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曹刿论战读后感(大全8篇)
坚持梦想，坚持努力，我们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总结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困
难。励志总结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
好地完善自己。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一

历史上的长勺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次著名战役，记载了这
次战役的文字就有一篇叫《曹刿论战》。文章以传神的笔墨
记载了曹刿自荐与破敌的经过。

读完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后，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曹刿论战是个担心国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同乡问
他为何要去管国家的事。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
谋。”意思是那些达官贵人没有远谋的。这里可以发现他作
为一个老百姓却担心国家大事，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普
通百姓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质。

二、曹刿善于抓住战机，既谨慎又有耐心。齐军击鼓三次后，
曹刿才进军，打得齐军落荒而逃，这里说明他有耐心，沉得
住气，很理智。当鲁军个个迫不及待地想要上阵杀敌时，他
可以忍住，不会盲目冲上去。可他为何要等齐军击鼓三通后
再出军，可以用他的那句名言来解释了：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这就是他善于抓住战机的表现。齐军逃后，鲁庄公
下令追击，曹刿说不可。随后跳下车，俯身看敌军败退的车
辙，又上车遥望敌军旗帜，才下令追击。原来他是要看看敌
军败退的车辙是否纷乱，旗帜是否东倒西歪，以此来判断身
在曹是否真的败退，这里也体现了曹刿很谨慎，不贸然追击
敌人。而他竟能从车辙、旗帜中观察到敌军没有埋伏，是真
的败退，也能体现他很聪明机智。



不过，我有一点不大明白：若齐军有埋伏，假装败退时也是
车辙纷乱，旗帜东倒西歪，装得十分逼真，那么曹刿岂不中
计了？总而言之，这篇文章体现了曹刿非凡的作战的智慧，
虽然现在已经不经常打仗了，但曹刿非凡的作战的智慧依然
令我钦佩。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二

曹刿，一个布衣（即今天的百姓），是个不在其位的人。常
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曹刿却因为对国家和人民的
热爱，就主动向鲁庄公自我推荐，愿意跟随鲁庄公参与战争。
曹刿的邻居们对此不理解，就对他说；“战争，是国家的事，
有当官的人出谋画策，就足之够矣，你何必去多操那份
心？”他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认为，作官的人，许多人只
是想当官发财，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
他就主动向鲁庄公自荐。

在鲁庄公面前，他正确地分析了战争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谈到了战前应有的准备。在跟随庄公参战的过程中，他又根
据战争不同情况，为其出谋画策，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曹刿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不过，这场战争，若没
有鲁庄公的英明，能胜利么？鲁庄公是个贤明君主，对于一
个布衣的曹刿，他并没有小视他。他能听取曹刿的意见，做
到言听计从，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是任何妒贤嫉能，独断
专行的领导者做不到的。若庄公没有广纳贤才的胸襟，他不
会接见曹刿，若庄公被层层官吏包围，曹刿也见不着他。若
庄公不是实事求是、礼贤下士而又十分虚心的.人，他不会认
真听取曹刿的意见。若庄公没有知人之明，而在短暂谈话中，
就盲目相信曹刿，就把国家重大事情托付给曹刿，也是十分
错误的。庄公相信曹刿，是他有知人之明的表现。所以曹刿
是了不起的，鲁庄公更是了不起的。

鲁庄公能做到“衣食所安，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



加也”，“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明他是很不
错的领导者。他能作到为百姓、下人谋利，能作到真诚、守
信，作到按具体情况处理具体事情，这是十分不错的。不过，
他更了不起的，是在于知人。如果他不能在短时间内知道曹
刿的能力，盲目相信曹刿，若曹刿是个虚名的自荐者，其结
果就是长勺之战必败。如果他已探出曹刿的能力，却又怀疑
曹刿，而不言听计从，其结果也将是失败。这就是说，长勺
之战的胜利，是在曹刿见庄公的短暂时间内就决定了的。这
就是，庄公在短时间内，已经知道了曹刿的才能，而且又十
分相信他，才取得胜利的。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三

《曹刿论战》选自左丘明的《左传》。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不是记叙这次战役的进程，而是记录曹刿关于战争的论述。
它生动地说明：政治上取信于民，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掌
握战机，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必要条件。关于曹刿，课文集中
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军事家的“远谋”。而关于鲁庄公，课文
集中体现了鲁庄公作为国君见识的“鄙!惠”和祈求神灵的保
佑上。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四

《曹刿论战》是《左传》中的一段，题目是编者后加上去的。
短短的二百余字，简洁地叙述齐鲁长勺之战的事件，通过对
话和行动的描写，生动地刻画了曹刿的形象。

全文侧重在曹刿的“论战”。通过战前“曹刿请见”原因的
表达--“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开始，重点塑造曹刿“远
谋”的形象。在战前“问战”的环节中，曹刿单刀直入问鲁
庄公“何以战”，呼应前文战争背景的叙述--“公将战”，
直接引出庄公“将战”的原因。第一，庄公着眼自己身边的
近臣，于是有了“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这一
点被曹刿直接否定，原因很简单，小的恩惠不能遍及所有人，



百姓不会因为自己国家的君主总是小恩小惠自己身边的近臣，
而为自己的君主打仗的。第二，庄公着眼自己对神明的敬畏，
于是有了“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这一点也被曹
刿否定，曹刿认为祭祀时对神明的祭品都是“小信”，不能
使神明保佑，凭借神明的保佑来打仗，实在是不靠谱。第三，
庄公着眼于自己对国家的治理方面，于是有了“小大之狱，
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一点才真是君主应该做的事情，于
是得到了曹刿的肯定，“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曹刿的形象

从战前的论战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曹刿的“民本思想”，两
国交战，是要依靠百姓来打仗的，不能依靠贵族，更不能依
靠虚无的神明，只有百姓拥护自己的国君，才能真的拼命为
国君而战，只有百姓支持，才能打仗。曹刿思考的方面很明
确，也很直接，因此在战前准备的环节就明确表现出了曹刿
对战争的认识，也表现出了曹刿不同于“肉食者”的“远
谋”--政治远见。

曹刿并不是在战前品头论足，而是要亲赴疆场，与鲁庄公并
肩作战。在战场上，曹刿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文章在
叙述时略写战争时的具体情况，通过两个“未可”，两
个“可矣”，写出了当时战场上关键时刻曹刿的表现，同样
通过对话，描写出曹刿的形象。

战场上的表现，在战后论战中有了具体的解释，这也是本文
突出的写作特色--通过对话侧重“论战”。在战胜齐师后，
庄公问取胜原因，曹刿具体解释了两个“未可”和两个“可
矣”，于是有了“夫战，勇气也”的精彩论述，有了“一鼓
作气”的战术思想，有了“辙乱旗靡”的追击时机的准确把
握，这些文字紧密的呼应战场上关键时刻的决定，也展示出
了曹刿的指挥才能。

整体来看，曹刿在这场战役中，有为国分忧的精神，深



知“取信于民”的重要，有“当机立断”的才干，深知“战
场虚实”，有指挥若定的才能，可谓是：国难当头，智曹刿
挺身而出退齐师。

庄公的形象

对曹刿的评价可以说是一幅对联的下联，如果要为这幅对联
对一个上联，恐怕就要重点关注文中的另一个形象鲁庄公了。

鲁庄公在文中经常容易被误认为是“不能远谋的肉食者”，
因为庄公不懂“取信于民”，把作战的希望寄托在近臣、神
明上；因为庄公不懂战术，不能在战场上把握时机，文中的
两个“未可”和两个“可矣”可以看出；因为战争打胜了，
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胜，在“既克”后，还“问其故”。基于
以上三点，鲁庄公经常被冠以“鄙”的评价。

鲁庄公是真的“鄙”吗？

其实，对鲁庄公形象的分析，恰恰是本文最值得挖掘的教学
价值。

昏君还是明君？

在具体的文章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庄公并不是一个昏
君，也不是一个“鄙”的君主。在“齐师伐我”之时，“公
将战”，可见庄公作为小国君主（鲁国当时是小国，齐国是
大国），并没有在大兵压境之时苟且退缩，而是坚决迎战，
可见其决心。这种情形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三国演义》
中曹操大军兵临东吴的场景，东吴内部马上就分出两派，投
降派和主战派，孙权在面对各方面的意见时一直“沉吟不
语”。庄公面对这种情景时，非常果断地决定迎战，可见其
决策的果断。

在“曹刿请见”时，庄公立刻接见曹刿，于是“乃入见”，



可见庄公当时求贤若渴的状态，当曹刿“问何以战”之时，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当时的画面：庄公很可能与一群大臣在作
战地图前，一起商量如何打仗，如何埋伏等等策略，但却没
有一点进展，因为齐国太强大了。在这个情况下，曹刿来了。
于是曹刿单刀直入：“何以战？”先不说如何打仗，首先要
说的是我们凭借什么来打仗，这是战争的根本。也许，当曹
刿此语一出，大厅中的人一定是被曹刿都吸引过去了。如此
紧急的情况下，大家可能都顾不上什么繁冗的君臣之礼了，
于是，庄公认真回答，“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这句话也许是非常自然地对着周围一起商议计策的心腹大臣
们说的，从庄公的角度来说，他首先就得考虑到直到现
在，“大兵压境”之时，还能跟君子站在一起，共同御敌的
大臣，这些人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啊。但是曹刿对这个回答并
不满意，因为从曹刿来看“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些大
臣能力不够；还因为“小惠未徧，民弗从也”，打仗是需要
老百姓的，小的恩惠老百姓是感受不到的，所以老百姓不会
卖命去打仗的。

然后庄公又说了第二条理由：“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
信”，把希望转向神明，于是又被曹刿否定了，因为“小信
未孚，神弗福也”，祭祀的这些方面，在战争面前，真的属
于小的信用，不值一提，因为神明不会帮助某一方来打赢一
场战斗。

接着庄公说了第三条理由：“小大之狱，虽不能查，必以
情”，终于指向了“民”。于是，曹刿高度肯定了这一条打
仗的理由，认为是“忠之属也”，可以凭借这一点来打一仗。

庄公列举三条理由，从“近臣、贵族”到“神明”，再
到“庶民、百姓”，即使前两条原因被曹刿直接否定，也并
没有怒色，而是继续陈述理由。最关键的是，庄公对百姓
的“忠之属”，是庄公一直在实施的，并不是曹刿启发庄公
之后，才去做的。从庄公陈述的三条理由我们可以看出，庄
公很重“分享”，很重“信用”，很重“公正公平”，无论



是对近臣还是虚无的神明，抑或是平头百姓，可见鲁庄公还
是很重视“取信于民”的政治基础的。

从曹刿的“入见”行动及“问战”的对话，恰恰可以看出，
庄公广开言路的状态，虚心纳谏诚意，这样的君主一定是一
个明君。

当曹刿肯定鲁庄公最后一条原因后，说“战则请从”时，庄
公便携同曹刿一起参战了，并且“与之乘”，君主与曹刿同
坐一辆战车，可见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欣赏。在战场上，曹
刿的两个“未可”和两个“可矣”，是在关键时刻对庄公下
达军事命令的建议，庄公及时听从并执行，可见庄公并不是
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鄙”。

在战胜后，庄公没有沉浸在取胜后的狂欢中，而是“问其
故”，让曹刿进一步解释战场上做出判断的原因。由此，我
们可以知道庄公并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要如此决策，只是基于
对曹刿的信任，才按曹刿建议进行的，这里突显了曹刿的军
事才能，也同时突显了庄公具有知人善任的能力。

只有君臣同心，才能面对来犯之敌，取得战争的胜利。

曹刿的主动请见，在体现曹刿具有为国分忧的精神同时，也
能显示出鲁庄公治国所施的德政，否则在关键时刻怎么会有
人挺身而出？只有曹刿，没有庄公，绝不会有历史上著名
的“长勺之战”。

于是，我们可以从容地写出上联：

大兵压境，明庄公知人善任纳贤士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五

曹刿论战记录的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场战役，曹刿用



自己的智慧帮助鲁庄公战胜了强大的齐军。这篇文章的精髓
在于曹刿准确抓住了时机，给鲁国带来了胜利。从这篇文章
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像曹刿那样能够抓住时机，出奇制胜。

抓住时机，对于职场上或即将进入职场的人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曹刿就是通过击鼓和车辙观察齐军的状态，从而抓住
了战胜齐军的时机。但在实际生活中，而时机并非像《曹刿
论战》中那样是能够看到，它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所以，
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时刻都要运用我们的五官
去发现可以向他人展现自己才能或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一
旦发现，我们就要时刻抓住。同时我还要说的是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曹刿之所以能够抓住机会，就是因为他熟悉
各种兵法，能够熟练应用各种兵法。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
说，在机会到来之前，我们还要做好准备。这些准备其实就
是我们的专业知识、社会经验、人际交往等等方面。只有在
这些方面达到一定程度，在机会到来之时，我们才能很好的
抓住它。

作为保烟一名新进的员工，我认为抓住每一个向厂领导和各
位同仁表现自己，展现自己的能力的机会，是一件非常重要
和必要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我必须积极向老员工学习工
作技能，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必要的操作技能，熟悉保
烟的厂规厂纪和基本的运作流程，尽快尽好地适应工作环境。
与此同时我还要努力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件事情。虽然现
在我暂时在保全班工作，但在工作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
西，比如最基本的是三车间机组的有几台，具体位置在哪。
其次保全班的工作涉及到三车间各个领域，我们大概了解到
这些领域的工作情况。还有我们还进行了相关培训，增长了
我们的见识。最重要的是，我在保全班学到了什么是细节。
由于三车间的卫生很重要，所以任何角落都要干净，我们每
天的工作都要细致到一个胶点，一个细节的错过，就会导致
我们一天的工作满盘皆输。注重细节，是我在保全班最大的
体会。



虽然我并不确定自己今后会在哪个职位上工作，但是无论在
哪我都要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
升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抓住属于自己的机
会，从而得到能力和事业上的提升。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六

《曹刿论战》写的是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它的`作
用可堪比巨鹿之战。是齐鲁两国战略转折点。在战火纷飞的
春秋战国，诸侯国个个虎视眈眈，曹刿是长勺之战中光彩照
人的角色，他的'毛遂自荐精神，取信于民的战略思想，把握
战机的卓越才能，确实令人敬佩。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关键
人物——鲁庄公。

曹刿这个人，我们不得不说他胆子大到极点了，面对一代君
王，依然措辞辛辣。“肉食者鄙”的刺耳批评，“小惠未
徧”、“小信未孚”的尖锐意见，这些都可以取他项上人头。
如果不是鲁庄公仍能虚怀若谷，唯才是用，曹刿早就长眠于
地下了!

曹刿善于运用战术，控制军心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鲁庄公
也善于总结经验。不懂装懂是不少君王的坏毛病，他们才不
想让别人认为他们笨，面对胜利只会享受和庆祝。然而鲁庄
公在“既克”之后能“问其故”，向内行请教，学习战争的
规律，提高自身才干。不就向我们说明了他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的虚心。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七

这是一篇描写春秋战国时期一场战争的著名文章。主要是表
现曹刿的“远谋”，围绕“论战”展开。

全文只用二百二十二字，把战争的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局
记述得清清楚楚。文章主题明确，结构紧凑，边记边议、有



实有虚，前后照应，相辅相成，突出了“取信于民”，堪称
论文之典范。然而，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有人
就问了，“一个老百姓能说见就能见到皇上?”，“皇上能听
老百姓的话并向老百姓汇报工作?”，“曹刿一个庶民，怎么
能指挥一场战争?”等等。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从更
深层次说，当时的鲁国是很民主的，至少鲁庄公是民主的，
他体恤官民，敬天畏神，尊重人才。他之所以不怕强齐，敢
于迎战，他是心中有数的。只不过是曹刿目中无人了，觉
得“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作为春秋史作，我认为这篇文
章的主旨，应该不是表面看来的，曹刿是多少才智多谋，而
是反映了鲁庄公的体恤民情，知人善任。

其实，从文中看，表现鲁庄公民主的理据充分，而表现曹刿
谋略的却十分肤浅。“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这不过一般作战常识，
哪里算得上谋略!曹刿不过是文章为表现鲁庄公民主的需要，
而特选的一位角色罢了。

民心所向是取胜保证，民主和爱民是取胜的根本。

曹刿论战读后感篇八

《曹刿论战》主要是讲鲁庄公想要和齐国打仗，被一个百
姓——曹刿听见了。他认为当权的人非常的无知，所以想要
去请谏鲁庄公。曹刿问许多问题而最后才同意鲁庄公去打仗。
在战场时，他也做了许多奇怪的事而一一解释给鲁庄公听。

读完了这一篇《曹刿论战》，我觉得曹刿是一个非常有远见
的人。他对每一件事都要有一个适当的理由才会去做。当他
进谏鲁庄公时，他就问鲁庄公凭借什么来跟齐国作战，而且
还问到适当的理由才愿意出兵作战！曹刿也是一个细心而善
于观察的和判断的`人。



当他们在长勺打仗时，鲁庄公想要击鼓进军，可是曹刿说要
等齐兵击三鼓后才能击鼓进军。打败齐国后，齐兵落荒而逃，
鲁庄公想追杀他们，可是曹刿在观察一番后才下令杀敌。战
胜后，曹刿才向鲁庄公解释他所做的用意。从他的解释，就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判断的人。

我非常地庆幸我能读到这一篇古文，这一篇古文启发了我要
像曹刿一样做一个有远见、善于观察和判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