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经之战的读后感(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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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五经之战的读后感篇一

道理：要捉住对方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就能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赤壁之战》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周瑜采用部属黄盖火攻的计
策，在赤壁以三万的兵力大北曹军八十万雄师的故事。这是
我国战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在此次的战争中，我学到了黄盖身上了几个优点，一是正确
估计了双方气力，利用对方的不足，发扬了自己的优点，采
纳火船攻击的方式对付曹军。

二是利用了天时地利上下团结，假意投靠曹操。商定在起风
的黑夜，筹办了20条大火船，像箭一样冲入了曹军水寨。

第三考虑周密，筹办工作安排有序。还知道利用曹操狐疑重
的这个致命弱点，用信来表达"投降"，而不是亲自去告诉曹
操，让曹操消除了有阴谋的想法；带兵士和粮草去"投降"，
就是为了暗示自己投降的"诚意"，让曹操对自己更加信托，
从而轻易地带上火种实行火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捉住对方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
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五经之战的读后感篇二

我很喜欢读《三国演义》这本书，前几天读了《赤壁之战》，



现谈谈读了这个故事的感想。

首先，我认为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曹操战胜袁绍得了60万大军，所以骄傲自大；

二、曹操想统一天下，求胜心切，日行三百里，部队的士兵
很疲惫；

三、曹操的部队大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性，而周瑜的部队精
通水战。

其次，周瑜只有十万人马，如何战胜曹操的百万大军呢？周
瑜联合刘备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第一、黄盖假装不满周瑜，被周瑜打了50军棍，黄盖投降曹
操；

第二、周瑜用计让曹操错杀了熟悉水战的降将蔡冒、张允；

第三、庞统诈降曹操献计把军中大小战船用铁索连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解决北方军队水土不服、常常晕船的问题。

最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诸葛亮登坛做法，借来东风，黄
盖率船诈降曹操并引火冲向曹营，火烧曹营，曹操大败。

五经之战的读后感篇三

赤壁之战也是一次著名战役，它发生在东汉末年，是以少胜
多的著名战役。主战双方是刘备孙权联盟和曹操。虽说兵力
悬殊，但孙刘联军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原因是什么，我
们来分析一下。

曹操刚刚制胜于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战胜了袁绍，获得了辎



重无数，钱粮无数，所以，不可避免的有了一些骄傲的心理。
再加上他把荆州水兵收服，更是气焰嚣张。曹操的性格也是
特别狂妄，心里十分骄傲，他尾巴都可以当旗杆使，也就是
说他的一个弱点就是嚣张狂妄！曹操是从北方过来的，南北
天气不同，异差很大，他的大部分的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水
战，都得了病，谋士都劝阻他不要着急南下，可他就是不听。
他的第二个弱点：不听劝阻。

而周瑜他们团结一心，合理使用苦肉计，博得曹操的信任，
这才得以使用火攻，火烧赤壁，奠定了三国鼎立这个局面的
产生。

一场战争，我们不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知识去了解，也可以学
到很多道理，而且对自己以后的帮助也特别的.大。我就从中
学到了一些：做人处事时不论你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不
能骄傲，骄傲使人落后嘛。依然要低调、稳重、谦逊。因为
太过于骄傲很可能像曹操那样被人家火烧赤壁。一个班级，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团结，是凝聚力，不团结，没有凝聚力，
就会像一盘散沙一样，乱无章法。长大以后，如果我们当上
了领导，要积极听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的建议，要重视，这样
才能使一个集体共同前进，取得更好的未来。

我作为一名班长，我也要多多听取同学们的建议，如果我真
有什么缺点我会立即改正。是咱们一年六班走向更好的明天！

五经之战的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读了四大名著里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到三国归晋，
时代结束。其中描写了人物的言谈举止、道德风貌，在精彩
的战争中详细的写出了谋略和怎样使用、笼络人才，将一
个“活”字在字里行间清楚地显现出来。在这其中，我最喜
欢的一段是火烧赤壁前夕的斗智斗勇和火烧赤壁后，曹操逃



跑时的狼狈不堪。

当时曹操掌管了国家大权，文武百官稍有不慎，就会被曹操
杀害。曹操也已经灭袁绍、定刘表，没有哪方势力能与之抗
衡。而北方人不习水性，所以，盘踞在江东的、利用长江天
险保卫自己的.孙权早已成为曹操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
曹操将能调过来的部队全都带走，差不多有一百万。并且曹
操自己亲率百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盘踞在江东的孙权，不
留任何反抗的余地。

曹操大军来到了江东，曹操派出使者招降吴国，使者却被周
瑜斩了。曹操一怒之下倾巢出动，但是北方人根本不会水战，
所以，周瑜虽然人少，但是还占了不少便宜。曹操便让蔡、
张二人，训练水军。但是夜晚，周瑜看那边火光冲天，便亲
自去探探虚实，知道了蔡张二人是水军都督。曹操知道后，
又气又恼，蒋干看自己是周瑜的故友，便自告奋勇的去劝降
周瑜。但是蒋干既没有劝成周瑜还中计，误把假书信当成真
情报，将蔡张二人当成叛军，被曹军斩了。蔡张二人刚被斩，
曹操便知中计。看这计不成用那计——诈降。（读后感 ）于
是，派蔡和、蔡中二人假意投降于东吴。周瑜知道后，便跟
黄盖一起使苦肉计。阚泽知是苦肉计，便帮黄盖送诈降书，
骗了曹操。阚泽还去甘宁营里，帮助甘宁诈降，又骗过曹操。
最后，庞统的连环计，孔明的借东风，使曹军的士兵活活的
烧死在船上。

曹操逃窜时，还说什么孔明没他聪明。结果，先被赵子龙拦
截，又被张飞厮杀，最后华容道被关羽用义气放走。曹操带
着二十余骑狼狈地逃走了。

我觉得周瑜和孔明太聪明了，周瑜能料到蒋干会翻假书信，
并和黄盖使苦肉计。孔明能借东风，并且要不是被关羽放走，
孔明设的埋伏绝对让曹于此地。阚泽也跟黄盖、甘宁配合默
契，成功骗过曹操。曹操虽是一代奸雄，虽然有勇有谋，但
是主要靠的还是运气、福气。



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周瑜和孔明那样，有着机智的头脑和神奇
的计策。不像曹操那样，骄傲自满。

五经之战的读后感篇五

三国期间，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名叫官渡之战。这一战
发生在公元200年，也正是这一战，大大削弱了袁绍的势力，
奠定了曹操今后一统北方的格局，真可谓是三国中“三大战
役”之一。关于这一战，古往今来都有许多人分析其胜败之
因，那么今天，就让我总结一下其概要。

我认为，纵观官渡之战的最大主旨，便是“遗憾”二字。

第一个遗憾，是袁绍采用了错误的战术。

这一战，发生在曹操基本平定中原地区之时。当时袁绍盘踞
幽冀二州，正有夺得九鼎的想法，却被曹操一下阻挡，少时
的友谊自然是不触即破。于是，在公元200年的秋天，袁绍亲
率七十万青壮，南下攻打他与曹操势力的交界之处—官渡。
七十万啊，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数字啊！如果将曹操后来阻
挡袁绍所率领的七万人马与之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实力
对比有多悬殊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曹操赢了。我认为造成
这个结果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袁绍采用了错误的战术。其实当
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和沮授曾先后劝谏过袁绍，让他借助双方
粮草供应差的先天优势，以逸待劳、以守待攻。遗憾的是，
袁绍没有接受。他认为，曹操不堪一击，于是轻敌冒进，不
顾粮草。而正是因为如此，曹操得以不惧因双方粮草差过大
而导致的危局。

但是袁绍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就算采用了错误的战术，仍
然稳赢。于是许攸出现了。

第二个遗憾是，袁绍并没有采纳许攸的意见。



许攸是曹操的朋友，但他竟投奔了袁绍。在官渡之战白热化
的阶段中，他给袁绍献上了一个足以使曹操彻底败亡的计
策—偷袭曹操的大本营许昌。这个计策，经过后代史学家的
仔细研究，发现是可行的。而我们也知道，这个计策无疑会
断掉曹操的后路，让曹操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就在这时，
堪称三国史中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来了—袁绍拒绝了。于是，
就像三国演义中所述，“本初豪气盖中华，官渡相持枉叹嗟。
若使许攸谋见用，山河争得属曹家？”，许攸投奔了曹操。
之后剧情，相信大家都知道，许攸告诉了曹操乌巢是袁绍粮
草囤积处的机密。

然而，就算曹操烧了乌巢。胜局还是未定。于是，第三个遗
憾来了，郭图为利逼降张郃、高览。

在曹操断了袁绍的粮草以后，尽管袁绍实力大损，但仍然有
实力，还有张郃、高览两位将领。袁绍终于做了清醒的判断，
让张高二将攻打在乌巢的曹军。可是，这时对乌巢失守难逃
其咎的郭图为了不被二将发现是自己导致了乌巢失守，离间
了袁绍和张高二人，使张郃与高览不得不投降了曹操。而也
正是这一次投降，不但使袁绍实力大损，而且导致了袁军军
心惶惶，致使袁绍最后在仓亭被打败，郁郁而终。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气自纵横。空招俊杰三千客，漫
有英雄百万兵。羊质虎皮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更怜一
种伤心处，家难徒延两弟兄”。袁绍，作为一代枭雄，却没
有如曹操般的宽广心胸和准确的判断力，最后败于官渡，遗
憾而死。叹矣！

五经之战的读后感篇六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在长江赤壁一带发生了一场战
役——赤壁之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
胜强的战役之一。



自从诸葛亮舌战群儒，孙刘两家联军共抗曹操之后，赤壁之
战正式拉开帷幕。孙权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
校尉。三江口一战，曹操败回，派蒋干劝周瑜来降。周瑜反
将假消息借蒋干之手传给曹操，曹操信以为真，斩了张、蔡
二人。曹军本就没什么水军头领，斩了张、蔡可谓是雪上加
霜。接着，周瑜打黄盖，演苦肉计，又借蔡中、蔡和之口报
与曹操，为后来黄盖诈降做铺垫。

再后来，闞泽向曹操献诈降书，曹操质疑他“如何不明约几
时”，闞泽却从容回答：“背主作窃，不可定期。”曹操正
疑惑之际，又得蔡中、蔡和之报，但还是不放心。便又派蒋
干去探听实信，可他还没说几句话便被带到西山歇息了，他
正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发现了庞统，便带他去见曹操。庞统
给曹操献计铁索连舟，曹操信之。最后，诸葛亮借来东南风。
黄盖带领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
岸而进，离曹营二里之处，点火。火借助风势，冲向曹营。
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最后撤退。

赤壁之战中，孙刘两家在强敌进逼的时候，结盟抗击曹操。
要知道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军队，而曹军则号称八十万大军。
周瑜也是结合曹军的两个弱点，才能成功的。其一，曹军大
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其二，曹操性格多疑。他也是凭借
这一点，才让曹操杀了张、蔡二人。所以无论是比赛还是战
争，都需要依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赤壁之战中，曹军在人数方面是很占优势的，可周瑜却赢了，
那是因为他很有智谋。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是不能单凭武力
解决的，我们要向周瑜那样动脑子，用智谋解决。有道
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
是，三国周郎赤壁。”再告诉你吧！

五经之战的读后感篇七

赤壁之战，一篇让人读完倍感遗憾的文章。我怀着沉重的`心



情，再一次细细品尝它的味道。这篇课文选自罗贯中的著名
小说《三国演义》，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话说曹操豪情满
怀，挥师南下，想要夺取江南，吞并东吴，消灭孙权、刘备
统一中原。孙权与刘备联合，率军在赤壁与其相抗。

黄盖献上火攻之计，周瑜、黄盖又连施苦肉计，再使阚泽去
送诈降书。后来火烧赤壁，曹军损伤无数，只得丢盔弃甲，
狼狈而逃。曹操呀，你为什么会输得如此惨烈呢？是兵力不
够吗？难道你八十万大军还胜不过孙权的三万人马，顷刻间
就灰飞烟灭了吗？是军队士气不振吗？想你曾破袁绍、斩吕
布，一路高歌，势如破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