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 草船借箭读
后感(汇总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
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一

今天，我从课本上学了《草船借箭》这篇课文。学完后，我
感受到了许多道理。

这篇课文讲了三国时期心胸狭窄的周瑜，看到足智多谋的诸
葛亮处处比自己强，便怀狠在心，想害死诸葛亮。于是，他
以军中缺箭为名，让诸葛亮十天造出十万支箭。足智多谋的
诸葛亮却胸有成竹地答应了，还说只要用三天，他趁着漫天
大雾，用草船从曹营"借"了十万支箭，使周瑜的诡计落了空。

值得我们思索的还是周瑜那嫉妒的心理。有些人为什么会有
妒忌之心呢?那就是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当别人有了成绩，受
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的时候，这种人不是去探究别人取得成
绩的原因，不是虚心学习，顽强拼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而是冷眼讥讽，甚至恶语中伤，这是多么愚昧无知的表现啊!
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嫉妒的心理不是也有吗?比如自己考试
成绩不好，诸葛亮怎么会那么聪明呢?因为他撒谎善于动脑筋，
遇事镇定，所以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活神仙。令大家对他
敬佩。而我呢，为什么看上去没有诸葛亮聪明?原因是我没有
他那么善于动脑，遇事慌张，碰到一点困难就哭，烦躁不安，
也不肯去静心想一想，所以我经常遭遇失败。现在，我一定
要把这部端正的态度改正过来，做一个优秀的自己、真正的
自己，不要以遇到困难就忐忑不安，要把心静下来，才有可
能成功地做完一件事情。



不是静下心来分析原因，而是希望别人在下次考试也出一些
差错，好和自己拉平，读后感《草船借箭的读后感1000字》。
结果，自己成绩没上去，还打击了别人学习的积极性。这样
嫉妒的心理不是也有吗?这种想法不也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吗?
回想起来，是多么惭愧呀!

认识了妒忌心理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我们从小就应该杜绝这
种心态的滋生和发展，做个正直向上的人。已故的著名数学
家陈景润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上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
并不好，但是他并没因此而妒忌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他常
想:"大家都同在一个班里学习，都听同一个老师讲课，人家
能学好，难道我就不能?今后我决不再贪玩了。"由于他能正
确地对待别人的成绩与自己的不足，勤奋学习，刻苦拼搏，
因此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名列前茅。由此可见，只有心胸
开阔，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具有远见卓识，建立丰功伟业。
嫉妒着东西，害处真是非常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杜绝它，
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嫉妒像把双刃剑，害别人也害自己。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
比自己强的先进人物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优点弥补自身的不
足，尽快赶上甚至超过那些先进的人，而不能只是想尽办法
为别人设置"路障"，"绊脚石"，有时不一定能把别人绊倒，
反而会像周瑜那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读了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妒忌会让人心眼变细，良心变坏，
所以我们应远离妒忌，要心胸广阔，这样才能做一个有用的
人!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二

今天看了《三国演义》里的《草船借箭》。里面生动的人物
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

故事主要讲的是周瑜想以“造箭”的名义暗算诸葛亮。



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形象让我们回味无穷。他熟悉天文地理，
认识人，善用人。我们应该向诸葛亮学习，把学到的东西运
用到生活中去。就像蜜蜂一样，我们消化花蜜，并把它变成
我们自己劳动的果实。

诸葛亮的大度也值得学习。诸葛亮如果偏狭，硬碰周瑜，怎
么借箭？诸葛亮如果不宽容，早就杀了周瑜；诸葛亮不宽容，
不制定借箭计划，就会被周瑜陷害。“忍一会儿风平浪静退
一步”就是为人生开辟一片晴空，忍一会儿就是为人生开辟
一条光明大道！

此外，作者罗贯中的写作手法也值得学习。看，他用语言、
动作、心理、举止等细节描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比如周瑜，
心胸狭窄，嫉能；诸葛亮，足智多谋；生性多疑的曹操...书
中的人物好像已经走出来和我们“亲密接触”了！

大家都来看看《三国演义》等名著吧。其中的人物形象生动，
故事引人入胜。阅读它们是非常有益的。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三

最近新学了一篇课文《草船借箭》，读了它之后，我了解到
了周瑜的心胸狭窄，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鲁肃的可信，曹操
的多疑。

这篇课文讲周瑜妒忌诸葛亮，想用公事来置诸葛亮于死地，
而诸葛亮如期交箭，令周瑜心服口服。

我对这篇课文最大的感触是：应该学习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
鲁肃的忠实可信，不要学习周瑜的心胸狭窄。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像周瑜一样心胸狭窄的人。我听我的
朋友说，他们班考试第一名一直都是他们班的班长。有一次
考试，班长没考第一名，老师让班长布置作业，班长非常恨



这次考试第一名的同学，于是他布置了更多的作业让第一名
写，想到只要第一名完不成作业，他就开心极了。可第二天
的时候，第一名交上了作业，班长由嫉妒转为佩服，还和那
个第一名成了朋友。

妒忌，害人害己，我们看到比我们强的人，应该学习他们的
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给他们设置“路障”。有时
不一定能挡住别人，反而像周瑜一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读完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克服自己的妒忌心
理，让心胸宽敞，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四

这个寒假，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三国演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想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文
字是文言文，很难懂，需要认真琢磨，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但是，经过妈妈的一翻软磨硬泡之后，我才开始看它了。才
看第一章，我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就开始往后看了。

这本书上形形色色的故事，十分打动我。上面有一个故事使
我印象十分深刻：周瑜因嫉妒诸葛亮的才华，想记报复。让
诸葛亮在10日之内借到箭，且这些箭需解决军队的燃眉之急。
诸葛亮却说，只要3天。本就想借着天数短而想使诸葛亮出丑
的周瑜，听诸葛亮这么说，开心不已，还立下军令状，心想
着要借此时机让诸葛亮身败名裂。可诸葛亮却想出一个好的
计谋，不仅超额完成任务，还让敌方损失惨重。

从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压迫感也能成大事。压
迫，本是一个贬义词，可是，我确认为，假如没有了压迫，
我们有时候反而不能成就大事。正是因为有了周瑜的压迫，
才会让诸葛亮想出了至今还广为流传的草船借箭的故事；正



是因为现实的压迫，才会让居里夫人获得伟大的成就；正是
因为有着“不是妇女的事业”的理念的压迫，才会让夏洛蒂
勃朗特创作出《简爱》这部举世闻名的作品。

还记得我们以前的教师：王教师，对我们的要求十分地高，
每次的期末考试，语文都要是全年级第一。当然，这可不是
突发奇想，每天，我们的作业都是全年级最多的，连完成作
业最快的同学，也至少要到晚上8点，才能完成所有的作业。
每天都有抄词、听写的作业，有的词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写、
抄写，就连复责报词的家长都烦了。我们最不愿意的日子还
不是这个，是接近期中、期末考试的那些日子。卷子总是做
一遍，讲一遍，到了期中、期末考试完了以后，拾掇卷子，
足可以赶得上新华字典的厚度了。正是有着假如考的不好，
王教师在这个暑假、寒假布置的作业，肯定比一座大山还多
的压迫，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时，总是保持120分的精神，一刻
也不敢草率。

压迫在成功的道路上也很重要。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五

三国时期，周瑜叫诸葛亮十天造十万支箭，诸葛亮答应了，
并立下了军令状，如十天内造不好，甘受惩罚。周瑜很高兴，
故意叫军匠延迟造箭用的材料，又叫鲁肃去探听。

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叫他准备二十条快船，不过不能让
都督知道。鲁肃答应了，去报告时只提诸葛亮不用材料，周
瑜十分疑惑。

直到第三天四更，诸葛亮才出现，他把鲁肃请到船里，让军
士们把船连接起来，开往曹军水寨。

靠近曹军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一字摆开，又叫军士擂鼓呐
喊，鲁肃十分吃惊，诸葛亮告诉鲁肃说：“我们只管饮酒作



乐，天亮了我们就回去。”箭，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头来
受箭。

天亮了，草把子上扎满了箭，军士们喊谢谢丞相的箭后，使
向南岸。这是曹操才知道上了当。

鲁肃把借箭的经过告诉了周瑜，周瑜自愧不如诸葛亮。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六

三国之中的诸葛亮向来是我们称颂的对象，他不仅为主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为人光明磊落，他不仅上知天文，而且
下知地理，被我们称为“智慧星”，只要你有这样一位智多
星，不管你遇到什么事，你都会旁看到事情得到迎刃而
解，“孔明灯”也是在由诸葛先生的故事根据来的。

自刘备三顾茅庐请来这位大神后，从此刘备的奋斗生涯就多
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在三国时代“混”的更顺了。要说是三
国里哪一篇最能显示他的神机妙算，要非《草船借箭》莫属。

《草船借箭》这则故事显示了诸葛先生了才干，也把周瑜的
致命缺点暴露在我们的眼前——心胸狭窄。

周瑜十分妒忌诸葛亮的才干。一天周瑜在商议军事时提出让
诸葛亮10天赶制10万枝箭，并说不要推却。诸葛亮答应三天
造好十万支箭，并立下了军令状，周瑜告诉鲁肃说，他要故
意迟延造箭，好定诸葛亮的罪。诸葛亮请鲁肃帮忙，借二十
条船，每条船要有30名军士，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两旁，
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鲁肃答应了.前两天诸葛亮都没有动
静，到了第三天诸葛亮请鲁肃一起上江上取箭，这时江上雾
大，天还没亮，这时诸葛亮把船靠近曹军水寨，然后擂鼓呐
喊，曹操看不见虚实，不敢轻易出动，只好射箭，就这样，
不一会儿诸葛亮就得了十万支箭，曹操知道上了当想追也来
不及了。



鲁肃把借箭的过程告诉周瑜，周瑜自叹不如诸葛亮。

起初我也担心诸葛亮三日之内造不出箭，但后来看到他的妙
计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之所以推辞了十天的期限，而说只需
三天，是因为他算到了第三天江上必定会大雾漫天;算到了鲁
肃是个老实人，会帮助他;算到了曹操在雾中不会派兵来攻，
会射箭。诸葛亮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是上知天文，其实诸
葛亮能有这么神通，跟他的勤奋学习脱不了干系，所以，只
要我们努力学习，便也可以像诸葛亮一样聪明。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七

自古以来，总有那么一些人，看见别人才干比自己强，不是
奋发努力赶超别人，反而是怀着妒忌心，不择手段去陷害别
人，三国时期的周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草船借箭》故事讲的是心胸狭窄的周瑜妒忌心强，看到足
智多谋的诸葛亮处处高自己一招，便心怀妒忌，甚至想置诸
葛亮于死地。他以军中缺箭为名，生出一计，让诸葛亮十天
造出十万支箭。由此看来周瑜不仅妒忌心强，而且十分狡猾
阴险。然而，独具慧眼的诸葛亮却胸有成竹的答应下来，趁
着大雾漫天，用草船从曹营借了十万支箭，提前顺利地完成
了任务，使周瑜的阴谋又一次破灭。从而进一步揭露了周瑜
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本性。

现实生活中，也有那么些人为什么会有妒忌之心呢?那就是怕
别人超过自己。当别人有了成绩，做了贡献，受了众人的尊
重和爱戴的时候，这种人不是探究别人取得成绩的原因，不
是虚心地学习，顽强拼搏，取人之长，补已之短，而是讥讽，
造谣，甚至重伤陷害，这是多么愚昧无知的表现啊!

读了《草船借箭》，我不由得想起了数学家华罗庚爷爷，华
爷爷可以说是知识渊博，名扬天下了。可是他在读小学的时
候，学习成绩不好，算术常常不及格。在这情况下，他没有



灰心，更没有妒忌学习好的人，他自信“名人”是人，自己
也是人，别人能做到的事情，自己也能做到。经过刻苦学习，
华爷爷终于成了举世闻名的数学家。但是，华爷爷并没有停
止脚步，他又发现和推荐了陈景润叔叔去摘取“皇冠”上的
宝珠，华爷爷的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读了《草船借箭》，我不由想起了自己，妒忌的心理不是也
有吗?有时自己考试成绩不好，不是去分析原因，找错在什么
地方，而是去眼红别人考得好，故意讽刺说别人，结果自己
不进步，又伤害了同学。以后，我再也不做嫉妒小人了。

妒忌这个东西，害处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就
杜绝它，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草船借箭读后感的感受篇八

读了《草船借箭》这骗课文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篇课文写的是诸葛亮很有才干，周瑜很妒忌，于是设下陷
阱陷害他。诸葛亮不但没有拒绝，而且立下军令状。诸葛亮
向鲁肃借船、军士、青布幔子，并吩咐不要告诉周瑜。诸葛
亮在大雾天气向曹操借箭，顺利借到了箭。周瑜自愧不如诸
葛亮。

到读到“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
状，三天造不好，甘受惩罚。’”的时候，我想：诸葛亮怎
么回事？明知是个圈套，怎么还答应周瑜呢？当读到“诸葛
亮说‘你借给我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有三十名军士。船用
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我
自用妙用。第三天保管有十万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
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的时候，我想诸葛亮要
这些东西干什么？当读到“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这边的船
顺风顺水，已经驶出二十多里，要追也来不及了。”的时候，
我想曹操实在是太多疑了，最后造成看白白送箭给诸葛亮的



结果。

读完这篇课文后，我想：诸葛亮真是聪明，巧妙地瓦解了周
瑜的阴谋，顺利将十万支箭借到。我十分敬佩他。

到读到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
三天造不好，甘受惩罚。’的时候，我想：诸葛亮怎么回事？
明知是个圈套，怎么还答应周瑜呢？当读到诸葛亮说‘你借
给我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有三十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
起来，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用妙用。
第三天保管有十万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
了，我的计划就完了’的时候，我想诸葛亮要这些东西干什
么？当读到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这边的船顺风顺水，已经
驶出二十多里，要追也来不及了。的时候，我想曹操实在是
太多疑了，最后造成看白白送箭给诸葛亮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