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 三十六计
读后感(实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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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篇一

暑假中，我读了一本名叫《三十六计》的书，它是根据我国
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

三十六计分为六套计策：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
并战计、败战计。其中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时用的计策，后三
套是处于劣势时所用的计策。

每套计策中，又各有六计，我印象最深的.是混水摸鱼这一计，
是指时要注意观察，抓住对方的可乘之机，借机行事，在混
乱中取得胜利。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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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篇三

寒假里，我读了《三十六计》，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书中
汇集了中国古代兵书最绝妙的计策与最出色的谋略，蕴含着
丰富的哲理。

“瞒天过海”吕不韦与赵姬，合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切鼎
切”，协助秦王赢政统一了六国；诸葛亮大开城门，高坐城
头，谈笑风生，智退司马懿强兵，演绎了令人拍案叫绝
的“空城计”；“釜底抽薪”军事谋略家李塑临危受命，个
个击破使顽敌的强大阵容瓦解，形势逆转……这其中，我觉
得最妙的一计要属“欲情故纵”了，蜀国丞相诸葛亮七擒孟
获后又七放孟获，孟获输的心服口服，并最后投靠了诸葛亮。
诸葛亮这个人，我最早认识他是在语文书中的《草船借箭》
里，他在赤壁之战中的.镇定自若和超凡智慧给我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而在“七擒孟获”的故事中诸葛亮的睿智和人
格魅力更令人折服。

《三十六计》是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
结而成的兵书，最初只用于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功
能渐渐消退，而与人们的生活更加密切。我们熟读《三十六
计》，不仅可以用书中的智慧来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
而且它还教给我们生活中的哲学和为人处世的道理，让我们
的人生更加精彩。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篇四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
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计者多胜——读《孙子
兵法三十六计》有感。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
辑缜密严谨，因此被人们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
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方向、作战形式、作战指导原则等的论
述，都是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它
的作者是春秋时期的伟大军事家孙武。因为这本书内容丰富，
所以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
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

这本著名的书籍同样也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我也捧了厚
厚的一本回家。

打开书，我就不禁迷上了，这本古籍里，内容生动形象通俗，
既介绍了本经，又介绍了相关的译文和历史的故事，不像以
前的书一样百读不得其解，过于深奥，用计者多胜——读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有感。读了一会，我就读懂了计篇所
蕴含的深刻含意：战争是国家大事，是关系人民生死、国家
存亡的重要问题，必须深谋远虑，多用计谋，才能保住国土，
保持繁荣富强。除了本篇计篇之外，《孙子兵法》部分中还
有着：形篇、势篇、作战篇等等。翻到《三十六计》部分，
这儿不仅有了先前的介绍，历史讲述，还新增了现代的可用
之途和仁人志土用此计谋成功的经历。

读完了这一本书，我感触颇深：原来一个人精兵法计谋是多
么重要，可以稳定民心，掌控大局，促使国家逐渐强大、繁
华，但并非一件容易之事，所谓看花容绣花难，必须日夜攻
读，才能牢记在心，随时随地地发挥，倘若没有读通读懂，
就会变成一无所用的知识。所以，看过一两遍的我决定现多
看几遍，将其读通读懂，便于灵活利用。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篇五

今天再次在《三十六计》中感受到他的睿智和人格魅力，大
为兴奋。他为收获人心竟然能如此耐心和用心。他真不愧是
一代军事家和谋略家。

“围魏救赵”。此计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共敌不如分
敌，敌阳不如敌阴。就是说与其强攻集中的敌人，不如使用
计而我最感兴趣的是谋将它分散，然后逐一击破；与其出兵
正面打击敌人，不如迂回到它虚弱的后方，尔后将它置于死
地。

这一计源于孙膑，是讲齐国帮赵国攻打魏国的事。孙膑使
用“围魏救赵”占领了魏国的都城，等魏兵回到自己的都城
中，齐兵早已在那里设下埋伏，魏兵大败而归。多么高明的
计谋啊，以迂为直，避实就虚，当本军某部遭敌军围困不得
突围时，救援的军队不应直接攻击围困的敌军，而选择敌方
防守相对空虚、又地处要害的地区进行攻击，以迫使敌方撤
围回援，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多么了不起的孙膑！
我被他那份睿智所深深吸引。我对孙膑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
地！

读书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三十六计》让我变得
更加聪明，来一起畅游书海吧！你一定能收获到更多知识的。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篇六

这本书我看了四遍，感觉都不一样。第一遍我是在刚买时看
的'，我觉得它很稀奇，很好看。第二次看时我觉得它很好看，
但在哪见过，很熟悉（我在看历史）。第三次，我觉得很熟
悉，我看过。第四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点腻，但还是
很喜欢。

我当时是懒洋洋地去看的，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去思考它的内



容，认真地去品位。这四种感觉都包含着我从各个角度去喜
欢这本书，它让人陶醉。不过内容我很了解，太简单了，这
些东西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应该有一些难一点的知识。

三十而立的感想和激励的语言篇七

读了《三十六计》，我的心头涌上一种莫名的沧桑：为了争
夺权位，他们可真是煞费苦心呀!

书中经典的.计谋令我十分难忘：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
生有，暗度陈仓……其中，“无中生有”中的一个典故令我
记忆深刻：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是诸葛亮一次又一次活捉
了孟获，孟获却每一次都说是一时大意，如果将他放了再战，
诸葛亮未必能抓住他。诸葛亮一次又一次地放了他，当第七
次抓住孟获时，爱面子的孟获心服口服，便诚心归顺。诸葛
亮也将夺下的地方全部归还，并让他继续当蛮王。蛮方也一
直相安无事。

这本书令我知道了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
经验，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