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后出师表告诉我们道理 出师表读后感
(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后出师表告诉我们道理篇一

今天，本人斗胆也来谈谈我对诸葛亮的一些看法。诸葛亮智。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不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而且
精通战术兵法，空城计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而他当年那篇
肝胆照人、令人读后感觉荡气回肠的《出师表》，更成为千
古不朽的名篇佳作，流传至今。

实在是智！诸葛亮神。他虽身在草庐之中，但却十分注意观
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对外界的形式了如指掌，且在刘备三
顾茅庐之时，对当时的时局分析透彻，面面俱到。他甚至还能
“呼风唤雨”借东风，仿佛天地万物都为他所用。他用兵如
神，运筹帷幄，能决胜于千里之外。实在是神！诸葛亮义。
他的一片丹心以求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因受到刘备三顾茅
庐之恩，白帝城托孤之重任，为了汉室之兴竭忠尽智，效死
不渝，“鞠躬尽粹、死而后已”这句历史名言，不知影响了
多少代人，成为多少名人志士的座右铭！他为了江山社稷，
忠贞不二，呕心沥血，直到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江山社稷
大业，为的就是报先帝的知遇之恩。

实在是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
唯一的遗憾恐怕就是没能实现刘备的遗愿了吧。以诸葛亮的
才华与聪慧，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可悲啊！人无完人，
诸葛亮也确实有不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实在是



无愧于一个值得千秋赞颂的人。

后出师表告诉我们道理篇二

诸葛亮帮助刘备，经过艰难困苦，终于建立了蜀国。两年后，
刘备去世，刘禅继位，16岁。诸葛亮带领蜀军北京驻军汉中，
准备攻打曹魏，夺取中原，恢复汉朝。刘禅很懦弱，诸葛亮
很担心，所以在刘禅出发前，真诚地建议刘禅，希望刘禅继
承刘备的遗产，振作起来，开放的道路，严厉的.奖惩，全心
全意的国家事务，帮助汉朝，统一世界。

文章中有两句话，讲述了诸葛亮的一生，“当他被打败时，
他奉命在危机之间”。诸葛亮是蜀国的支柱。他的陈述慷慨
而深情，正义而忠诚，表明了他对蜀汉的忠诚。这不仅是对
知识的报告，也是对大臣的责任。他的意图是建议刘禅努力
工作，努力工作，严格遵守法律和纪律。他已经完成了刘备
无尽的工作，统一了中国，这可以说是一颗善良的心。

诸葛亮不仅足智多谋，而且看到了尽力忠于蜀汉的愿望，充
满了治国的宝藏，感人、深情、粗心，反复提到刘备的“遗
德”、“遗诏”，陈述了他帮助汉朝的决定。我认为诸葛亮
可以成为我们妇女和儿童所知道的人物，不仅因为他的智慧，
还因为他的忠诚。

后出师表告诉我们道理篇三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题记

后来逐步了解，发现自己还是太浅薄。先帝病逝，临终前于
白帝城托孤，将刘禅交付于诸葛亮。为了却先帝之愿，他决
定北伐。然而放心不下后主，沉重、悲壮的心血凝结于《出
师表》中。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有多信任、忠诚，才会把自
己的过往一一道来?若不是视为己出，又怎会让后主了解自己
的曾经?“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又有多少个夜晚，先
帝入梦把盏对弈似当年?丞相踏上的漫漫北伐路，以报答先主
当年三顾之恩，二十一年风风雨雨不曾磨灭的是那份初出茅
庐的誓言。也许丞相知道兴复汉室已不可能，又是以怎样的
心情抱憾终于五丈原?《出师表》读罢，我掩卷沉思。

直到再听到焦晃先生的《出师表》朗读，那心上的.一点痒终
化为滚滚波涛，在心中掀起巨浪。诚恳、感激、忧心忡忡，
焦晃先生的声音让我心中开始云海翻涌。日暮西山的丞相出
征前对朝廷放心不下，对后主放心不下。待到这位鬓已星星
的老人双手颤抖着说出“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时，我仿佛看到当年的孔明眼中带着晶莹写下表书，写到激
动处，抬起笔来，墨点甩到窗框上。笔微颤，却愈来愈激昂。
最后，点下最后一点，搁笔。他泛白的双鬓在风中轻颤，目
光凝结，泪水无声流淌。

我的防线瞬间崩溃，泪水决堤而出，我无法形容我的感情，
因为我读到的是一位人臣的灵魂。然而刘禅在他去世后亲小
人，远贤臣，263年，蜀国灭亡。

世事总难如人意，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出师表告诉我们道理篇四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千载之下，重读
《出师表》，仍不禁为诸葛孔明的忠义所震撼，为他的遭遇
而扼腕叹息。近来易中天讲“三国”，把“三国热”又推向
一个新的高点，我也来谈谈浅见吧。

诸葛孔明的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中已经快被描写得接
近“神仙”的水平了，功高盖主啊，刘备倒是深知诸葛亮没
有什么“打猫心肠”，放心的把江山交在他手中。面对刘禅



这个毫无君主资质的主公，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最终也没能为
蜀地带来什么长治久安，如果诸葛亮真的篡权夺位，会是什
么样的局面呢？有姜维，有费祎，应该比在刘禅手里好得多
吧，虽然为天下文人所不齿，可是象曹操那样的人不是也有
很算多人去投奔、去依附吗？诸葛亮当蜀郡之主，哈哈，想
想也叫人兴奋啊！可惜，诸葛亮永远也不是司马氏，永远突
不破文人的大防——忠。他的忠也应该有愚忠的成分在里面
吧。其实，他应该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君主，更可怕的是
忠于一个死人。计划没有变化快，死守着对一个死人的承诺，
对现实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危险！！！

历史上，人们对于诸葛亮都有很高的评价。今天，本人斗胆
也来谈谈我对诸葛亮的一些看法。

诸葛亮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不但上知天文，下晓
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空城计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而
他当年那篇肝胆照人，令人读后感觉荡气回肠的《出师表》，
更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佳作，流传至今。实在是智！

诸葛亮神。他虽身在草庐之中，但却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
时的社会，对外界的形式了如指掌，且在刘备三顾茅庐之时，
对当时的时局分析透彻，面面俱到。他甚至还能“呼风唤
雨”借东风，仿佛天地万物都为他所用。他用兵如神，运筹
帷幄，能决胜于千里之外。实在是神！

诸葛亮义。他的一片丹心以求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因受到
刘备三顾茅庐之恩，白帝城托孤之重任，为了汉室之兴竭忠
尽智，效死不渝，“鞠躬尽粹、死而后已”这句历史名言，
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成为多少名人志士的座右铭！他为了
江山社稷，忠贞不二，呕心沥血，直到临死之前，还念念不
忘江山社稷大业，为的就是报先帝的知遇之恩，实在是义！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唯一的遗憾
恐怕就是没能实现刘备的遗愿了吧。以诸葛亮的才华与聪慧，



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可悲啊！人无完人，诸葛亮也确实
有不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实在是无愧于一个值
得千秋赞颂的人。

后出师表告诉我们道理篇五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
主刘禅上书的表文，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以及对后主刘禅治
国寄予的期望，文中以恳切的言辞，劝说后主要继承先帝遗
志，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臣，远小人，完成兴复汉室
的大业。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片忠诚之心。南宋诗人陆游曾高
度评价这篇表文，说道：“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
山，楼船夜雪瓜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蓑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杜
甫写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诸葛亮是历史上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古往今来的政治家，
诸葛亮几乎可以说称得上是完人。他起初跟着刘备，刘备死
后，他又辅佐刘禅，刘禅是一个庸人，诸葛亮辅佐了他，大
权都在诸葛亮手里。但这个人没有野心，没有把刘禅弄下去，
自己来作皇帝。刘禅什么事都交给诸葛亮，从没有怀疑过诸
葛亮会夺他的权。

诸葛亮在表文中写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亲近贤臣，疏远小
人，这是先汉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
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小人和贤臣两个不同类别的人，竟
会让身边的人有如此大的得失。这又让我联想到：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这句谚语主要说的是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一点我
是深有体会的，举个例子：身边的一个朋友住单身宿舍，很
懒，不爱干净，以前和她同住的舍友很爱干净，东西摆放整
整齐齐，一有时间就打扫卫生，屋子里总是保持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时间长了她不好意思自己屋子的零乱，受其影响，
也开始打扫自己屋内的卫生，也变得爱干净起来。后来那位



舍友搬出了宿舍，换了另一个舍友。这个舍友自己收拾的利
利索索，干干净净，但屋子很乱很脏，不愿收拾。这正应朋
友的本性，索性两个人都不收拾屋子，导致屋子脏乱的没地
落脚，不忍看。另一个例子：学生甲刚来我校的时候是一个
诚实、上进、董事、听话的学生。因为学校男生少，需要和
其他班级的男生合宿，仅一个学期，学生甲就变得油嘴滑舌、
不知进取，还屡次违犯校规校纪，多次受到学校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