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的读后感(汇总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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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一

罗冠中写的《三国演义》描绘了许多英雄豪杰，人物形象各
个描写得栩栩如生，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故事让人心惊胆战，
历历在目。

这本书主要将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战争纷起，曹操、
刘备、孙权三方势力逐渐崛起，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
里面有通天文知地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厚义气、骁勇
善战的关羽，勇猛过人、粗中有细的张飞，才华横溢、心胸
狭窄的周瑜，胸怀大志、知人善任的孙权，文韬武略、为人
奸诈的枭雄曹操，其中我最喜欢通天文知地理、足智多谋的
诸葛亮。

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更是让我十分敬畏。

有一天，周瑜传孔明入账，故意刁难他，命他十日之内造出
十万支箭来，孔明却说不用十日，只需三日，并立下军令状，
鲁肃十分担心，孔明却一点也不着急。请鲁肃借二十角船给
他，每船要三十个人，船上用青节作幔，扎草人一千个，并
排列在船两边，鲁肃答应了。

第一天，诸葛亮没有动静，第二天也没有动静。鲁肃很纳闷，
他不知道诸葛亮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第三天四更时，



诸葛亮突然派人来请他了，说要他一同去取箭。这下，鲁肃
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只好疑惑的跟孔明上了船，孔
明下令将二十条船用绳索相连。往北岸迸发，当晚，大雾漫
天，对面难以望清楚，诸葛亮吩咐船只快速前进，并与鲁肃
饮酒，鲁肃提心吊胆，根本没心思饮酒。

五更时分，接近曹军水寨孔明令船只一字排开，军士擂鼓呐
喊，鲁肃大惊失色，说：“万一曹兵一起出来应战，我们不
好对付啊”，孔明确叫他只管饮酒。曹营新任水军听到战鼓
声和呐喊声，赶紧向曹操报告，曹操说“大雾弥漫，敌军忽
然来到，可用箭射”。于是，曹军开始射箭，孔明见草人一
边插满，便令把船掉过头来，用另一边草人接箭，等到日出
雾散，孔明传令收船急回，让军士齐声高喊：“谢曹丞相的
箭”，曹操发觉上当，船队已驶出二十余里，无法追赶，周
瑜和鲁肃都对孔明十分钦佩。

孔明解决周瑜提出的问题，易如反掌，诸葛亮的智慧真让人
赞叹！

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二

一本好书，可以洗涤人的心灵；一本好书，可以陶冶人的情
操；一本好书，可以开阔人的视野。这个暑假，我阅读了经
典名著《三国演义》。

这本书的故事呢，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主要讲的是在东
汉末年群雄并起，再到后面的三国鼎立，直到最后的晋朝。
在这当中有许多好故事，比如温酒斩华雄、大意失荆州、三
气周瑜、诸葛亮骂王朗、火烧连营等等。这些故事都说明了
一个道理——骄兵必败，不能自信过头。这也正是作者想要
表达的吧。我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决定以后要收敛自我，
不在下课时大声喧哗，尽量做好自己，不影响他人。

还有一些故事呢，就讲的是关于神机妙算的，比如空城计、



水淹七军、七擒孟获等。这当中最经典的就是空城计了。讲
的是诸葛亮当时败给司马懿，当时只剩一些老弱病残了。司
马懿后率兵奔赴城下，却见城门敞开，诸葛亮在城上悠闲自
在的弹琴。为什么会让人头皮发麻呢？首先是诸葛亮化解了
危机，其次诸葛亮料定司马懿认为他不会冒险，早已猜透敌
方的内心。难怪让司马懿都自叹不如了。

还有就是三顾茅庐、美人计、张飞怒抽张达范疆等。正是有
着刘皇叔的礼贤下士，才有了诸葛先生的肝脑涂地，最终合
作达到蜀国的鼎盛；因为董卓依仗权势，目中无人，为了貂
蝉欲杀吕布，才有了王允的反间成功，借吕布之手除掉董卓；
由于张飞一直不能改掉酒后心情暴躁的陋习，导致张达范疆
认为走投无路，杀掉张飞投奔东吴。这些都说明了有时对他
人的态度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将来要善待身边的每
一个人，也许你对他人的尊重会换来自己的如意，正应了一
句话“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听到阅读批注三国演义这个作业时苦
闷不已，但现在，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许多，也被这
本书填补了不少性格的不足之处，感谢这项作业，感谢老师。
总之，一本好书会让人一生受益无穷！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

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三

假期读《三国演义》，我认识了诸多三国英雄，如足智多谋
的诸葛亮、阴险狡猾的曹操、忠肝义胆的关羽、粗中带细的
张飞、英勇善战的赵云、爱民如子的刘备……其中我最喜欢
的是诸葛亮。“草船借箭”中诸葛亮充分展现了其人格魅力。

当时吴、蜀两家刚刚结盟，曹操却率领大军杀来。东吴的周
瑜虽然智勇双全，但是气量太小，一心想借机会除掉诸葛亮。
他们知道曹操的军队都是北方人，不懂水性，就准备与曹操
在水上作战。周瑜找来诸葛亮，命他十日之内造十万支箭备



战，但诸葛亮却笑笑说只需三天就够了，还立下军令状。鲁
肃等人都觉得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诸葛亮只
向鲁肃借了20条船30人，然后一、二天却一点行动也没有。
到了第三天凌晨，江上布满大雾，诸葛亮带着装满稻草的船
开往曹营，船上的士兵擂鼓呐喊，但当时雾茫茫的，看不清
周边的情况，曹操怕有埋伏就不敢出兵，他命令弓箭手不停
地射箭。就这样，等草船上插满了箭，诸葛亮趁着顺风顺水
逃走了。回去一数，船上密密麻麻的有整整十万多支箭呢!真
是太精彩了。

读到这里，一股敬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佩服诸葛亮
的料事如神，更佩服他豁达大度的品质。他明明知道周瑜不
怀好意，处处和自己作对，想方设法除掉他，但他那么宽宏
大量，最终让周瑜感叹“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像诸葛亮那样心胸宽阔的人却不多。在
我们班，看到别的同学得到老师的表扬，有些同学就心怀嫉
妒，他们不但自己不努力，还在背地里说长道短，甚至还要
说些人家的坏话，搞得同学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有时候同学
之间发生一些矛盾，这都是很正常的，可就有些同学却斤斤
计较，生怕自己“吃亏”不肯让步，非要弄个我是你非不可。
这样为一些小事伤和气，真不应该。

常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
诸葛亮那样心胸开阔，豁达大度，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
会多一份融洽，多一份信赖，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是多么美
好呀!

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四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静心研读杜甫的《蜀相》，使人感慨万千，荡气回肠。

但是品味了《三国演义》，就认为真实的孔明与神坛上的那
个诸葛亮反差太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却没有人敢于在
诸葛亮的问题上说实话。其实原因很简单：诸葛亮已经稳稳
当当的屹立于神坛之上!历代知识分子对他只能仰视和崇拜。
如果谁敢于用平视的眼光、用理性的态度来考察他，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别人就会误会你，认为你屏弃
了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孔孟之道”。屏弃了中国人
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就等于屏弃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存
权。当时绝对没有“出国”这么一说，不从众就等于屏弃前
途、屏弃生存。所以学者们只能把偶像捧得更高，既便有些
批评，也只是在仰视的角度上批评。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
的。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神，不能认清诸葛亮的真实面目，
则不能认清三国历史的内在玄机，也不能对整个中国历史作
出理性的审视。竖立起一座神像，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民族
对历史的误会。而一个不能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是
没有希望的民族。

诸葛亮是如何登上神坛的呢?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分析其
中奥秘，等于将分析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演变史，不能
不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诸葛亮显然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报负的人。出山之前，按陈寿
的客观记载，明明是“每自比管仲、乐毅”，而《出师表》
中，却虚伪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
侯。”一般不细心研读历史的人，很难发现这种心口不一的
强烈反差。而以这种强烈反差为切入点，我们同时可以看出
诸葛亮在其早年已展现出不凡的政治才能：在乱世，没有任
何人能预言天下将归属何人。投身任何一个军阀集团，都同



时面临着成王成寇的双重命运。于是很多人便随意地将自己
的命运付之于未知的筹码，其原因可能是知遇之恩，可能是
正义感使然，可能是利益的权衡，甚至可能是某种政治智慧。
而诸葛亮是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轻易地交给任何人，他天
才般地选择了刘备，迈出了“光昭将来，刊载不朽”的第一
步。其所做所为出于独具慧眼的眼力：看中刘备可靠的政治
旗帜。抗拒住了一时名利的诱惑，投身前景并不算光明的刘
备，这说明诸葛亮比别人更有远见，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
的功名显赫，更不是所从属政治集团的整体“事业”，而
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万世美名。这种选择方法，如
不加以分析，很容易为他的“表演”所迷惑，以为是一
种“汉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这才是貌似大公的大私，
远比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自私”更加“自私”。同时，他
也看中了刘备人才匮乏的现状将给自己提供无比广阔的发展
空间。对待东吴的拉拢，他巧妙地回答：“孙将军可谓人物，
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尽亮，吾是以不留。”这几句巧妙的
对答，加上以《三国演义》为标志的三国俗文化给人们造成
的神化诸葛亮的思维定势，使人们往往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孙
权器量小，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诸葛亮的才能。这种论断显然
是幼稚且无意义的。孙吴不能“尽亮”真正原因，用现在的
话讲，就是“好位子都叫别人占了”。

曾有人根据三国志上关于诸葛亮“严法”的记载，断定诸葛亮
“以法治国”，蜀汉是“法治化国家”。这显然是象牙塔中
的书生之论。

从本质上看，“法治”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中国封建
社会，在毫无法治传统的中国，不论“严治”还是“宽治”
都永远是地主阶级的斗争策略。“宽治”则是掌握政权的地
主阶级集团收买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法宝，而“严治”作
为一个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用来打击另一个地主阶级集
团的手段，是掌握政权的政客打击其它政客的方法。诸葛亮的
“以严治蜀”也是同样，它是诸葛亮用来打击益州土著集团，
维护荆州集团统治权的工具，是用来打击持有不同政见者，



维持诸葛亮一手遮天专权统治的手段。诸葛亮的“严法”恰
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擅权心强的诸葛亮，不仅大权独揽，甚至连小权都不肯放手，
仗责五十以上都要亲自过问，他绝不允许朝臣们对自己稍不
顺从。通过其炉火纯青的政治表演术，展现其维护统治阶级
利益的工具的本色。诸葛亮不仅排除异已，而且还为自己树
立了“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美名。人们为了论证这一点，
常常以诸葛亮的主要政敌的被废为例，如廖立、李严之被黜，
习凿齿称之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蜀国官修历史的缝隙，看到诸葛亮是如
何把自己化装成“水镜”的。

首先是李严受到惩罚。李严的失败，缘由是自己运粮不济，
派人假传圣命，让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情，最后诸葛亮拿出前后书信，李严只能认栽。从这件事看，
似乎李严罪不可赦。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明镜高悬，对犯法
高官毫不留情。但从史料上一个个细节来分析，诸葛亮就再
也演饰不了他一开始便对李严所抱有强烈的忌恨之心：

如李严被黜是建兴九年，在此之前的建兴五年，李严还是地
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顾命大臣，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
赞扬了一大群朝臣，而对李严这位地位仅此于他的重臣却只
字未提。看来《前出师表》真是诸葛亮的“心声”!再会表演
的人，也总会有一时放松，吐露心声，这使我们看到诸葛亮
的阴暗面。

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五

今年暑假，我又在图书馆中借阅了一本书——《三国演义》！
这本书讲述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战争，最终晋国
夺取天下的故事。这本书中刻画的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但书
中令我有深刻的感受的只有几位。



首先是诸葛亮。他本是山中的一个隐士，后来经过刘备的真
诚邀请，才出山担任刘备的军师的。他出山后，一直为刘备
出谋划策，每次蜀国经典的战役都是经过他的指挥才会成功
的.，比如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等。

第二是赵云，当年曹操带领百万大军袭来，他为了能保住刘
备的家人安全，不惜用他那强大的武器，单枪匹马，杀死曹
军数位猛将，几十位兵士，令曹操看了还不禁赞叹说：赵云
真是势不可挡呀！

第三是刘备，他从当年的桃园三结义就可以看出他的有情有
义，在之后的战斗中有看出他富有爱心，当年曹操打的他落
花流水，弃城败逃，而他在逃跑路上还关心着老百姓，让他
们与他一起走。刘备有一个缺点，也是他的优点——重情义，
在关羽被东吴所杀时，不听劝告，导致进攻东吴时被火烧连
营，西蜀实力大衰，令日后的北伐都不能成功！

暑假重读这本书，令我明白了许多：只要取长补短，移多补
少，就能战胜一切的拦路虎！

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六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
也许没有真正阅读它。

今天，我就怀着一股强烈的好奇心翻开了《三国演义》（彩
色版）。从《桃园结义》一直看到《计招姜维》，这本书都
散发着浓郁的战斗之味。

就说《离间计》吧！曹操杀死了马超的父亲。马超为了报仇，
和韩遂率领大军进攻曹操。后来，曹操只得使用“离间计”。
这“离间计”可真厉害，它使马超不信任韩遂了，也使自己
的军队转危为安，又使马超吓得落荒而逃。



哎！看来要想胜利还得想个计策才行，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啊！

再说《三顾茅庐》：刘备想找个人才，徐庶提议说附近有一
个人才，他叫诸葛亮。前两次去请，都没有找到。第三次寻
访时，他们发现诸葛亮在睡大觉，就等诸葛亮睡醒，又用诚
恳的话语打动了诸葛亮，使刘备得到了一个得力助手。

嗯，做事要有恒心，有毅力，才能摘到绚丽的成功之花呀！

当我们背长篇课文时，不要死记硬背，要采用记忆的妙招。
这样可以节约一些时间，也可以使脑子灵活起来，就好比涂
了润滑油。

当然，使用好方法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背完课文，不要为背
书而感到厌烦，厌烦最终只能降低背书的效率，还浪费时间。

做什么事都要开动脑筋，持之以恒，这就是《三国演义》对
我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