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读书感悟 三国演义作品读
书感悟(精选9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一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讲述了那时群雄纷
争、英杰辈出的战乱年代。其中令我感触深刻启示巨大的要
数草船借箭这个故事了。

三国时期，周瑜见诸葛亮平时料事如神，心里很妒忌，就想
方设法刁难他。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提到我们
国要与曹军水上交战，但是紧缺弓箭，请先生十天之内赶造
十万只，先生不要推却。周瑜故意刁难诸葛亮。但是诸葛亮
却好不推却地答应。说不需要十天，给他三天就够了。能在
十天之内造好十万支箭，都简直是天方夜谭荒谬之论了，更
别说三天了。诸葛亮真是自吹自大。周瑜心想。

大家想，诸葛亮造箭，肯定不会用普普通通的造箭方法，他
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呢、

第二天，诸葛亮向鲁肃借了二十多艘船，和许多青布幔子，
草把子。并嘱咐他不要让周瑜明白我用这些材料，不然他的
计划就泡汤了。

前两天，诸葛亮没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四更，正是曹军出
征的时候，那时大雾朦胧，雾就像一个白帐子笼罩在江边，
根本看不清有什么东西。曹操用两眼眺望，隐隐约约地看见
了二十几条船，和许许多多的士兵正搭船驶向自己的营地。



他就派弓箭手往那些像士兵的草把子射箭。那一瞬间，万箭
齐发，弓箭像箭雨一般地打在草把子上。诸葛亮和鲁肃坐在
船仓里尽管饮酒取乐，等齐刷刷的箭雨一向下到了天亮。

早晨，一个个草把子上插满了数百支箭。诸葛亮数了数，足
足有十五六万支。于是，诸葛亮派士兵把那十五六万支箭搬
到周瑜那儿。周瑜一看，长叹:“先生神机妙算，我甘拜下风
啊!”

读了故事后，我深有感触。诸葛亮真是足智多谋。如果想要
用草船借箭，务必先算计好天气、时间等事件。而诸葛亮把
这些事件都计算得准确万分，才导致了他的借箭成功。如果
没计算好的话，不明白曹军什么时间出征，不明白那是什么
天气，借箭能成功吗这就说明诸葛亮谋略过人，诸葛亮的借
箭计划能够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来形容。一般人想到达这
种境界都是很难的。诸葛亮的谋略、智慧真值得我学习。

周瑜其实也是以为挺聪明的统帅，他担任着吴国的大都督，
这但是一个很高档的职位。他以前用连环计把曹军打得落花
流水，逃之夭夭。这么聪明的统帅，就是嫉妒心太重，才导
致老是比但是诸葛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气周公瑾(为周瑜
字)，那时周瑜连用了三次破蜀之计都失败了，导致自己身体
里的毒素加深(被毒箭射的)，最后气绝身亡。那时的诸葛亮
只是稍微地动动手指头哇。就是因为周瑜度量小导致的。周
瑜我真想送你一句话:“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做人必须要度量
大啊。”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二

《三国演义》家喻户晓，名扬天下，广为人知。读完一遍，
令人荡气回肠。

《三国演义》写的是汉末时期，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故事。
魏王曹操，蜀王刘备，吴王孙权，并有妙算军事诸葛亮、庞



统、周瑜，猛将军关云长，赵云，张飞，许褚等等构成了三
国鼎立的局面。军事的神机妙算，猛将军的智勇双全，好汉
的义气，小人的奸诈，铸就了三国曲折的故事，才有罗贯中
笔下的千古名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中，神机妙算的军师无过于卧龙诸葛亮了。赤
壁一把火，烧得曹兵丢盔弃甲：三气周公瑾，气得周瑜口吐
鲜血而亡。孔明舌战群雄，智激周瑜，奇谋草船借箭，更是
脍炙人口。正如徐元直所说：“凤雏伏龙若得一人，天下可
安矣”。此并非夸大其词。在诸葛亮面前，曹操千军万马何
足挂齿。孔明如刘备一臂，令人心服口服，声声称奇。

三国中的猛将军，那可是好汉如云。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
兄，桃园三结义不忘兄弟，过五关斩六将不在话下，单刀赴
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大义凛然;猛张飞大闹长板桥，一
声吼，喝退曹兵百万，令人闻风丧胆;智取隘口，有勇有谋，
义释严颜，刚中有柔。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曹兵百万，毫
无惧意;冲阵救阿斗，如入无人之境。曹操也称之为一员虎
将“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长山赵子龙”。他们的智勇令人
赞叹，他们的壮志忠心与义气，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手捧《三国演义》，在三国战争中畅游，时而与关云长、张
飞征战沙场;时而与诸葛亮出谋划策。我仿佛看见了赤壁之战
中，熊熊大火燃烧着敌船。回想眼前，中华民族英勇的气概、
超人的智慧在罗贯中笔下众位豪杰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他们的引领下，中国将会走向世界顶端。我被罗贯中笔下
众多人物的事迹感染着，我将会像他们一样，纵横沙场，报
效祖国;出谋划策，壮大祖国。即使不会像关羽，赵云，诸葛
亮那样文武双全，也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心尽力。

合上《三国演义》，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被书中许多
人物的豪情壮志激励着。我决心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叫《三国演义》的小说，这本书深的我



的喜爱。

《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是作家罗贯中写的。讲述里
汉朝末期，诸侯，纷争兼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
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国演义》就是这一史时期的故事。所
为三国即魏、蜀、吴三国。

三国演义里有用许多人物我最喜欢诸葛亮因为他有智有谋，
印象最深的是故事《诸葛亮计退五路大军》。故事讲述了魏
国司马懿请来了蛮王孟获、潘王轲比能和动物孙权以及魏国
大将曹真、蜀国叛将孟达，兵分五路正准备攻打蜀国。

只可惜这一切被诸葛亮很快打听到了，他先派在潘王轲比能
国家声望很高，被称为“神武大将军”的马超坚守西平关，
潘军一到不敢进攻，自然退去;他又派大将魏延用“疑兵计”，
将蛮王孟获迷惑其中，不战自退;然后模仿与叛将孟获有生死
之交的李严字给他写了一份信，孟达定会以生病为由不参战，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支兵打败：魏将曹真如果看到蜀
兵不出兵，不久定会收兵;至于孙权，诸葛亮派人前往吴国与
孙权讲明之间利害。并与其和好。就这样，五路军就都大败
了。诸葛亮真是了不起，不费吹灰之力便把这五路大军击败。
我真佩服诸葛亮的聪明绝顶，我要向他学习。

《三国演义》中还有许多风云人物，有时间，你也可以仔细
看一看!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三

俗话说：开卷有益。的确，读书是一件十分有益的活动。一
本书，可以陪伴你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读一本好
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正如歌德所说，人的一
生以书为伴，时刻谨记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浩瀚的文学
海洋里，有许多经典且不朽的作品。如曹雪芹的《红楼梦、
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等。其中我



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

今年寒假，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开了《三国演义》这本名著。
我在时而紧张、时而感动的情节中，我看出了曹操的狡诈、
刘备的谦虚恭谨、孔明的智慧、，周瑜的心胸狭隘。每一个
人物都有着不一样的品格。我不由自主地赞叹道：“这本书
真是太精彩了！”

在这本书里的人物中，有人说孔明是英雄，因为他足智多谋，
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是千载难逢的奇才、贤相。火烧新野、
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六出祁山…无不体现这一点。也有人
说关羽是真正的英雄，他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过五关
斩六将，虽最终大意被吴军斩杀，但不得不说他是一名难得
的武将。但我最喜欢的是长山赵子龙——赵云将军。

赵云，五虎将之一，长坂坡上为了守护刘备之子——刘禅，
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还能与曹军战个七进七出，身上却没
有伤痕（书中写到，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如此大胆难怪刘
备说道:“子龙一身都是胆”。不仅是刘备，曹操也对子谦称
赞过他：“子谦我没有看错，山上那位将军是神龙下凡。”
这些就是对他最好的赞赏。

除了《大战长坂坡》，他的事迹数不胜数。比如《凤鸣关》。
诸葛亮初出祁山伐魏，赵云请为先锋。诸葛以其年老激之，
赵云历数战功，坚决前往至凤鸣关。果力斩魏军大将韩德父
子五人，所以又名《力斩五将》、《力劈武将》再次展现出
大将之风。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到了公元230年，曾经奋勇杀敌的
赵云将军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在成都死去，享年76岁。

书，是一叶小舟，带我们去到知识的彼岸；书，是一把金钥
匙，带我们打开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就是一种享受，
让我们好读书，读好书，让更多的人知道读书好。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四

这些天，我读了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所著的
《高老头》，感触很大。这部伟大的作品深刻揭示了当时法
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以及人与人之冷酷的金钱关系，读来让人
震撼，同时也为巴尔扎克对社会的深刻揭露而慨叹。

故事发生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巴黎。主人公就是高里奥老
头和拉斯蒂涅，此外还包括伏脱和鲍赛昂夫人。这四个人各
自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却从不一样角度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社
会现象——金钱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它诱人堕落，它把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酷无情，它导演出一幕又一幕的人间
杯具。

高里奥原是面粉商。大革命时期，他趁灾荒年搞囤积，大发
了一笔横财。为了让两个女儿攀上一门好亲事，他把自我大
部分财产分给了她们。可是，两个女儿眼里仅有钱，可是两
年，就把父亲从自家赶出来，可怜的高老头不得不去租住破
旧的公寓。间，他把自我的心血和财产都给了两个女儿，可
最终却像被榨干了的柠檬壳一样被女儿们丢弃。直到死，两
个女儿为参加舞会都不愿见自我父亲最终一面，让他含恨而
终。这样的社会，哪儿还存在道德梦想？金钱才是全社会的
统治者，得之者胜，失之者败。而作品另一个主人公拉斯蒂
涅，更是经历了一个堕落的过程。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生
活所构成的强烈比较之下，他的性格慢慢发生了变化，贫富
差距不断刺激着他的欲望，最终抵不住金钱的诱惑，走上了
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道路。作品中所描述的这些世态炎凉，让
人惊叹，促人深思。

谁能够说当今社会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多少人一旦走向社会，
就禁不起金钱和各种利益的引诱，最终充当了金钱的奴隶。
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偷盗抢劫……不都是为了钱吗？可是
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可是是整天的恐慌，度日如年，最终
还要应对阴暗的牢笼，遭世人唾骂。为什么我们总是如此不



细心，落入了金钱的圈套呢？为什么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呢？
难道我们就不能主宰钱财吗？能！当然能。“钱不是万恶之
源，仅有当你过分地，自私地，贪婪地爱它时，它才是万恶
之源。”

可见只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正视钱财，堂堂正正地做人，
就不会陷入金钱的泥沼。

高老头作品读书感悟5

时间悄然流逝，斗转星移，唯一不变的是知识的汲取。十分
荣幸品读了法国大文学家巴尔巴克所著的《高老头》，文中
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令人
感同身受，资料及其丰富，集聚了戏剧性，令人回味无穷。
不禁想起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一样的刻画现实，一样
的令人为书中人物感到惋惜。

《高老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面粉商，中年时，妻子死去，
他将自我所有的爱全部放在了两个女儿的身上，不得不说，
这份爱浸透了父亲的决定，他为了女儿能够进入到上流社会，
能够享受着荣华富贵以及人们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他年老
时能够得到女儿的孝敬，于是在她们出嫁时，高老头分别拿
出了80万法郎作为陪嫁，让大女儿嫁给了雷斯托伯爵，小女
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可是当高老头患病时，他们却无一人
照看，他们只是一味的向高老头索取，他们被金钱蒙蔽了心
灵，忽略父爱的伟大，让高老头孤独终老，受尽了苦难，抱
憾而终。这份爱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在他的葬礼上，女儿
均未到场，丧事也是由外人操办。

这部著作反映了社会的欺骗、虚荣、浮华，它不仅仅描述了
高老头令人悲伤的一生，同时也叙述了另一主角拉斯蒂涅的
变化。刚开始时，拉斯蒂涅是一个有知识、有梦想、有抱负
的青年，他想来到巴黎发展，想在巴黎做出一番事业，从而
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可是巴黎处处透露着欲望，他的朴实



被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所吞噬，他的第一位领路人是他的表
姐，表姐的指点让他陷得越来越深，陷入上流社会无穷无尽
的欲望里。他之后向伏脱冷请教，伏脱冷告诉他如何才能进
入到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寡廉鲜耻让他失去了原有的最终
一丝真诚。是拉斯蒂涅帮高老头料理了后事，经过高老头，
他了解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的所作所为，被高老头无私的父
爱所感动，他痛恨高老头女儿对高老头的索取，可是应对欲
望却有没有抵抗的本事。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五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开头，就把
人带进了那三国鼎立，谁与争锋的时代，心情也激动了不少。
《三国演义》里又感人，有毒辣，有激烈……读之不禁让人
拍手叫好。

是的说起三国演义，每个人第一想到的就是“宴桃源豪杰三
结义”。“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
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的刘备;“身长九尺，鬢长两尺，
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关羽;“身八尺，
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笨马”的张飞。这三
位豪杰一聚首，一结拜，是小说生动了不少，才引出后文一
大堆精彩情节，读到后来，认为刘备这大哥当对了，虽无关
张二人之勇，却有沉着稳重之势，才能“三顾茅庐”请到那
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诸葛亮。

在“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这一回，让我不得
不佩服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周瑜好歹也是孙权的军师，竟中
了诸葛亮的雕虫小技，让孙权心甘情愿帮刘破曹，看来真是
英雄难过美人关，周瑜为了小乔，孙权为了大乔，不让曹操
夺走，甘愿与曹对立，这也告诉我了一个道理：学习只有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得了解空气，才能让别人心甘情
愿依着你。周瑜不愧是周瑜，后来发现自己中了计，才咬牙
切齿，深知诸葛亮不可小视，三番五次的相知诸葛亮于死地，



让他三天找来十万支箭，周瑜认为这样可以难倒孔明，终于
可以光明正大的以除后患，没想到他的计谋还是被诸葛亮料
到，才有了“用奇谋孔明借箭”，诸葛亮就是诸葛亮借天气
是曹操面红耳赤，诸葛亮这一借可谓借出了本事，不禁让我
这个读者赞叹不已，也让周瑜佩服不已。因此，两人共商破
曹大计，那就是“献密计黄盖受刑”。为了吴国，这位忠心
的老将甘愿北大一百脊杖，五十棍，看着书中黄盖皮开肉绽，
鲜血迸流，昏厥几次，我早已热泪盈眶，为这位忠臣鼓掌，
正是“勇将轻身思报主，谋臣为国有同心。”

最精彩的想必是“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的“赤壁之战”这一火攻，更是使曹军大败而归，连曹操都
险些丧命，幸亏有几位大将竭力保护，才带着残兵突出重围，
这一仗让我觉得打得真好，痛快人心，看到曹操逃亡在诸葛
亮智算的华容道上，几次大笑诸葛亮愚蠢，这时伏兵一拥而
上的情景时，我难免有些不解：诸葛亮难到连伏兵突击的时
间都算准了吗?仿佛曹操被捕的局面已定，是关键时刻关羽还
是放了曹操，也许是天注定要饶曹一死吧，只能无奈!

最后的”降孙皓三分归统一“，也许是较完美的结局吧，司
马懿所在的魏国，最后还是统一了三国，完成霸业么仍在刘
备曹操孙权时期，可谓是不相上下，有赢有输，有悲有喜，
但无论怎么说，还是曹操曾统治的魏国打了胜仗，自此三国
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者矣。

合上全书，有太多吐不尽的感受，我也曾想，刘备如果没有
诸葛亮，孙权如果没有周瑜的局面又是怎样?因此，我还是很
欣赏不受众人欢迎的曹操。被称为”曹贼“不仅是因为杀了
太多无辜的人，更是因为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
人负我“的”名言“。所以”乱世之_雄“的评价，几乎成了
他的盖棺定论。身边虽然没有像诸葛亮、周瑜一般的谋士，
却有自己的大智，想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策。而曹操
自己的说法却是”奉天子以令诸侯“，不管是”挟天子“还



是”奉天子“，曹操都用了”智“。即使是生命垂危，也依
然关心妻子儿女。不管曹操是”枭雄“还是”_雄“，他都有
自己的个性。

魏、蜀、吴这三国，曹、刘、孙这三人，注定得同时出现，
哪怕是少了一国、一人，都会显得索然无味。明争暗斗，三
国争锋，才是这本书的亮点，刘备的”仁“;孙权的”贵“;
曹操的”智“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也是最为精彩的一点。

读三国演义，评天下大势。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六

关于关羽的故事有很多，如温酒斩华雄，白马坡斩颜良诛文
丑、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华阳道放曹操、单刀赴会等。
人们常用义薄云天刚愎自用来形容关羽。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做一个既忠诚，又机智，还多
读书的人。就像诸葛亮，赵子龙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做一
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能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七

我读了《三国演义》之后，那是感叹万千啊!特别是对人物，
各种人物有各种不同性格，有的会引人发笑，有的会让人忍
不住破口大骂，有的会让人不得不打心底佩服。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就直接飞奔进入主题!看看，我对这些
人物有什么不同的感想吧!

首先，我就先讲最喜欢的人吧，他是诸葛亮，字孔明，全称
诸葛孔明。是刘备的军师，他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可算得
上帮了刘备许多大忙，还把周瑜气死了。可所谓真是神机妙



算，人杰地灵!

其次是我最佩服的人，他就是关羽，字云长，全称关云长，
也有人叫关公，他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之一，他英勇善战，是
军中猛虎，他手持青龙偃月刀，可谓是血性男儿，铁血精英，
义字当头啊!

接下来，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人物，他是张飞。说起长相也好
玩，胖胖的，粗胡子，大脸，居然还睁着眼睛睡觉。张飞他
字翼德，全称张翼德。

最后，我讲讲我最讨厌的人物，刘备字玄德，全称刘玄德，
我最讨厌他嘛，有三个点。长相丑，克主，不讲义气，背弃
了结拜誓言。

好了，我的.感言发表完了，不知道你对我的观点同意吗?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八

《三国演义》是当今四大名著之一，书上写的是从东汉末年
到晋朝统一年间的传奇故事，此书刻画了近两百人物，每人
都身怀绝计、各有千秋，甚至不少人文武双全，才智过人，
但我最敬佩的是那些有勇有谋，骁勇善战，且为了自己的国
土拼战到底的英雄，我是他们的铁杆粉丝。

《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胆侠义
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赤膊上阵的许褚，抬棺上战的庞
德，阴险狡诈的曹操，软弱无力的刘禅……其中我最喜欢关
羽，因为他武艺高超，对刘备忠心耿耿，而且过五关斩六将，
谁见了不喜欢啊!书中有些词语也是耳熟能详，如：三个臭皮
匠，赛过诸葛亮、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等词语对
我终身受益。

文中桃园三结义给我印象很深。刘备、张飞、关羽，这三人



同甘共苦，结为兄弟。刘备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
过膝，相貌端正。他能够从最初卖鞋为生，到后来让比他聪
明的人鞍前马后伺侯他，确实让人高看一眼。张飞，豹头环
眼，满脸胡子，那长相那气质和《水浒》里的李逵有得一拼，
虽然大老粗一个，但是直率仗义，但是最终因粗暴鲁莽的性
格葬送了他。关羽，身长九尺，胡须二尺来长，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

原先我看这本书时只是看着玩，而我四年级了，再翻开回味，
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一个人要做大事，不能只为了眼前的利
益，并且要谦虚谨慎，否则会象杨修一样，因为张扬自己惹
来杀身之祸。我想，如果等我上了初中再拿出重温，因为心
境不同，所以必定有另外一番感悟吧!

三国演义读书感悟篇九

三国中，有很多值得让人敬佩的人，最令我敬佩的，并不是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而是似乎不是很起眼的一个人——
徐庶之母。

曹操很欣赏徐庶，但徐庶去辅佐刘备了，这让曹操十分生气
郁闷。程昱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把徐庶的母亲“接”来。

从曹操的角度来讲，这的确不失是一个好主意，徐庶为人至
孝，幼年丧父，弟弟徐康病故，老母无人侍养，用徐庶的母
亲来要挟徐庶，似乎是可以行的通。

曹操手下的人办事效率很高啊，没几天就把徐母带来见曹操
了。曹操先说刘备并非宗室，又说刘备不是好人，连蒙带忽
悠地想让徐母写一封信给徐庶，让他来许都，不要跟着“逆
臣”刘备“造反”。不过徐母可不吃这一套，先说刘备是宗
室，又说刘备是好人；先极赞刘备，又大骂曹操。说完了还
顺手捞过石砚冲曹操猛砸啊！简直快把曹操气死了，但程昱
明白，徐母不过是求死以断徐庶后顾之忧，没让曹操杀了徐



母。程昱又模仿了徐母的笔迹，伪造了家书一封，以徐母性
命威胁徐庶。

徐庶星夜赶来，徐母大吃一惊。知道了徐庶来许都的前因后
果后，徐母气得拍案大骂徐庶愚笨，上了曹操的当，有辱先
祖，骂得徐庶拜服于地。前骂曹操可敬，后骂徐庶更可敬。
骂完徐庶后，徐母回屋后就自杀了。

贤哉徐母，流芳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