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 空城计读书心得(精
选8篇)

工作心得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和提炼出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为
以后的工作提供宝贵的参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教师
们反思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心得收获，帮助我们不断提高自己
的教学水平。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一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空城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空城
计中写了诸葛亮在一座小城里，仅有两千兵力，而城下司马
懿却有十万大军兵力城下，诸葛亮却不紧不慢，的命令手下
打开城门，让几个兵扮成农民扫地，自我在楼上弹着琴，司
马懿不敢贸然进攻，于是领兵撤退。

如果我是诸葛亮我根本不敢打开城门，而是选择经紧闭城门，
坚守城池或干脆冲出城去放手一搏，而不像诸葛亮这么有计
谋，使出了空城计，我不得不承认我技不如人，诸葛亮的沉
着冷静令我学习。

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像诸葛亮一样能为国家
作贡献的人。

哎呀，司马懿呀司马懿，你可被孔明的谨慎骗了。孔明，读完
《空城计》，我更佩服你了，司马懿又上了你的当呀！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二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空城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空城
计中写了诸葛亮在一座小城里，只有两千兵力，而城下司马
懿却有十万大军兵力城下，诸葛亮却不紧不慢，的命令手下
翻开城门，让几个兵扮成农民扫地，自己在楼上弹着琴，司



马懿不敢贸然进攻，于是领兵撤退。

如果我是诸葛亮我根本不敢翻开城门，而是选择经紧闭城门，
坚守城池或干脆冲出城去放手一搏，而不像诸葛亮这么有计
谋，使出了空城计，我不得不成认我技不如人，诸葛亮的沉
着冷静令我学习。

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像诸葛亮一样能为国家
作奉献的人。

我喜欢看神话般的《西游记》，精彩而优势哭哭啼啼《红楼
梦》，但我更喜欢看《三国演义》，我相信《三国演义》这
本书是每个同学都知道的，什么桃园三结义还有黄巾起义等
等有趣而惊心动魄的故事，最让我感到受益匪浅的故事就是
《空城计》。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天，诸葛亮得知司马懿带着十万大兵
要来攻打他带着的大兵，但是他却让20个士兵们穿上老百姓
的`衣服，让这些士兵们翻开城门在城门前扫地，把旗帜全拿
走，诸葛亮自己披上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小书
童坐在城楼上，不紧不人，就算有十万大军，没有智慧和和
策略。筹划，你有十万百万大军你叶赢不了有智慧有策略和
筹划的小军营，诸葛亮就是深读书和勤奋好学才会这么伟大
这么有智慧，如果你深读好书，学到智慧才能赢，你要学会
笨鸟先飞，要超前学习才能赢，才能超过别人！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三

《空城计》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代表作之一。这个故事让我
印象深刻，因为它给了我很多关于智慧和勇气的启示。在这
个故事中，诸葛亮利用了空城计的策略，成功地欺骗了曹操，
保护了自己和三军的安全。这个故事让我领悟到了很多东西。

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智慧是成功的关键。诸葛亮通过



空城计这个策略，成功地欺骗了曹操，保护了自己和三军的
安全。他的高智商和深刻的思维为他在战场上创造了胜利，
并让他成为了当时的天才谋略家之一。

其次，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勇气和胆略是取得成功所必需
的.。在面对曹操的进攻时，诸葛亮保持镇定，勇敢地站了出
来，并敢于冒险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勇气和胆略为他赢
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和崇拜。

总之，读完《空城计》这个故事，我收获颇丰。它教给我们
很多东西：智慧解决问题，勇气面对困难。学习这个故事的
精髓，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取得成功。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四

我喜欢的三本书就是：“《三十六计》、《封神演义》”其
中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二计“空
城计”。

它有一个经典战例：三国时期，司马懿攻占了街亭后，率领
二十五万大军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进攻。可是，诸葛亮的西
城只有二千老弱病残幼和一批文官驻守，所有武官和精兵都
被派出去了。大家都惊慌失措了。诸葛亮沉思片刻，随即传
令：把所有旌旗收起来，士兵原地不动。又下令：大开东、
西、南、北四大城门，每个门前，派二十个老少士兵，打扮
成老百姓的模样，洒水扫街，即便魏兵冲到城前，也不许慌
张，要安心扫街。

后来司马懿来到城下，看到了诸葛亮端坐城楼，悠闲自在地
在抚琴，琴声中听不出一丝慌乱。司马懿看看四周，发现城
门大开，“老百姓”都安心扫街。于是，他下令：“马上撤
退!”后来，他才心有余悸的解释：“这肯定是有大军埋伏的
一座城啊!诸葛亮成心显出空地状，引诱我军上当。”



这是一种心理战术，诸葛亮利用司马懿过度猜忌的个性，使
他退兵，不战而胜!啊!诸葛亮真聪明!我要学习诸葛亮的`智
慧，不学司马懿的过分猜忌。我要遇事不慌、不忙，认真分
析情形，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被假象所迷惑。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五

今天我读了《空城计》这一篇文章，这也是诸葛亮在对付司
马懿的其中一个妙计。

有一次，蜀国去攻打魏国。有一天，大部队被派去攻打魏军，
城里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魏军就以此时机，率领大队人马
前来攻城，当蜀军得到消息后，都手足无措，诸葛亮却不慌
不忙了，使用了这个方法——空城计。仅仅只用了一个稳定
的情报，就让魏国的大军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我有时也会像魏军一样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有一次，妈妈让
我去外边找爸爸，姑姑又让我去地里找奶奶，他们俩一个在
东边一个在西边，我也不知道先去找那个？于是，我又去问
他们两个人，先去找那个？他们两个一个人说你奶奶。一个
说你爸爸。找个邻居让他们帮助吧！我倒外边看了看也没有
人，到邻居找吧，有一点不好意思。这就是我遇到的失去判
断力的事情。使人进退两难。《空城计》是我国著名长篇历
史小说《三国演义》里的`一个典故。故事说的是：诸葛亮被
十五万魏军追杀，自己身边却只有两千五百名军士，一旦双
方交战起来，自己就会损失沉重，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孔
明并没有退缩。他知道司马懿生性多疑，做事谨慎、小心，
就把城门敞开吩咐手下化装成老百姓在城门口扫地，自己那
么和两个小童一起在敌楼前焚香操琴。没过多久，司马懿带
着部队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当他看到原本热闹的城市空无
一人，只有几个百姓在扫地，误认为孔明在城中设有埋伏，
便立即带兵撤退。读完这那么故事，我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机
智勇敢、有胆有识的人。面对敌军沉着冷静，不软弱，也不
动摇。自己虽然势力薄弱，但却以柔克刚，在城门外布置了



一番，故弄玄虚，做好了有埋伏的假象，让司马懿做出错误
的判断。真不愧是神机军师，果然是聪明绝顶啊！

读了《三国演义》的《空城计》后，发现空城计是由这而来
的，也被诸葛亮的智慧所折服。

诸葛亮带着五千人马搬运粮草，中途司马懿率领十五万大军
进攻西城。城内因兵力缺乏，无法迎战，众官员大惊失色，
诸葛亮却不慌不忙，命令士兵各守岗位，原地待命，并将四
门大开，每门有十二名扮成百姓的士兵在洒扫，自己在城门
楼上抚琴。魏军前哨看见如此情形，忙向司马懿汇报，司马
懿不信，瑶瑶望去，看见的情况与汇报的相同，便命令大军
向北撤退。这时司马昭问父亲为何退兵，司马懿就说：“诸
葛亮平生不冒险，非常谨慎，现在城门大开，如果我攻城的
话就中了他的计。”

在生活中面对问题要沉着冷静，像我在考试中一直在短文方
面不行，常常有些题目不应该错的，而且做题总是在文中慌
忙寻找，与诸葛亮比起来，完全是两个极端。

凡事都要冷静对待，不可鲁莽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
番事业来。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六

我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记，前两天，爸爸又送给我一本《空
城计》。

看到书名，我还真迷茫了，《空城计》?什么意思?应该是没
有人的城市里面发生的故事?还是……算了，还是让我看看吧，
猜不出来。

哦，原来，故事讲的是，诸葛孔明大出祁山，不想先锋官马
谡误失街亭，致使前线大军节节受困。情急之下，孔明决意



退守汉中。大军尽去，时孔明身边只剩五千兵马驻守西城县。
一日，忽接探马飞报，说魏国大将军司马懿引十五万大军正
望西城蜂拥而来。这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
驻城的五千兵马也已分出一半运粮去了。众官听罢尽皆失色，
唯孔明镇定自若，当即下令将旌旗藏匿起来，城门四开，每
门分派二十军校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其余士兵不得妄出，
不得擅自高声喊叫。一切准备就绪，孔明引二童携琴登上高
楼，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好一副闲情惬意!

这就是著名的“空城计”。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人不光要有
渊博的知识，还要有过人的胆识，这也是所谓的“艺高人胆
大”。在这里告诫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才能
成为有用的人，俗话说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七

我喜欢的三本书就是：“《三十六计》、《封神演义》”其
中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二计“空
城计”。

它有一个经典战例：三国时期，司马懿攻占了街亭后，率领
二十五万大军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进攻。可是，诸葛亮的西
城只有二千老弱病残幼和一批文官驻守，所有武官和精兵都
被派出去了。大家都惊慌失措了。诸葛亮沉思片刻，随即传
令：把所有旌旗收起来，士兵原地不动。又下令：大开东、
西、南、北四大城门，每个门前，派二十个老少士兵，打扮
成老百姓的模样，洒水扫街，即便魏兵冲到城前，也不许慌
张，要安心扫街。

后来司马懿来到城下，看到了诸葛亮端坐城楼，悠闲自在地
在抚琴，琴声中听不出一丝慌乱。司马懿看看四周，发现城
门大开，“老百姓”都安心扫街。于是，他下令：“马上撤
退!”后来，他才心有余悸的解释：“这肯定是有大军埋伏的
一座城啊!诸葛亮成心显出空地状，引诱我军上当。”



这是一种心理战术，诸葛亮利用司马懿过度猜忌的个性，使
他退兵，不战而胜!啊!诸葛亮真聪明!我要学习诸葛亮的智慧，
不学司马懿的过分猜忌。我要遇事不慌、不忙，认真分析情
形，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被假象所迷惑。

空城计的读书心得篇八

今天，我从课文上读了《空城计》，明白了许多道理。空城
计简单讲了司马懿带出十五万大军来攻打诸葛亮的军，后来，
诸葛亮简单的吩咐完就坐在城头上喝酒弹琴，司马懿觉得诸
葛亮有计，就退了回去。

我读了这个故事，明白了人不要过于谨慎，有些事情本来是
可以赢的，但因为自己过于谨慎反而输了，这让我联想到一
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他非常聪明，一心想着要保护自己
的城，鲁庄工就封他为大将军。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雾很
深，他就和鲁庄工来到前线，来到敌军城门口，只见城门口
四扇大门翻开，鲁庄工正要下令攻打时，他连忙说：“不，
鲁庄工大人，你瞧这四面大门大开，这雾又如此大，想这里
面一定有计。”鲁庄工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快后退四十
里。”原来，是敌方西城兵力不多就下了这么一计。

读了这么一个故事，明白了人不要过于慎，否那么，可能丧
失一些时机。

近期，我看了三十六计之“空城计”。这谨本书对我的启发
很深，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听说街
亭失守，忙召集众将，部署撤兵，并亲自带着五千人马，到
西城搬运粮草。突然，司马懿率领十五万大军，向西城杀来，
城内只剩两千五百人马，诸葛连身边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
大家非常惊慌，诸葛亮仔细了一下，说，我自有退兵之计。
他让军士各守岗位，大开四门，而他在城楼上弹琴。司马懿
是个多疑的人，看这个样子，城内肯定有伏兵，连忙撤退。



看了空城计，我感觉，诸葛亮非常聪明，有谋略，在危机关
头，沉着镇定，没有惊慌，仔细对方主帅的性格弱点，设计了
“空城计”，来对付敌人，以弱小对付强大。因为司马懿是
个多疑的人，诸葛亮确信他不敢冒然进城的。

“空城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遇见危险，
要沉着冷静，认真应对，出主意想方法。许多时候，办确，
危险的事最终还是能够化险为夷的。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有个著名的.军事家，他用兵如神，聪明
绝顶，而且对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谁呢？没错，他
就是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先生。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故
事——空城计。司马懿与诸葛亮屡次对决，但总是棋差一招，
这次他再率大兵前来，准备在街亭之战胜利后乘胜追击，擒
诸葛孔明于西城。此时诸葛亮却不慌不忙，安排事毕，等待
司马懿。但是诸葛亮身边已经没有大将，且城中将士多事老
弱残兵，该怎么办呢？诸葛亮索性大开城门，坐在城楼上焚
香抚琴。当司马懿来到城下见此情景，心生疑虑，怕有埋伏
不敢向前竟领兵撤退。诸葛亮就这样以一座空城骗退司马懿。

由这件事我更加敬佩诸葛亮过人的机智，勇敢而又果断，单
独一人撑起蜀汉，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世所景仰。
我最喜欢的四大名著之一就是《三国演义》了，书中讲述了
好几个故事，总书一共一百二十回书中塑造的人物共有二百
个人，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
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巧用天时的诸葛亮
等等，我最喜欢诸葛亮的故事其中空城计使我受益匪浅。

《空城计》这个故事主要写了诸葛亮自失了街亭之后，准备
撤离西城县。司马懿带着十万兵马，气势汹汹地向县城逼近。
诸葛亮此时手下只有两千多老弱残兵，可是诸葛亮临危不惧，
眼看魏军正向县城蜂拥而来，他却叫人大开城门，在门旁安
排了二十来个士兵扮作老百姓扫街，然后他自己衣冠楚楚地
在城楼上燃香抚琴。司马懿的部队赶到城门下，只见城门大



开，百姓只管扫地，诸葛亮却坐在城头旁假设无人、香烟袅
袅，琴声悠悠。司马懿深知诸葛亮行事谨慎，他认定必有重
兵埋伏，于是立刻就把全部兵马撤走了。读完这个故事我对
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有才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