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的前三章读后感 三国演义
六十三章读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三国演义的前三章读后感篇一

《三国演义》是四大名着之一，为罗贯中所编写，这本书已
家喻户晓。

这部书内容主要讲的是魏、蜀、吴三国争纷的故事，它叙述
了从汉灵帝中平年黄巾起义到西晋太康元年三国统一止，描
写了近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
兴亡的历史画卷。在书中，我知道有像诸葛亮一样足智多谋
的人，有像董卓一样恶贯满盈的人，也有像周瑜一样小心眼
儿的人。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人物要算是诸葛亮
了，他通天文，知地理，不管别人有什么计谋都瞒不了他，
他能利用自然环境气候变化来完成用兵之计，而且，他还是
一个大度惜才的人，曾经七次生擒孟获，而每次都因孟获不
服而放走他，直到第七次才使孟获心服口服，最终投靠了诸
葛亮。

在书中，我觉得最精彩的故事是《草船借箭》。由于诸葛亮
聪明博学，用兵如神，这便使周瑜非常嫉妒，心怀诡异，他
把诸葛亮看作是东吴一患。要找借口害他，于是对诸葛亮说
在水上打仗的兵器是箭，在当时没有箭的条件下却要他在三
天之内造十万支弓箭，如果不完成要严惩，但诸葛亮却胸有
成竹，凭他的智慧和学识，在三天内向曹操”借“了十万余
之箭，出色的完成任务。



读完《三国演义》后，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为一
个能像诸葛亮一样博学多才，聪明能干，将来对社会有用的
人!而且也应像英雄人物一样全心全意帮助别人，保卫国家，
无私奉献，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

三国演义的前三章读后感篇二

曹操的文才武略也更是令我折服。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
的，孙权的江山是“扶”出来的，比起刘备的懦弱，孙权的
固步自封，曹操才是真正的成功。刘备有诸葛亮相助，孙权
有周瑜相助，他二人皆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才，可曹操呢，
他手下虽人才众多，对他却皆无多大帮助，我看到的只是他
自己的才华。他精研兵书，文韬武略，博览群书，尤其喜欢
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还有注释《孙子兵法》的
《魏武注孙子》著作传世。他不仅是成功政治家、军事家，
也是成功的文学家，他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
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史称建安风骨连鲁迅也对他赞赏有加，评价其为“改造
文章的祖师”。

虽然世人对曹操有着诸多的误会，但他从不在意，正如他在
短歌行中写道的一般：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雨春风。一
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每当我听到这
首歌，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最近我看的一本书，名叫《三国
演义》。

《三国演义》被誉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这不仅是前人
留下的文化瑰宝，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传统历史宝贵的资料，



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龙吟虎啸的三国传奇，
无疑是千年传奇，百世经典。 数百年以来，一直深受我国乃
至全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所喜爱。说起其中的故事和人物，
无不令人口齿生香。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各方豪强扩充武力，抢夺地盘，造成
了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惨烈社会局面。乱世枭雄，谁忠谁
奸，孰成孰败。蜀有：刘备、诸葛亮。魏有：曹操、司马懿。
吴有：孙权、周瑜。他们为了争夺天下，统一天下，用尽心
机，机关算尽。

在这书中，我佩服刘备的善于用人，我佩服关羽的忠心耿耿、
义字当头，我还佩服张飞的威猛雄壮，我更佩服赵云的浑身
是胆和周瑜的巧设计谋。曹操的诡计多端、疑心重重让我不
得不感叹万千。但我最崇拜的还是诸葛亮。他未出茅庐已知
天下大势，既出茅庐天下震惊。他料事如神，神机妙算。借
东风、空城计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七
擒孟获等等都让我赞叹不已。

在诸葛亮众多计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草船借箭”。
周瑜想方设法要置诸葛亮于死地，就逼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
出十万支箭，不然就要杀掉诸葛亮。但是诸葛亮凭借自己的
聪明才智，巧妙化解了周瑜的刁难。他只用了二十艘船、三
十名士兵、一千多个草把，趁着漫天大雾，慢慢靠近曹操的
水寨。诸葛亮叫船上军士一齐擂鼓呐喊，曹操怕中埋伏，不
敢出兵，只是命令一万多名弓弩手一起向江中放箭。太阳出
来了，二十只战船两侧的草把上都插满了箭。这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草船借箭”。还有“空城计”也是我喜欢的一计。
由于马谡不听劝告，自作主张，导致街亭失陷，蜀军失去了
重要的战略要地，不得不全军撤退。诸葛亮在万般无奈之下，
做出冒险的举措,巧唱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这些计都充分地说明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他遇事冷静，临
危不乱，实在是让我佩服。



这些历史也让我看到了那时候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和困苦，更
让我感到现代生活的幸福。那时候老百姓的流离失所，让我
更加珍惜现在的安定。这些又都让我想起了汶川大地震、云
南的旱灾、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等等无情的天灾。要是放
在三国时期，那肯定是世界性的毁灭。而在现在，正是因为
国家的强大，人民的无私，让大家互相团结、帮助，很快的
度过了难关，建起了新的家园。

所有的这些感想，都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更加爱
我的祖国，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三国演义的前三章读后感篇三

《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东汉末年，天下纷乱。
先是宦官把持朝政，后是黄巾作乱。曹操、刘备、孙权等人
为了一统天下，各自建立了魏、蜀、吴国，之后便是三国鼎
立的阶段，于是汉朝灭亡。此后，各国一直在为争夺领地而
爆发战争。诸葛亮病亡后，魏国势力越来越大，不久，蜀国
于魏景元四年(263年)灭亡。接着，泰始元年，司马炎改国号
为大晋。最后，在太康元年(280年)大晋灭吴国。

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古代人们竞争领地，现在人们
竞争学习。其实学习和打仗的道理是一样的：优胜劣汰。于
是，我与我的同学开始了学习上的“战争”。五年级下学期
开学后，学习“战场”上的火药味挺浓。我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袁婧怡。谁知学期伊始，她数学期初卷和英语一单元卷竟
然连得两个满分，给我了一个下马威，吓得我心惊胆战。

还好袁婧怡的后劲不足，过了几天她的成绩马上一落千丈，
给了我超越的机会。我心想：袁婧怡的弱点就是成绩不稳定，
一会好，一会差;我的成绩虽然不十分出众，但是成绩一直不
错，而且很稳定。我要保持这个状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你看，学习真跟打仗似的，得有勇有谋。转眼间，半个学期



过去了，我的成绩一直在优、良之间徘徊，下半学期，袁婧
怡的成绩稳定起来，似乎已经察觉出期末临近了，期末考试
要是考砸了，她的家长肯定没好脸色给她看。于是，她比平
时更努力用功了。在她的带动下，我也用功起来。我们俩开
始了暗暗斗争，觉得非分出个高下不可。

终于，期末考试这一难关被我们攻克了。我和袁婧怡的成绩
都很不错。我悬了一个学期的心终于放下了。三国时期，多
少英雄好汉为了帮助祖国统一天下而洒热血;二十一世纪，多
少学子为了将来的美好生活而寒窗苦读。只有努力与别人竞
争，未来才能更加美好!

三国演义的前三章读后感篇四

合上这本 《三国演义》，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下来。一场场无
比精彩的战斗与故事;极有个性的人物，使我的大脑久久地难
以忘掉。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最著
名的还要数 “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这两大战役了。

在这两大战役中，曹操与刘备的兵力都占优势，可双方都败
了，曹操是被周瑜火烧了战船，而刘备则是被陆逊火烧了营
地。虽然结果都失败了，但相比之下，刘备却远不如曹操乐
观。想当初曹操在回城的路程中受到刘备手下的阻拦，但他
却在危难时刻哈哈大笑，还笑着说：“北方还是我的。”而
刘备在回去的路上没有人阻拦他，他却觉得自己无颜回到都
城内，最后病死在了白帝城。这两个人都是失败，可结果为
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曹操的想法是乐观的，刘备的想法是悲观
的。就像两个人走在沙漠里，两人同时看到了半瓶水，悲观
的人心想：“就半瓶水，还不够我喝呢!”便走开了。而乐观
的人却想：“这可是珍贵的半瓶水呀!这么多的水应该足够我
走出沙漠了。”然后，他开心地喝了下水。结果没喝水的那



个人渴死在了沙漠里，而喝下水的人则走出了沙漠。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乐观往往会给生活带来阳
光，而悲观却让你对生活充满绝望。

三国演义的前三章读后感篇五

在这个假期，我读了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三国演
义》。这本书给我们描写了一位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
武力超群的吕布，粗中有细的张飞，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生
性多疑的曹操……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如：诸
葛亮草船借箭，周公瑾火烧赤壁，关羽放水淹七军，诸葛亮
舌战群儒……在这些小故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诸葛亮
草船借箭了，下面，让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回吧。

一天，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就一公事为由，让诸葛亮十
天内造十万支箭，诸葛亮说三天就能造好，并立下军令状。
周瑜以为孔明正中自己的圈套，非常高兴，他让工匠们故意
延迟，不给他备全造箭的材料，并派鲁肃去诸葛亮那儿探听，
为他报信儿。

诸葛亮见鲁肃来了，向他借了二十条快船，让每条船上有三
十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住，两侧插满草把子。并嘱咐他
不要告诉周瑜，鲁肃答应了。

第一、二天，都没有什么动静，到第三天晚上，孔明带着鲁
肃进了船，二十条船一字排开，向曹营开去。当时大雾漫天，
生性多疑的曹操，不敢出动，让一万多名射箭手往江上射箭，
箭如同下雨一般射向江中，不一会儿船上就插满了箭。

天亮了，孔明让穿向回开去，曹军想追，可来不及了。船开
回了南岸。这是每条船上有五六千支箭，一共有十余万支。
周瑜看了船上的箭，长叹一声，说：“我真不如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