时期韩信和张耳面对强大的赵军时所用，
最终以小搏大，大败赵军。上屋抽梯，意为故意给对方某种
可利用的方便条件，诱使他盲目前进，然后再切断他的前方
接应和后方支援，使他陷入孤军作战的绝境。这就像吃坚硬
的腊肉导致牙齿损伤一样，敌人贪利走进不该去的地方，就
陷入了绝境。

2、欲擒故纵：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让孟获归顺蜀国使用的
计谋，意为为了捉住他，故意先放走他。把敌人逼得太紧，
对方就会拼命反扑；如果给敌军一条生路，放他逃跑，反而
能削减其气势。追击敌人，只需紧随其后，而不要过于逼迫
他，以消耗其体力，瓦解其斗志，待其溃散时再捕捉他，不
需要流血，就能够不点而胜。

《三十六计》又称《秘本兵书》，成书时间和作者不详。有
人认为是秦朝咸阳的杨南柯所著，有人认为是明清之际有心



人士的集体创作，这些计谋对历史发展提供了重大帮助。

三十六计的读后感篇二

这个星期，我看了一本计谋故事书，叫《三十六计》。它是
按中国人创造的三十六种计谋依次描写的，它们分别是：瞒
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
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
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
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
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
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
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和走为上计。

看了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太聪
明了，在战火硝烟的年代里，由于兵力相差悬殊，人们便运
用智慧，想出了一条有一条的妙计，比如：诸葛亮草船借箭、
刘少奇巧用空棺计、方腊施计退敌兵等等。对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方腊施计退敌兵了，这个故事讲的是：北宋徽宗时期，
方腊领兵农民起义。可是，朝廷有好几万兵马，方腊手下只
有几千人。硬拼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方腊便使用了树上开花
之计，捏造假象，迷惑敌兵。他先从军士中挑选出几百名彪
形大汉，挑着半人之高的无底水桶，拿着大型木刀，做厮杀
的场面，剩下的生火的生火，击鼓的击鼓，吓得生性多疑的
宋兵落荒而逃。

当然这本书里的其它故事也很精彩，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三十六计的读后感篇三

整个假期，我读了很多书，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只有一
套，它就是根据中国古代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又是中
外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最为重视的智慧宝典——《三十
六计》。全书分为三本，每一本都充分展现了“三十六计”



中所蕴含的智慧结晶。

翻开书第三页是《前言》，在《前言》中，我看到了这样一
句话：《三十六计》是一部堪称“益智之荟萃、谋略之大
成”的兵学奇书。这一句话完全可以概括我这篇读后感，因为
《三十六计》的的确确是一部耐人寻味、值得钻研的好书。

其xxx*有整整三十六个计谋，可谓之计计精彩。我这里就择
要述之：苦肉计、连环计、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等等，
这些都是很著名的计策，但最著名的要数最后一计，也就是
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总之，由三十六计引出的故
事很多，说不完，数不尽。

我看了《三十六计》之后，只想说一句话：它是一部使大家
能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形象的图片中领会“用兵如孙子，
策谋三十六”的精彩的好书！

三十六计的读后感篇四

暑假里我看了一本《三十六计》的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第七计“无中生有”。原文是：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
少阴、太阴、太阳。意思是：指本来没有的东西却硬说有，
形容凭空捏造。草船借箭”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计策。

“草船借箭”讲的是三国时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能，给他出
了一道难题，令他在三天之内造十万支箭，完不成则受军法
处死。诸葛亮欣然答应。周瑜又令所有工匠都不能给诸葛亮
造箭。诸葛亮悠闲地过了两天，第三天对鲁肃说：“你借我
二十条船，每条船配三十名士兵，装上一千个草人，晚上将
船停在江边。”鲁肃答应了。晚上诸葛亮邀鲁肃到船上饮酒，
并令士兵将船向对岸的曹营驶去。船到江心时，江面起着大
雾，诸葛亮令士兵擂起战鼓，齐声呐喊向曹营逼近。曹军以
为东吴要偷袭，因江面雾大只得对着战鼓响的地方射箭，结
果箭全部射到船中草人身上。就这样诸葛亮凭着智慧向曹操



借了十万支箭。

“无中生有”在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很多，比如我们班的某些
同学自己故意把别人的东西弄坏，然后硬说是某某同学弄坏
的，嫁祸于人，在同学之间制造不必要的`矛盾，影响了同学
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错误的，“无中生有”对敌人可以使
用，但是对好人却万万不能使用，否则就会伤了和气，影响
团结。

通过读了“无中生有”这一计后，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增
长了智慧，同时也增强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受益匪浅。

三十六计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故事，讲的.是三十六计的围魏救
赵。

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征战频繁。中山国隶属魏国，赵国
却对它虎视眈眈，中山国被赵国攻占。魏惠王听说后大怒，
派大将庞涓征讨赵国，庞涓献计围困赵国国都邯郸，以解救
中山国。赵成侯派人去齐国搬请救兵，如果齐国出兵解了赵
国邯郸之围，就愿以中山国为礼物赠送给齐国。于是齐威王
派大将田忌和军事孙膑带病去解救邯郸，孙膑施展计策让田
忌带领大军攻打魏国，庞涓听说后立刻放弃继续围困赵国邯
郸，去解救魏国，结果魏国军队经过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
在经过河南长垣县北时中秋遭到了齐国大军的伏击，魏国军
队打败回国。

这就是三十六计中“围魏救赵”的由来，故事中庞涓和孙膑
都使用了避重就轻的计策，最后还是孙膑技高一筹取得了胜
利。



三十六计的读后感篇六

近来，我正在读一本书。就是《三十六记》。书中介绍了六
套战记，分别是：胜战记、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
计和败战记。

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在攻战计中的借尸还魂之死诸葛吓跑
活司马。故事的内容是：诸葛亮因为长期日夜操劳，身体很
不好。司马懿心想：过不了几天，诸葛亮一定会病死在军营
中。到时候，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得打败蜀军了!没过多久，诸
葛亮就病死在军营中。司马懿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去攻打
蜀国。不料，他看见，树林中有一辆小车。车上端坐的正是
传说已去世的诸葛亮。司马懿被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带兵撤
退。这一招，使蜀军侥幸的'逃过了一劫。

《三十六计》快读完了，从中我知道了，要善于发现“无用
之人”的“有用”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