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读后感总结 三国演义读后感
(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三国演义读后感总结篇一

最近，我校开展了读书活动，我们读的是四大名著。其中，
一本吴承恩的《三国演义》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细细的读，
慢慢的品。里面的情节、人物深深吸引着，打动着我，令我
爱不释手。

这部书内容主要讲的是蜀、魏、吴三国纷争的故事。它叙述
了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到西晋太康元年三国统一为止。
描写了近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
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在书中，我知道了有像诸葛亮一样足智
多谋的人，也有像董卓一样恶贯满盈的人，更有像周瑜一样
小心眼的人。在《三国演义》的人物中我最欣赏的要数诸葛
亮了，他通天文、知地理，不管别人有什么计谋都瞒不了他。
他能利用自然环境及气候变化来完成用兵之计。

我觉得最精彩的故事是《草船借箭》。由于诸葛亮聪明博学，
用兵如神，这便使周瑜非常的'嫉妒，心怀诡计，他把诸葛亮
看作是东吴一患，要找借口害他，于是对诸葛亮说在水上打
仗最好的兵器是箭，这当时没有造箭的条件下却要他在三天
之内造出十万支弓箭，如果完不成就要严惩。但诸葛亮却胸
有成竹凭他的智慧和学识，在三天内向曹操“借”了十万余
支箭，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关羽也是英雄，他因为愤愤不平，而杀了家乡的解良恶霸，



所以也来投军;张飞虽然说是个急性子，但是他从不向无能的
人投靠，对自己的结义大哥二哥听命是从，也为百姓着想。
所以，他们三人就像现代中人们的公仆，为人民服务。

读完《三国演义》之后，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为
一个能像诸葛亮一样博学多才、聪明能干将来对社会有用的
人。

三国演义读后感总结篇二

在劳动节假期，我读了一本书，叫《三国演义》的书。

这本书主要写的是公园一八四年黄巾军棋艺至二三零年西晋
建立统一了中原。

这本书描述了各国的军事、政治、外交和其他战争，揭示了
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显示了统治者的无能，反映了老百
姓对战争和分裂的反对。 要求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众多的人物中，我最欣赏的是诸葛亮和赵云。赵云素
有“常山赵子龙”之称。赵云勇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五虎将。
在曹操的.十万大军之上，杀人灭口，来来回回七次。不管是
哪个曹将军，都不能打败他，但是让赵云科去吧！

虽然诸葛亮呢？名称姓诸葛亮，被称为“卧龙先生”，总是
在羽毛扇的手中。这样，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安静的性格。更
令人敬佩的是，她能理解天文，地理吧！同时准比现代乐器。
我听说他是在世界上仅次于五丈原去，还用自己的木制雕像
吓跑敌人，是“死诸葛吓辜负”呀！

看完了这本书，我想那时候的争斗，和现在的分班也一样，
那时的兵便等于我们现在的知识。我要对学生自己说：“我
要好好学习。”



三国演义读后感总结篇三

夜，静悄悄的，我翻开《三国演义》，想再次回味那位令我
疑惑的“神机老人”的风采。

忽然，灯灭了。四周漆黑一片。一股凉风扑面而过。不一会
儿，桌上多了一根点燃的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中，我发现我
的对面坐着一个人。

手执羽扇，头裹素巾，坐在一张木制花椅上，犹如仙人一般。
我立即明白过来，便走上前去。

“前辈，”我开口了：“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决
走出茅庐辅助刘备呢?”

他一点也不迟疑，甚至用一种愉快的口气回答道：“先帝乃
一守信讲义之人，心胸宽广，有王者风范。能够放下身份来
请教我，已是很难得了。而我受他三顾之恩，又岂有不助他
一臂之力的道理呢?”

“那，你既然为其效力，在华容道时，你应派其他将领埋伏
于此，将败将曹操一举歼灭才对呀。”我说。他听了，笑一
下，接着说道：“我若在此时将曹操一举歼灭，那曹操的后
方一定大乱，使百姓又遭受战乱之苦。而关将军在此前，曾
受恩于曹操，故我送关将军一顺水人情，借他之手，放了曹
操。于敌于我，都是有利的。”

我沉思了片刻，又问了一句：“那你有没有料到，日后的蜀
国会被灭掉呢?”听了这个问题，我竟发现他的脸上不再有愉
快的光辉，取而代之的是不尽的惋惜。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天意弄人。先主创下的基业就这样毁于一旦，我也很痛心
啊!可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在受先主拜访之前就已猜
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很惊讶，他却丝毫未停顿：“先主的实力在当时是很弱小
的。虽然后来有所发展，但实际上，力量根本无法同魏国相
抗衡。魏国接受了汉的领地、兵力，大小诸侯多听命于他，
这是我们所不及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后主实在令人失望。他的所作所
为根本无法同先主相提并论。这两点原因，是蜀被灭的根本
原因。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我曾说，‘谋事在人，成
事在天’，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我点了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历史永远是向前发展
的，它不会因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

他见我沉思，便又补充了几句：“其实，历史的车轮不停地
转动，没有谁能够阻止车轮前进或是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在
这个世界上，历史是唯一不能改变的。”

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改变昨天的故事。

又是一阵凉风吹过，蜡烛灭了。他，走了。

昨天过去了，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今天呢，是否能改变?

静静地，我深思着……

三国演义读后感总结篇四

五字品《三国演义》忠织席贩履却不忘报效国家。黄巾叛乱，
独自望榜叹息，结识了羽、飞是他一生驰骋的翅膀。

仕途不顺，没有泯灭他振国兴邦的志向，纵使是第9路诸侯也
要铲除乱臣贼子;没有容身之处又如何，他依然为了兴复汉室
奔波劳累;兵少将寡，他依然不与奸邪为伍，他毅然决然的守
住徐州。三顾茅庐，那是他救民于水火的渴望，收取西川，



北上伐曹那是他分内之事，因为他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刘
胜之后，大汉皇叔刘玄德。

孝单福，一个虚假的名字，却不能掩盖住他的才能，初为刘
备军师，便立下赫赫战功，破曹军八卦阵，不慎路出马脚。
几天后他收到了家书，那是家母的信，言曹操将杀了她。那
是封假的家书，可是身为人子，他不能见自己的母亲遭人祸
害。

自古忠孝不两全，却以百善孝为先。他辞别了刘备，走上了
一条诠释善孝之路，这一去却害死了他的母亲，他用悲与疼
缠裹着自己的才智，用一生的前途守着对母亲的孝。徐庶，
一个在书中描写很短，但他是我经常想起的名字。

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
迟。”身居卧龙岗，心知天下事。欲守明主，以展青云之志。
隆中三策早已成竹在胸，火烧新野那是他初出茅庐的小手笔;
舌战群儒，只是谈笑而已;火烧赤壁方显他的才智。

借荆州，气周瑜，取西川，定蜀中，又是何等的英雄。白帝
城托孤，是刘备对他的信任，对他才能的肯定;居相府，退五
路雄兵，七擒七纵，让对手心悦诚服;北上伐魏，七出祁山，
是何等的毅力;木牛流马，是那个时代科技的曙光。空城计，
更从心里上战胜了敌手;五丈原，是人们对他永久的怀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中华大地出英才，千古
智绝诸葛亮!

义结义誓言千古仿，铮铮铁骨无来者，桃园三杯酒注定了他
要与两位兄弟同生共死。随刘备流浪毫无怨言，许都的锦衣
玉食却无法掩饰思念兄弟的惆怅。汉寿侯爵又如何;闻兄河北
不还是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吗!他傻不?不!那是他对人们叙说
什么叫兄弟之义。

华容道上立下生死军令状，誓斩曹操。可往日情分怎么能忘，



座下赤兔马是曹操所赠，身上青蟒袍也是其所赐，他忆起当
初被曹操围困，曹操没有杀他，而是礼贤下士，自己还斩了
他六员大将……他心软了，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还是放走
了曹操。

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吗?可他做到了，因为他是义神关帝
爷。奸白色的脸谱中，透出阴森之气，一副奸诈模样，也许
那并不是他的本色。

宁为我负天下人，也不教天下人负我，那是他做人的信条，
也是他内心的读白。刺董卓，拟矫诏足见其奸雄本色，挟天
子以令诸侯，那是他称雄的手段。

五字，不足以诉尽对《三国演义》的感慨，它的内涵与魅力
概述了政治与军事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一部经典巨著。

三国演义读后感总结篇五

三国演义_250字

《三国演义》，为我们刻画了性情各异的历史人物：神勇无
比的赵云，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诡诈多疑的曹操，粗中有细
的张飞，情深义重的关羽，以及谦逊亲民的刘备。

诸葛亮是我在《三国演义》中最喜欢的一个人物。他足智多
谋，神机妙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晓历史，后占未知。
空城计、草船借箭等，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他死后，还
用计下退了司马懿，正所谓“死诸葛亮吓退活司马懿”。曹
操，我却不太喜欢。尤其是他为了自己的面子杀了杨修、孔
融、华佗。尤其是华佗的被杀，使我国失去了非常宝贵的医
疗技术。我也不太喜欢张飞，虽然他很重义气，而且还粗中
有细，但他性情爆燥、喜欢酗酒，而且还经常打骂士兵，最
后也因此脑袋搬家。



群雄纷争，逐鹿中原，充满豪迈，也造就了英雄。但老百姓
却因战争生活朝不保夕，使我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和平幸福
的生活。

读了《三国演义》有感_250字

最近，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的好。

书中，有多疑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谦虚的刘备，勇
敢的张飞……从桃园三结义到三气周瑜到三国归晋中，有着
很多战争故事。

张飞，他开始脾气还好，可是，一听说关羽被孙权杀了，脾
气就暴躁的不得了，总是殴打士兵，结果被他的手下害死了。
三国里，我比较喜欢诸葛亮，因为他有勇有谋，曹操就是中
过他“火烧赤壁”这个计谋，把曹操的军队烧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最佩服他。

《三国演义》读过后，使我受益匪浅，它真不愧是我的良师
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