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优
秀8篇)

安全标语的使用需要考虑人群的特点和文化背景，确保传达
的信息能够被大多数人理解。在编写安全标语时，可以结合
具体的场景和目标人群的特点，增强宣传效果。根据以上要
求，我们随机选择了第一部分的第2条，第二部分的第6条，
和第三部分的第9条。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一

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就看起来动画版的《三国演义》来，从
此我就对它爱不释手起来，一旦有了可以休息的时候，我就
会把时间用在看书上，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老爸老妈
都笑我是个“大书虫”。

就这样，《三国演义》我读了很多遍，对书里的很多经典故
事更是倒背如流，从中也得到很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诸葛
亮制造的木牛流马大败曹军;刘叶发明的投石机大败袁绍;诸
葛亮布下的八卦阵更是所向无敌!看来，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谁拥有了知识，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谁拥有了知识，
谁就能轻而易举获得战斗的胜利!

同样，当今世界，谁领先，谁获胜;谁落后，谁挨打。一个个
惨痛的例子告诉我们：只有发奋图强，好好学习，才能掌握
更多的知识，才能学到更多的新科技，才能让我们的祖国更
加繁荣、富强!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二

那个故事中，周瑜故意刁难诸葛亮，命他在十日之内造完十
万支箭。面对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孔明有信心的回答说不



须十日，三日便可完成，并立下军令状。鲁肃十分担心。孔
明却一点也不着急，他请鲁肃接二十条船给他。，每个船上
都要三十个人，还要扎草人一千个，并排列在船的两侧。

两天过去了，到第三天四更时，诸葛亮突然派人来请周瑜了，
说他一定要同去取箭，周瑜将信将疑地和诸葛亮一起出发了。

五更时分，船队接近曹军水寨。孔明令船只一字排开。军士
擂鼓呐喊。曹军水军都督听到战鼓声和呐喊声，心想一定会
有埋伏，便让万余名弓箭手在江边一字排开，向江中放箭。
当稻草人上的箭插满时。诸葛亮立即吩咐士兵把船只调头迅
速离开了。到了营寨，周瑜有点不相信。派人把草上的的箭
数了数，的确有十万多只。从此以后，周瑜再也不为难诸葛
亮了。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三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使我受益匪浅，我不禁感慨
道：“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的小说，以
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蜀、魏、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
和军事斗争。大概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
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

在广阔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
场面，成功刻画了近四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孙
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等人物形象脍炙人口，不
以敌我叙述方式对待各方的历史描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汇融于字里行间，既
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三国演义》中主要人物被称为“三绝”的分别是：“奸
绝”——曹操，“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



奸绝——曹操。曹操有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那便是：“宁
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由于这句话，曹操惹来
了杀身之祸，若不是他运气好，早就命丧黄泉了。所以，曹
操给我的启示是：做人不能太狡诈，否则会遭到报应的。

智绝——诸葛亮。要说诸葛亮才智过人，非得数草船借箭和
借东风这俩件事了。从这两件事足以看出他的雄才过人。

义绝——关羽。关羽是《三国演义》这本书中最讲义气的人。
他对刘备讲义气，他降汉不降曹、屯土山约三事、过五关，
斩六将等等事例足证明。他对敌人也讲义气，华容道义释曹
操、义释黄汉升、为曹操报恩斩颜良、诛文丑等等，可见他
十分讲义气。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四

九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我一套半白话版的四大名着。我用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读完了四大名着中的《三国演义》。作者罗
贯中妙笔生花以《三国志》为基础，记载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刻画了两百个多鲜活的人物形象。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思想在字里行间穿梭，像身临
其境一样用心去触摸那段历史。这里既有鼓角铮鸣，硝烟弥
漫的战场，也有文武群臣争权夺利，有时候引人入胜的情节
让人忘却了这是在述说历史，而好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在讲
述着一个个或是美丽动听、或是激动人心的故事，深深地沉
浸于故事情节，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也忘记了这是历
史。

一个连一个的故事让我有点热血沸腾，好像自己随着战鼓加
入了他们的战争中，我自己问自己，如果我要在三国时代我
会是谁?孙尚香?小乔?貂蝉……哈哈，这是一种猜测而已，生
活在这个现代文明的年代里人们不可能回古代的啦!



读完《三国演义》，有趣的故事情节，回味无穷的历史典故
深深打动了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随时都在脑海浮现。
有人说：“每一本书，都象一盏奇特的灯，不过它照的不是
黑夜，而是求知者的心灵。”我感觉《三国演义》也是一盏
灯，一盏明亮而永不熄灭的宝莲灯，不仅照亮了我的心灵，
还激发着我的斗志。《三国演义》你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长
明灯。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五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
第一次接触是在孩提时代，是老版的电视剧。小孩子理解东
西很简单：就是谁是是非，正义一方与邪恶一方。那时候的
观后感就是刘备是好的他应该赢，曹操是坏的。其他的就什
么也记不住了。这里强调一下我是极讨厌看的，你知道孩子
脑中只有动画片。但是我爹不许啊，非紧紧抱着我跟他一起
看，然后一个一个给我讲解人物，我哪听得进去。枉费了他
的一番苦心，只记住了刘备曹操。

再后来，识了几个字，大概四年级吧，尽管脑中还是只有灌
篮高手，光明使者，龙珠等一系列动画片。但是有一天在帮
学校打扫图书馆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插画版的《三国演义》，
里面大刀长矛，刀光剑影，黑白画把人物画得很搞笑，真是



太有趣了。

然后我就决定借了去看了，接着一发不可收拾，没日没夜的
看，最激动的莫过于又有新的厉害人物出现这种情节对故事
情节也有了一点了解，就是一帮英雄帮着曹操刘备打天下，
很奇葩的是我居然还记住了一段时间内牛b闪闪的董卓。读后
感：赵云，关羽，张飞，诸葛亮，厉害的蜀将全记住了，还
有吕布，周瑜。

现在想想那时候是个人英雄主义在我心底占了主导地位。为
什么?因为我记住的全是能打会说的，连孙权这种大人物都被
我忽略了，还有司马懿，全然记不下他这个人。对我影响还
是挺大的，所以那时就觉得我要么要非常能打，要么就像诸
葛亮一样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打就算了，用不上，况且
照我当时又瘦又小的，完全是没机会做武将了。

那就做诸葛亮吧，什么都懂一点，说得小伙伴们一个个全仰
视着我，多爽。我想就是那时候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吧。读的
越多汲取越多。

以至于六年级的时候聊到各种历史人物我都能跟老师夸夸而
谈，上生物课也能跟老师大论clone，我还记得老师居然不会
念这个单词，跟我说就是克隆技术，不用关心他怎么，小伙
伴都惊呆了，然后当时班主任定义我以后读历史系肯定特牛b。
好吧，如果你的孩子是七八岁，那赶紧给他买本有趣的插画
版三国演义吧。

再后来一次读就是初中时代了，读的是原著。虽然情节还是
一样吸引人，但是你能想象得到读半古半现的文字是多枯燥。
这一阶段思考方式也变了，所以记住了一些高光镜头：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赤壁之战，千里走单骑，空城计，诸葛亮
北伐……这一阶段教给我的是：为人臣者必将尽心尽力，对
事的态度上一定的尽全力，这样也许才有一个好归属。



当然个人英雄主义仍然存在，比如这阶段我就看到了孙权其
实还可以，然后曹操已成我偶像了，他看到人才时的那种兴
奋，对待事情那种方式反正还对我影响蛮大的。你也会为那
些人物的心路历程所吸引，包括他们制定的对战术。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六

看完三国后，本来还以明星为偶像的我立刻就换了心目中的
偶像，把我喜欢的诸葛亮扶上偶像第一位。

诸葛先生，你怎么这么聪明和博学天才呢!，简直就是一个天
才，要是有了你的话，那么我想我的作业都不用自己想了，
只需要你动一动脑子，作业立马完成了又快又好。

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作业要自己写。

那请问诸葛先生，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草船借箭，借东风，这些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3.你做说客请马孟起投靠刘皇叔时，你就不怕马超斩你头吗?

4.当魏延投靠你时，你为什么要下令斩了他?

5.你当上丞相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8.当你用空城计时，你难道不怕司马懿攻进来吗?孔明大哥，
请你回答这些问题。

《三国演义》真是一本好书，我要细细观赏。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七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



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
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

读《水浒传》我印象最深刻的人就是李逵和林冲，李逵又叫
李铁牛，绰号“黑旋风”，李逵是一个性格暴烈的汉子。有
一次，他误会了宋江，李逵来到了一个村庄，一位老大爷说：
“有一个叫“宋江”的人抢走了我的女儿！”李逵认为
是“宋江”可“宋江”却否认了，他们两人就达成了协议：
如果李逵误会了“宋江”李逵就得死！李逵他们一去庄上，
那里的人就否认了，可是是宋江不忍心让自己的兄弟就这样
死去，于是就让他捉到假宋江，这才将功补过，李逵也道了
歉。

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可由于高俅等人陷害他而投
奔梁山，他在排座次时为马军五虎将之一，在打方腊时染了
风瘫，最终病故，他被分为中武郎。

我读完后感触颇深，我们对国家要“忠”，对朋友要“义”，
对父母要“孝”，更让人懂得什么叫知恩图报，什么叫忠孝
两全。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的读后感篇八

关于《三国演义》人物的性格，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刘备。这
个人物在《三国志》里面是乱世枭雄一类的人，有野心，有
干劲，有胆识，有智慧。这样的性格，正符合他一方诸侯的
身份。到了《三国演义》，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文武周公一
类的人物。仔细看小说，就能发现，作者对刘备的描写有这
样几个特点。

其一，对于刘备做的不太光彩的事情，作者要么不加评论，
要么用冠冕堂皇的文字遮掩过去。比如刘备劝曹操杀他的前
主子吕布，作者便说吕布是三姓家奴。对于刘备先后投靠公
孙瓒、吕布、曹操、刘表、刘璋，并强占他们的地盘等等的



事实，则很少评论，偶尔一句，便以他是真命天子，原不该
屈居人下略过。

其实坐在树下说树荫是车盖、我以后要做皇帝之类的话，很
多孩子都说过，并不能成为”天命所在“的证据。据调查，
美国有80%的孩子在八岁的时候认为自己以后会做总统。

我们小学毕业的班会上，老师问大家以后想做什么，有一个
同学说联合国秘书长，两个说国家主席，一个说国务院总理，
其余高官暂且不算。其二，作者有意安排刘备做一些典型的
文武周公做的仁政爱民的事情，如携民渡江，摔孩子，不愿
称帝之类。

作者有意要塑造一个圣主贤臣的清明朝廷，这是可以理解的。
罗贯中生活在一个元末明初乱世之中，作为熟读圣人之教的
文人，很容易产生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同时，这种向往又往
往是寄托在君主身上的，由圣主而有贤臣，由贤臣而有仁政，
由仁政而有文人坦荡的仕途。

那时的知识分子往往如此，很少有人能跳出来。即使受了重
大打击，无法再相信那些所谓的”肉食者谋“，他们也情愿
选择逃避，而极少想到自己出头。如后世顾炎武之类的大学
者，反清之业也不过是灰烬上最后的一点点火星，难成大势。

我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征战沙场的荣光，看到了未出茅
庐而知天下三分的热血在山林，看到了”孤一旦去位，不知
几人为王，几人为帝“的骄傲。我以为，这才是一个群雄割
据的时代能带给我们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