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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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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合上《三国演义》，
那首诗任然在我脑中回响，久久不能散去。

《三国演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作者罗贯中用一支笔，
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让人感到有血有肉;《三国演义》，一
个人尽皆知的名字，作者罗贯中用一支笔，将故事写得活灵
活现，让人感到身临其境。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几百年了，但是当年那《桃园三结义》的
三人的誓言依然回荡在我的耳中。当年那《虎牢三英战吕布》
的刀枪棍棒的交织任历历在目。当年那求贤若渴的刘备《三
顾茅庐》，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请出山。

读了《三国演义》，让我受益匪浅。

鲁莽的张飞让我懂得了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忠勇双全的关于让我明白了对待朋友都要讲义气。

…………合上厚厚的书，那首《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
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人在我的脑中回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三国中有著名的“三绝”——“智绝”“义绝”“奸绝”!下
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三位三国人物。

“智绝”非诸葛亮莫属。他可谓才智绝伦，总能神机妙算，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一不通。一代良相可谓流芳百
世。“草船借箭”一文中，虽在之前失了很多箭，但诸葛亮
却妙计一施，轻松夺回十余万支箭。在“赤壁之战”之前，
刮得一直是西北风，曹操以为自己即将得逞，但诸葛亮得知
后不慌不忙，早已算出不久将刮东南风，果不其然，交战当
天刮起了东南风。诸葛亮正是凭着他的智慧与遇事的沉着冷
静使众人不得不甘拜下风，因而一举夺得“智绝”这一美称。

关羽，可谓武功盖世，而在他身上体现的更为突出的是他的
义胆忠心。在《三国演义》里，当关羽得知刘备的去向后，
关羽不忘当年誓言，舍去曹操所赐金银，如数返还，并且把
金印挂在墙上，随后低调的离开。关羽为了当年与兄弟许下
的誓言，能放弃财宝与种种利益，其精神不得不让人由衷赞
叹。然而，也正是他的“义”制造出不少麻烦。赤壁之战后，
曹操逃命经过华容道，恰是关羽自告奋勇守在这儿，并向诸
葛亮答应不会因旧情而放行，可是仅仅是曹操三言两语，就
使关羽忆起当年之事，尤是感动，竟一抬手放了曹操。其结
果可想而知，若不是刘备求情，恐怕关羽也性命难保了。

“奸绝”必然是曹操了，他胸怀大志，却狡猾多疑，可谓盖
世之才，却不护忠义。《三国演义》有一回里，曹操同汉献
帝打猎，其实早有预谋。在汉献帝三射鹿而不中时，曹操竟
擅自拿来皇帝的金箭，一箭射中，众人看是皇帝的箭，以为
皇帝所射，连喊“万岁”，此时，曹操的.不忠之心已经一览
无余，竟然挡在皇帝面前受众人之拜。如此小人，“奸绝”
当之无愧!



三国人物，个性鲜明，人性中的精华值得我们学习，而那些
糟粕，我们则应敬而远之，以之来做警钟。

《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之一，为罗贯中所编写。这本书已
家喻户晓，但是我初次拿着到这本书，看着看着，被里面的
情节、人物深深吸引着，打动着，令我爱不释手。

孔明一生铺佐明君，为国家着想，任劳任怨，从来没有过什
么要求。他常常协助使自己的国家打了胜仗，是一个出色而
又尽心尽力的军师。可孔明真是不幸，偏偏遇上了一个软弱
无能的阿斗皇帝，才到54岁就活活的累死了。这个名副其实
的无能阿斗皇帝，还把人害死了，真是不应该呀!

刘备、关羽、张飞是在桃园结义的生死兄弟。他们在讨伐黄
巾起义军胜利后，却只得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真是老天无
眼哪!后来，靠公孙瓒大人他们才任平原县的县令。他们三个
人都是英雄豪杰。刘备是皇室后代，父亲是中山靖王，他有
心去投军，为天下百姓着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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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三国演义》中的大人物、大豪杰、大英雄还有很多
很多，多得触手可及。这些人物很值得我们学习。

平时，我不太喜欢帮助别人，如果别人遇到了难题，我就不
太喜欢帮助别人，但是我看了《三国演义》这本书之后，就
不这么做了，好像自己变得开朗大方起来。我觉得我们应该
像英雄人物一样，全心全意帮助别人，保家卫国，无私奉献，
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六年级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二

在〈三国演义〉里，有野心勃勃的曹操，求贤若渴的刘备，
大侠风范的关羽，如虎咆哮的张飞，鞠躬尽瘁的孔明，义胆
忠心的赵云……这些人物在罗贯中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里面，我对诸葛亮这一人物颇为喜爱，“运筹于帷幄之间，
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名言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羽扇一
挥，整片江山都在他脚下。嘴角一弯，整座繁城都在他眼中。
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在三国，没有人不知
道“卧龙先生”的，百姓们一听到“卧龙”二字，眼中都浮
现了崇敬。连司马懿都连连叹到：“只能料其生，未能料其
死。”从刘备把孔明先生请出茅庐的那一刻起，他注定要为
天下呕心沥血地奉献自己的一生;从刘备把军师的官职给予他
的那一刻起，他注定要为主公鞠躬尽瘁地奉献自己的一生。
虽然他未能完成大业，但他的一世英明是永远也无人能代替
的。

读完〈三国演义〉，我颇有感悟。我觉得，在这部小说里，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与主张。虽为君臣关系，但君王无
能，也可以弃暗投明。还有，我明白了，“好心有好报”的
道理，曹操平日残暴，到最后，不是差点死在关羽刀下。而
刘备一直用心良苦，善待百姓，号称“卧龙”和“凤雏”的
两大奇才都为他效劳。

我相信，大家读完〈三国演义〉后，都会有所领悟一番。

六年级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三

儿时的我，就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而对于三国这段历史，
爷爷已给我讲过许多三国中的故事了。在我读了《三国演义》
小说后，我才更加真切地感受了一下这段历史。

《三国演义》这本书，属于历史小说，讲东汉末年黄巾起义



到董卓进京，从董卓乱政到诸侯聚起，从三国鼎立到重归统
一，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我喜欢《三国演义》上的一些忠
烈将士，我认为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凛然的英雄气概。

从《三国演义》中，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作者罗贯中写得
很含蓄，直接写故事，并无一点废话，但我通过自己的揣摩，
从《三国演义》中明白了一个异常深刻的道理：所有人都是
败在自己的缺点上的。

《三国演义》中没有一直活下去的人，但因寿终而死的人也
很少，大概都是死于一场大败，而这“大败”就是自己的缺
点造成的。比如：曹操疑心太重，由于怀疑医生华佗要谋害
他而杀了这位名医，导致无人为他治病而身亡；关羽骄傲自
大，不肯依照“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原则去做，导致败
走麦城而死;刘备太重情义，急切地要为关、张二弟报仇而大
起蜀兵伐吴，结果大败而死；周瑜心胸狭窄，被诸葛亮气死；
张飞脾气暴躁，因得罪了下属被手下范疆、张达所害；黄忠
立功心切，结果因中埋伏而死等等。他们这些缺点都害了他
们，最终导致失败或丧生。

读《三国演义》使我想到了自己的缺点，我的缺点是书写太
乱，字迹潦草，这个缺点已使我“大败”好多次了，尤其是
考试时的作文。有一次考试，由于我作文书写太乱竟被扣了
七分。想一想，如果不改掉这个缺点，将来必定会吃亏的。
考大学时高一分就可压倒千万人，如果低一分就会被千万人
压倒。假如那时我因为字乱而被扣掉七分，那将会被多少人
压倒，会失掉多少机会呀！

读《三国演义》使我有感而发：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缺
点就是一块大石头，如果不将它及时搬开，那么迟早会有一
块将你绊倒的。

教师评语：从这篇读后感中可以看出，你有很强的阅读理解
能力，能从众多英雄的命运中得出一个结论：他们都败在自



己的缺点上。进而联系自己的缺点——书写太乱来谈自己的
感悟，谈得深刻、真切，读来引人深思。

六年级三国演义读后感篇四

星期天，我阅读《三国演义》这本古代名著。当我合上书轻
轻放到书桌上，书中描绘的三国鼎立的一幕幕浮此刻我的眼
前。在三国时期的各路英雄中，我最喜欢的'是赵云。

赵云人称“常山赵子龙”，对蜀国忠心耿耿。他从20岁起就
追随刘备南征北战、奋勇杀敌。他身经百战、所向披靡，无
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动摇那份忠心，直到白发苍苍仍为
蜀国四处征战。他一生中立下无数战功，为蜀国的江山社稷
耗尽心血，堪称忠义的楷模。

赵云勇冠三军，是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长坂坡单
骑救主，他在十万大军中杀个七进七出，许多曹军名将与他
交手，却奈何不他。在许多危机关头，赵云挺身而出，凭着
一身好武艺和过人的胆识，反败为胜，击溃敌军。赵云勇猛
无敌，我打心底里佩服他。

赵云不仅仅有勇更有谋。他多次陪伴刘备和诸葛亮外出，无
论遇到多么危急的状况，他总是机智应对、化险为夷，每次
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当马谡大意失街亭时，赵云奉诸葛亮之
命断后，他沉着地带领后卫，成功地击退二十万追兵，还缴
获大批物资，令诸葛亮和众将喜出望外。赵云以智谋取胜的
战绩数不胜数。

赵云赤胆忠心、智勇双全，令敌将闻风丧胆，他的英雄事迹
千百年来让人们津津乐道，他是我心中的真英雄！

六年级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五

近期我读了中国古内四大名著之一——由罗貫中所著的《三



国演义》，使我深有感触。

《三国演义》讲述了在三国时期，三个大国：魏、蜀、吴中
的明征暗斗，但最终全归于晋国。其中我最喜欢诸葛亮，因
为他聪明机智。

当读过诸葛亮草船借箭后，我的心为这一震。三天呐，三天
内交出十万支箭，那要动用多少人手才行呢?但诸葛亮第一天
没有行动，第二天没有行动。我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他可是立了军令状，三天交不出箭可就要人头落地了，一代
英才就这样死了吗?还是他另有妙计?往下看，第三天四更有
毋分，诸葛亮终于行动了，但他只是用草船，我心想：这跟
箭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像鲁肃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急不可待地往下看，原来诸葛早有妙计，用草船向曹操借
箭。诸葛亮可真是聪明绝顶啊!

当读完诸葛亮空城退敌后，我不禁呼道：“妙计，妙计!”虽
然马谡自负失街亭，但诸葛亮则胆大心细，以空城退城外百
万之兵，这一计不伤一兵一卒，用得妙，用得巧，用得准，
司马懿也是对孔明心有余悸，不敢冒然进攻，可见诸葛亮做
事情小心谨慎，熟知敌人的弱点。

读过《三国演义》之后，我会向诸葛亮学习，多读一些书，
多积累一些知识，热爱自己的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许多重担还等着
我们去挑，我们应该热爱国旗、国徽，热爱祖国美丽的一山
一水，绝对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我们的内政，绝对不容
许敌人侵犯我们神圣的领土，长大后用我的满腔热情去报效
祖国。

六年级三国演义读后感篇六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大人物――诸葛亮。他为刘备出谋划
策，后来，刘备与周瑜合作，共同对付曹操。其中有一篇



《草船借箭》更是显示出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周瑜十分妒忌诸葛亮的才干。一天周瑜在商议军事时提出让
诸葛亮10天赶制10万枝箭，并说不要推却。诸葛亮答应三天
造好十万支箭，并立下了军令状，周瑜告诉鲁肃说，他要故
意迟延造箭，好定诸葛亮的罪。诸葛亮请鲁肃帮忙，借二十
条船，每条船要有30名军士，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两旁，
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鲁肃答应了．前两天诸葛亮都没有
动静，到了第三天诸葛亮请鲁肃一起上江上取箭，这时江上
雾大，天还没亮，这时诸葛亮把船靠近曹军水寨，然后擂鼓
呐喊，曹操看不见虚实，不敢轻易出动，只好射箭，就这样，
不一会儿诸葛亮就得了十万支箭，曹操知道上了当想追也来
不及了。

鲁肃把借箭的过程告诉周瑜，周瑜自叹不如诸葛亮。

起初我也担心诸葛亮三日之内造不出箭，但后来看到他的妙
计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之所以推辞了十天的`期限，而说只需
三天，是因为他算到了第三天江上必定会大雾漫天；算到了
鲁肃是个老实人，会帮助他；算到了曹操在雾中不会派兵来
攻，会射箭。诸葛亮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是上知天文，其
实诸葛亮能有这么神通，跟他的勤奋学习脱不了干系，所以，
只要我们努力学习，便也可以像诸葛亮一样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