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三十字(通用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读后感三十字篇一

读完了《三十六计》以后，我对中国古人留下的智慧结晶与
兵法计谋有了更深的深解和认知。

本书讲了中国古代人物留下的实用计谋，令我印象深刻。我
最喜欢的计谋是反间计这一计，意思是在疑阵中再布设疑阵，
使得敌方间谍搞不清真相而去传递假情，这样助力就会来
自“内部”，就不会造成自己的失败。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
三国时期的吴国与魏国的赤壁之战时魏国蒋干来吴国当间谍
时，周瑜故意用计弄了一个假情报，令曹操失了两名大将，
使得赤壁之战战败了。

这些国学经典，是世界的瑰宝，诺贝达奖的得主都说这些书
有用。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国学经典。
就如三十六计中的计谋，可以用在生活、学习和比赛中。这
些计谋都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把他们发扬光大。

对于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计谋我也使用过，二年级时
有一次考了低分，就把试卷藏在柜子里，说是没有考试。我
觉得这些应该用在正道上。

我们应该向故事中的人物那样运用计谋，把我们国家的经典
发扬光大。

读后感三十字篇二



近来，我正在读一本书。就是《三十六记》。书中介绍了六
套战记，分别是：胜战记、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
计和败战记。

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在攻战计中的借尸还魂之死诸葛吓跑
活司马。故事的内容是：诸葛亮因为长期日夜操劳，身体很
不好。司马懿心想：过不了几天，诸葛亮一定会病死在军营
中。到时候，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得打败蜀军了!没过多久，诸
葛亮就病死在军营中。司马懿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去攻打
蜀国。不料，他看见，树林中有一辆小车。车上端坐的正是
传说已去世的.诸葛亮。司马懿被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带兵撤
退。这一招，使蜀军侥幸的逃过了一劫。

《三十六计》快读完了，从中我知道了，要善于发现“无用
之人”的“有用”之处。

读后感三十字篇三

今天，我看了《三十六计》。里面共有三十六个计策。看了
这本书，我学到了好多知识。

三十六计主要分为胜战计、敌战计、攻占计、混战计、并战
计、败战计。

瞒天过海是胜战计。“天”是皇帝，原意是瞒着皇帝，让他
平稳地渡海。李代桃僵是敌战计，是指用小损失换大胜利。
调虎离山是混战计，是指调动敌人，己方再乘虚而入，轻取
胜利。关门捉贼也是混战计，是指把敌人包围一下子消灭敌
人。反客为主是并战计。是指自己先是客人。过了一阵就是
主人了。反间计是败战计。是指让敌人产生矛盾，自相残杀，
消灭敌人。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所写的一部兵书，
这部书是他的`智慧结晶。我为祖国有着如此辉煌灿烂的历史



而感到万分骄傲与自豪。

读后感三十字篇四

我看了看三十六计这本书，其中第一计是唐太宗征高丽—瞒
天过海之计，那是早在公元673年的事情了：那一年唐太宗率
领几十万大军亲征高丽，来到海边时，之见白浪涛天，一片
汪洋漫无边际，险些栽下马来。

大军登船渡海时，唐太宗怎么也不肯上船。张士贵见了，连
忙和其他大将商量对策。

薛仁贵说：“有一位老人精通法术，可助我军东征成功。”
唐太宗迫不及待地说：“哦，快快带路，让我亲自见见
他。”

于是，他们来到一个华丽的房间，不一会儿薛仁贵就带这一
个鹤发童颜的老人来了。

唐太宗恍然大悟！

薛仁贵为了不让唐太宗受惊，故意制造假像真是聪明中的聪
明呀！

读后感三十字篇五

整个假期，我读了很多书，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只有一
套，它就是根据中国古代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又是中
外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最为重视的智慧宝典——《十六
计》。全书分为三本，每一本都充分展现了“三十六计”中
所蕴含的智慧结晶。

翻开书第三页是《前言》，在《前言》中，我看到了这样一
句话：《十六计》是一部堪称“益智之荟萃、谋略之大成”



的兵学奇书。这一句话完全可以概括我这篇读后感，因为
《十六计》的的.确确是一部耐人寻味、值得钻研的好书。

其中共有整整三十六个计谋，可谓之计计精彩。我这里就择
要述之：苦肉计、连环计、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等等，
这些都是很著名的计策，但最著名的要数最后一计，也就是
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总之，由三十六计引出的故
事很多，说不完，数不尽。

我看了《十六计》之后，只想说一句话：它是一部使大家能
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形象的图片中领会“用兵如孙子，
策谋三十六”的精彩的好书！

读后感三十字篇六

看完《三十六计》，我感受最深的便是第十五计——调虎离
山。

调虎离山最早的意思是：考虑这种凶猛的野兽，当它们居住
在深山大泽里的时候，人们就会惧怕老虎的威风而敬畏它们。
君王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如果深居简出，人们便会害怕他
的势力。老虎若是离开它们所居住的深山幽谷而走近人类居
住的地方，人类就可以将它捕捉而失去原有的威风。做君王
的若是离开王宫而与普通人混在一起，人们就会轻视他，以
傲慢的态度看待他。所以说，老虎只有不离开它们居住的幽
谷深山，人们才会害怕它们。

看完第十五计，我在一次与朋友下象棋的时候用到了它。一
开始，他将我的一个“车”消灭了，便沾沾自喜说：“嘿，
老兄，你过十年再和我下棋吧。”而我则没有放弃，心想：
坚持就是胜利。我皱着眉头想，突然眼前一亮，我不是可以
用三十六计之调虎离山计吗？于是我用象将对方的防守子引
到外面，而用已方大子攻破城门，取得了胜利。



我读完《三十六计》后，感到：要有计谋才能成功。

读后感三十字篇七

我让妈妈给我买的《三十六计》，我读完了，我感觉这本书
挺好看的.。好多妙计，有的人用妙计把敌人甩开或彻底打败。
其它的书我看过后，过不几天就忘了，但这本书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三十六计》的独特之处它使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让我
又学了许多新词语，它剖析和解释了古往今来的经典谋略，
所列举的事例也都是耳熟目详、简单易懂的，例如：《上屋
抽梯》、《釜底抽薪》、《连环计》、《空城计》。

读后感三十字篇八

三十六计是古代人用智慧写出来的。这本书主要说军事谋略
的'类型、军事谋略的哲学底蕴等方面。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是第三十二计“空城计”。虽然空城计早在汉高祖时期被作
为谋略，但真正闻名，却是因为诸葛亮的使用。是典型的以
少胜多例子，但这个计要成功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胆量。
一定要想别人所不敢想，从容应对，才能成功。还有“瞒天
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趁火打
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都很精彩。有机会大家
都可以去看看啊。

三十六计不仅在战斗时可以用，在其它方面也可以运用。我
经常用于打游戏、下棋，有一次在网上下棋，双方势均力敌。
我见到了一着好棋，但对手盯得太紧，没办法，只好装做一
边失守的样子，引着对手在我势力范围内下子，当他一走完，
我就去他阵地里突围，哈哈，最后以半目胜出。我这招“声
东击西”，用得好不好。

前人总结的经验对我们来讲真的有好多用处。



读后感三十字篇九

战国时期，田忌与齐威王赛了一场马，结果齐威王屡战屡胜。
因为他的.马比田忌的马都高级。于是，好朋友孙膑想出了一
条计谋。孙膑先出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让齐威王乐一
下，然后出其不意，用上等马对中等马，再让中等马对下等
马，最后田忌获胜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时要冷静，思考如何战胜别人，
再漫不经心地来获得胜利。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技法：先让
别人赢一局，让别人得意起来，得意起来自然而然就会松懈，
然后，再让他们尝尝苦头，最后一击制胜。

现在，三十六计已经广泛运用到了现实生活中，使生活中处
处有智慧，让世界变得更加活跃。当然，田忌赛马这个故事
的技法也经常运用在比赛当中。

这本《三十六计》趣妙横生，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光彩，
而且也为世界增加了光彩。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看看书，总有
一天，世界会充满书香，变成一个“书香世界”。大家也来
读一读《三十六计》这本书吧！

读后感三十字篇十

可恶的苍蝇又在开“音乐会”了，把我的思绪都扰乱了，我
气得火冒三丈，决定与苍蝇大战一场。

战争在我的'骂声中拉开了序幕，我挥动手中的苍蝇拍，使劲
地往地上拍，“啪”！“啪”！“啪”！……我打得是上气
不接下气，低头仔细检查我的战果！地上连一个尸体都没有！
我恨得咬牙切齿，不得不使出看家绝活——拍苍蝇的三十六
计。我得意地使出了第一招：“突然袭击”。还真管用，但
好景不长，也是我太低估了这群小霸王，没想不多久，它们
就用“火眼金睛”识破了我的计谋。但我不服气，总得再杀



它们几个。于是，我使出了第二计：“放长线钓大鱼”。我
走进厨房，拿了一些饭粒，放在地上，馋鬼苍蝇们一闻香味，
马上赶来吃“便饭”，我等它们凑个整，“一拍八命”，真
是过瘾的不得了。可是，我以为平安无事的时候，苍蝇又来
跟我作对了，而且这次又找来了好几十个帮凶，打了我一个
措手不及。无奈之下，我只好使出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放下苍蝇拍逃回了房间。

看来这群小魔王还真厉害，不容小视，我得回归“山林”重
新改编我的三十六计。再过十年，我一定会带着新三十六计
重出江湖，打遍苍蝇无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