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 草船借箭读书心
得(通用10篇)

民族团结是各个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多民族大家庭的和
谐共处。还要加强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维护民族团结的稳定
环境。以下是关于民族团结的典型成就，向我们展示了辉煌
的民族团结画卷。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一

《草船借箭》写了诸葛亮知天时懂地识人心，顺利的向曹操
借到了十万支箭。

诸葛亮先看天象，知道三天后有大雾，察看水流知道船回来
是顺风顺水，还了解鲁肃是个老实人，曹操生性又多疑，不
会出兵追赶，所以能借箭成功，因为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从中可以看出，要想取得成功，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就拿部
队来说吧，为了打胜仗，部队进行了艰苦训练，他们每
天5:00起来跑步，队列训练……7:00才吃早饭。他们吃早饭
时也是非常严格的，不准有一个人说话，只要有一个人说话
就让所有的人站起来全部不准吃饭。由于这样的长期训练，
他们有了良好的习惯，一旦打仗或完成其它的任务时才有过
硬的体魄和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

有一天，我出门时看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停满了卡车，车上装
满了坦克，车后还跟着通信车、医护车、发电车、装甲车和
烧饭的车。我从头到尾数了数，大概有600多辆。我忙跑回家
问爸爸这些车要去哪里，爸爸说这些车是要去野外进行实战
训练。我想部队进行这样的训练是常事，是为了在打仗时有
过硬的本领。

大到部队的严格训练，小到一个学生的学习准备工作，都是



为了打有把握之仗。

每节课前我们都要做好课前准备工作，把书都放在桌上。例
如上美术课要把水彩笔，油画棒等美术工具准备好;体育课时，
我们要穿运动鞋，要做热身运动……这些准备工作是为了上
好课，学好本领。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没有带语文书，结果课前准
备没有做好，上课时他学习效果很不好，作业没法做，受到
了老师的批评，从此他接受了教训，每节课前都认真做好准
备工作。

《草船借箭》告诉我们，要打有把握的仗，必然要事前做好
准备工作，如部队平时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学生课前要认真
预习，考试前要全面复习。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二

暑假，我通读了名著《三国演义》一书，其中我最喜欢的故
事是《草船借箭》。

这个故事讲述了吴国的'大都督周瑜十分嫉妒诸葛亮的才能，
设下圈套，让诸葛亮十天之内造十万支箭，并且暗中吩咐工
匠延迟，以此来陷害他。这足以说明周瑜为了至诸葛亮于死
地而不择手段。可是诸葛亮胸有成竹，仅用三天时间巧妙地
从曹操那里“借”来了十万支箭。周瑜得知诸葛亮“借箭”
的经过后，自叹不如。

诸葛亮之所以短时间得来十万支箭，是因为他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观测天象得知三天之后必有大雾。他还明白鲁
肃“忠厚可信”，可见他知人善用。诸葛亮还了解对手曹操
是一个“谨慎多疑”的人，这些足以说明诸葛亮是一个知己
知彼，百战百胜的统帅人才。



“周瑜呀周瑜，你明明不如诸葛亮，就要虚心学习，你嫉妒
别人有什么用?最终还落了个心胸狭窄的坏名声。”这句话我
恨不得以鲁肃的身份去告知周瑜，我想：如果周瑜早早明白
了这个道理，他也不会去世的那么早了。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嫉妒之心不可有，宽容之心不
可无。”嫉妒心既害了别人，又伤了自我，所以我们不能有
嫉妒心，要做心胸宽广，从善向上的人。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三

听人们说，诸葛亮是个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人。今日我怀
着无比喜悦的.心境阅读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
这个故事。

诸葛亮果然是名不虚传，他料到三天后的大雾，料到曹操在
雾天不敢冒然出兵，就敢答应周瑜，在三天内造十万支箭，
最终还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箭。

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可不是天生的，是经过不断
学习、不断积累，才能到达“料事如神”的境界。

我多么渴望像诸葛亮一样的聪明才智，为人类造福啊！然而
与诸葛亮相比，我真感羞愧难当。平时我连做数学题都不认
真、不刻苦，一遍做不出来就不想再做了，有时还要发发小
脾气，真是相差之极啊！

《诸葛亮草船借箭》这个故事使用我体会到了要象诸葛亮那
样足智多谋，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今后我必须要勤奋学习、
刻苦努力，长大做个像诸葛亮这样的人，为祖国终身效力。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四

三国期间，曹操率军攻东吴，刘备率军事诸葛亮到东吴助战。



东吴都督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能，对他百般刁难。

周瑜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十万支箭。诸葛亮笑了笑，
说：“十天时间太长，我保证三天之内造出十万支箭，如果
到期完不成任务。随便你怎样处罚！”周瑜听后十分高兴。

随后诸葛亮找到东吴将领鲁肃，借了二十条船，并在每条船
上布置了许多草人，到了第三天晚上，雾很大，江面上很难
看清楚东西，靠近曹军水寨时，诸葛亮下令把船一字排开，
让船上的士兵擂鼓呐喊。曹操以为东吴来攻打，大雾很大又
看不清情景，就命令弓箭手放箭，想射退敌军。结果，箭都
射在了船上的草人上头。

就这样，诸葛亮巧施妙计。轻简便松的就“借”到了箭。

读了这个故事，我十分敬佩诸葛亮这个人物，尤其是他对天
文知识的了解，更是出神入化，我想：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
时候，他居然能把天气预报的如此精确，不怪别人说，“诸
葛亮乃神人也”。从诸葛亮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把学到
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才是真正的学到了知识。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五

《草船借箭》故事是周瑜嫉妒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想找个机
会除掉诸葛亮。用军中缺箭为由，叫诸葛亮十天内打造十万
支箭，否则人头落地。

诸葛亮向鲁肃借了二十艘船和六百名士兵。在每条船上放草
人，所有船里里外外布满了草人。

第三天半夜，诸葛亮下令把草船划到离曹营不远的河边。曹
操急忙起身，但因为河上大雾，他不敢出兵。他命令弓箭手
射箭，一时间，万箭齐发，全都射在了草人上。诸葛亮让士
兵们掉转船头，向曹营里划去，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敲着鼓，



虚张声势。

曹的军队以为敌人来了，就向他射箭。不一会儿，船上的二
十条船都装满了箭。诸葛亮下令鸣金收兵，边撤边喊：“谢
谢曹丞相送箭。”曹操才知道中计，又想追赶，可诸葛亮的
船顺风顺水，怎么追上!

诸葛亮回到东吴，一卸箭，足足十五万六千支箭。这个计划，
让周瑜不得不从心底感叹，嫉妒之心更强了。

我佩服诸葛亮。他通晓天文地理。我佩服他，为这个国家的
平民百姓，放弃了宁静的田园生活，投入了战斗;我也佩服他
的无私，为国家鞠躬尽瘁的精神品质。

我认为人应该这样，不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不
顾大局，不因自己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背信弃义。

要像诸葛亮那样聪明伶俐的人，从小就应该孜孜不倦、勤奋
好学。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六

“草船借箭”是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主要
讲的是：吴蜀联军没箭了，想造很多的.箭，诸葛亮说自我能
在3天内造出十万支箭，并要人准备了草船20只。到了第三天，
诸葛亮把船开到曹营水寨，敲军鼓。因为那时有大雾，曹操
怕有埋伏，就射箭，箭射到草船的草人上，就这样，诸葛
亮“借”到十万支箭。

这个故事给我两个启示：一是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他能在三天之前就预知天将下大雾。最终成功使用计
谋，“借”到曹军十万支箭，这与他年轻时认真学习、勤奋
苦读有关。如果诸葛亮不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他是不会在
三天后能“借”到箭的。从中，我觉得我们此刻正在学校读



书，更要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将来也能像诸葛亮一样，自
由发挥自我的才能。

二是诸葛亮解决问题不按传统的老方法思考。如果他在接到
造箭的任务后，找很多工匠，日夜赶造，那他就不会在三天
之内造出十万支箭。而诸葛亮开动脑筋，采用另一种奇特方
法—“借”，最终在三天之内成功获得十万支箭。不仅仅任
务完成了，并且完成得相当漂亮和完美，这一点又告诉我们
在遇到问题时，必须要多思考，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异常是又省时又省力的好方法，不要仅仅限在老方法、老办
法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永远就没有提高了。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七

听人们说，诸葛亮是个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人。今日我怀
着无比喜悦的'心境阅读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
这个故事。

诸葛亮果然是名不虚传，他料到三天后的大雾，料到曹操在
雾天不敢冒然出兵，就敢答应周瑜，在三天内造十万支箭，
最终还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箭。

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可不是天生的，是经过不断
学习、不断积累，才能到达“料事如神”的境界。

我多么渴望像诸葛亮一样的聪明才智，为人类造福啊！然而
与诸葛亮相比，我真感羞愧难当。平时我连做数学题都不认
真、不刻苦，一遍做不出来就不想再做了，有时还要发发小
脾气，真是相差之极啊！

《诸葛亮草船借箭》这个故事使用我体会到了要象诸葛亮那
样足智多谋，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今后我必须要勤奋学习、
刻苦努力，长大做个像诸葛亮这样的人，为祖国终身效力。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八

我最喜欢《草船借箭》：周瑜嫉妒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想找
机会摆脱诸葛亮。因此，他利用军队中缺少的箭，要求诸葛
亮在三天内建造10万支箭，否则他的头就会落地。诸葛亮要
求鲁肃借20艘船，600名士兵在每艘船的两边绑草人。第三天
半夜，诸葛亮下令将草船划入离曹营不远的河流。20艘船头
朝东，尾朝西，一字排开，然后命令士兵们鼓鼓呐喊。曹操
一听，就赶紧起床，但由于河里的雾，他害怕伏击，不敢出
兵。他迅速命令弩手放箭。有一段时间，所有的箭都射在草
人身上。诸葛亮还要求士兵们把草船转向方向，靠近曹营，
大声喊叫，鼓鼓欢呼，虚张声势，但他和鲁肃在舱内喝酒。
曹军认为敌人做出了贡献，拼命放箭。过了一会儿，20艘船
上的草人被箭覆盖着。诸葛亮命令鸣金回营，撤退时喊
道：“谢谢曹丞相送箭。曹操方知中计，再追时，可诸葛亮
的船顺风顺水，怎么能赶上呢！诸葛亮回到东吴，一卸箭，
十五六万支。这个计划，让周瑜不得不自叹不如，嫉妒心更
强。

我真的`很佩服诸葛亮。他知道天文学、地理学和聪明的计算。
我也很佩服他，为了天下的利民，放弃了平静的田园生活，
陷入了打杀的生活。我也很佩服他无私奉献汉朝的精神品质。
我认为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
视别人和整体情况，也不应该因为一些琐碎的家务而背信弃
义。

做一个像诸葛亮一样聪明的人，从小就应该不知疲倦，勤奋
好学。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九

最近在语文书上读了四大名字之一的《三国演义》。这是大
作家罗贯中的著名作品。书中“草船借箭”这一章给我最大
的启发。这篇文章讲述了心胸狭窄的周瑜。看到足智多谋的



诸葛亮处处比自己高，他很嫉妒，甚至想把诸葛亮放在死地
上，然后很快。他以军中缺箭为名，心生一计，让诸葛亮十
天内造出十万支箭。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瑜不仅嫉妒，而且
非常阴险狡猾。然而，聪明的诸葛亮答应了，利用雾，用草船
“借”曹英10万支箭，提前7天成功完成任务，使周瑜的阴谋
完全失败。

中国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和周培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是
一对好同学，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高士其学医，周培源学
物理。当时高士是学校的高材生，在同学中享有盛名。周培
源一点也不嫉妒他。相反，他总是给予支持和鼓励。有一次，
高士其翻了很多资料，也不懂一道物理题，急得他心急如焚。
于是他拿着题目去找周培源。周培源热情耐心地向他解释，
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所学的`知识，直到他完全理解为止。几十
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高士其爷爷总是兴奋不已，
称赞周培源爷爷乐于助人，不嫉妒贤能的高尚品质。

读完《草船借箭》后，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小肚鸡肠，有
时会嫉妒。如果你的考试成绩不好，不要分析原因，找出错
误在哪里，相反，拿好学生的论文，四处看看，希望找到一
些错误，把分数和自己一样。虽然这看起来很小，但事实上，
这也是隐藏在我心中的嫉妒。

草船借箭读书后感篇十

草船借箭这件事中能体现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懂天文，有
许多过人之处。周瑜让诸葛亮十天造十万支箭，周瑜以为为
难了诸葛亮，但没想到，诸葛亮却说，三天就能造好十万支
箭，还要立军令状。不能光说有许多过人之处，体现在哪里
呢？就要对比一下。用鲁肃和诸葛亮对比：鲁肃在船上张皇
失措，则诸葛亮还大笑，只顾喝酒，说出了鲁肃想都不敢想
的话：“我们只顾饮酒，雾散了，就回南岸。”鲁肃是正常
人，不像诸葛亮是半仙，平时做事谨慎的他，竟然这次如此
大意，一定是有过人之处，而且不是过人一点儿。



诸葛亮还胸怀宽广，他去草船借箭，竟然还把鲁肃带着不怕
鲁肃抢自己的战功。不像周瑜心胸狭窄，容不下有才艺的人
在自己身边，本章就能体现出来。

周瑜还不知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想趁机杀死诸葛亮。而周瑜
却不知道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三天后将有大雾，周瑜更不
知道诸葛亮竟然会利用这场大雾借来十几万支箭。周瑜心胸
狭窄，从周瑜的话中就能看出：“军中无戏言！请先生立下
军令状！”周瑜一定想：诸葛亮一定三天造不成十万之箭，
我让鲁肃不给他材料，他一定要被斩！这次，诸葛亮死定了！
让他知道知道我周瑜也有神机妙算的本事！

草船借箭形象的描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懂天文、会地理。
鲁肃的认真精神、谨慎精神、保守精神，把诸葛亮问他借东
西的是事不说出去。周瑜的小心眼，心胸狭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