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船借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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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草船借读后感篇一

读了《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使人敬佩周瑜的精通军事，
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外，还领略到待人处事的'大智慧。

书中说道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故意要他十天内造出十万
支箭，以此刁难陷害。诸葛亮巧施妙计，轻而易举地挫败了
周瑜，使他心服口服。文章精彩描述了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过
程，上通天文，下识地理，掌握敌方的心理，使得战役稳操
胜券，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佩服诸葛亮的智慧，他使我明白了在生活中不会都是帮助
自己的好朋友，也会有对自己不利的人，当遇到不利的情况
时，不能畏缩，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去化解矛盾。

草船借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草船借箭》这篇文章，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妒忌，设陷阱害诸葛亮，他假借公事之
名“请”诸葛亮在三天之内造十万支箭，结果诸葛亮在鲁肃
的帮助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

为什么说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呢？因为他非常聪明，在
周瑜设下圈套时，诸葛亮已经想好了对策。还有，他识人善
用，选择忠厚守信、顾全大局的鲁肃给他帮忙，并提醒鲁肃



一切安排都不要告诉周瑜，鲁肃果然没有失信。他还识天文
晓地理，预知在第三天四更时要起雾，正好去取箭。

说不定自己就能想出来呢！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觉得妈妈
对我的事不热心、不积极支持。无奈的跑到一边，赌气琢磨
起来，经过反复实验，果然摸索出了折叠步骤，飞快地折了
起来。妈妈看到我的成果，趁势啧啧称赞，这时的我尝到了
成功的喜悦，对妈妈也就没有多少意见了。过了几天，同学
来我家求教折千纸鹤的方法，我又有些记不清步骤了。不过
这次我不再跑去求助于妈妈，而是努力回忆、实践，没过多
久，就把步骤理清了。在我的指导下，同学也很快学会了叠
千纸鹤。

草船借读后感篇三

读了《草船借箭》这篇课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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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立下军令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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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
三天造不好，甘受惩罚。’”的时候，我想：诸葛亮怎样回
事?明知是个圈套，怎样还答应周瑜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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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能让都督明白，他
要是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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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明白上了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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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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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船借读后感篇四

《草船借箭》是我国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
个故事。故事讲的是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干，想陷害他。

诸葛亮同周瑜斗智，巧妙地取得了胜利。在事实面前。周瑜
不得不敬佩诸葛亮的才能，并自叹不如。赞扬了诸葛亮杰出
的神机妙算的才能和广阔的胸怀。

读完全文，我情不自禁地想：诸葛亮神机妙算德取得胜利的
关键原因是：他知天、知地、知人，善于谋划。具体点是：
第一，他熟悉气象变化，知道三天后必有大雾；第二，他熟
悉地理情况，把船停在受箭最佳的地方回来的时候能顺风顺
水。

这个故事让我感受的是我们要像诸葛亮那样专心钻研，仔细
思考，更最要的是要像他那样虚心，宽宏大量，心胸宽阔，
用自己的智慧证实自己的成绩。

草船借读后感篇五

看完《草船借箭》后，不由得对诸葛亮的知人心、知天文地
理、顾全大局而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一个灵魂表现得活灵活
现。

先说诸葛亮的'知人心。在《草船借箭》中，诸葛亮知鲁肃、
周瑜、曹操之心。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诸葛亮
做到了这一点，知周瑜设了一个圈套让他钻，知鲁肃忠厚可
信，知曹操生性多疑，才使他成功借箭。在生活中，只要知
人心，就会百战百胜。



再说诸葛亮得知天文地理。假如诸葛亮不知这些，那他一定
会惨败而归，甚至搭上性命。因为如不是大雾漫天，回去时
顺风顺水，曹操早已把他打的逃之夭夭。

最后说诸葛亮的顾全大局。诸葛亮明知这是周瑜的圈套，为
什么还要往那里面钻呢？他是为了大局，如抖出周瑜的阴谋
诡计，他们两国必闹不和，曹操必灭了这两国。

只要知人心、知天文地理、顾全大局，那你就会变得攻无不
克、战无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