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火烧云读后感(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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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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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云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真是受益匪浅。

《三国演义》这本历史集中最引我注目的是《火烧赤壁》。
它主要写诸葛亮和周瑜一共抗曹操的故事。开始周瑜故意把
山东名士庞统赶出去，让他去投奔曹操，暗中巧施计谋。庞
打统见了曹操献计把大小船只用绳索连起来，可以保持平衡，
其实曹操以中了连环计。这是远处来了黄盖的“粮船”，曹
操看了心中大喜，走出大营来迎接“粮船”，船离曹军水寨
越来越近，正在这时，一位大将看出了破绽，可是发现的太
晚了点，黄盖叫火箭手一同把玄中之箭放射出去，几千只燃
烧着火的箭向“粮船”飞去，“粮船”着火了，大船借着风
威飞一般的扑向曹军水寨，连在一起的船因无法移动全部被
烧毁。在这一次战争中曹操吃了大亏。这也不能说诸葛亮和
周瑜合作也不是一无所有的。

看了这篇故事，对我启发不小。他告诉我们做事不要单枪匹
马，只有大家同心协力，这样才能把事办的井井有条，果
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火烧云读后感篇二

当看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是
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火烧赤壁读后感，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是曹操骄傲自满，过于轻敌。由于曹操在此前的战事中一
路高奏凯歌，接连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割据势力，壮大了自
己的力量，从而内心开始漂漂然起来，他率领大军来到长江
后，根本不把孙刘联军放在眼里，在战斗之前就已经开始盘
算胜利后在江东如何享乐，没有象此前管渡之战时那样细心
研究战略战术，也没有精心安排细作到江东去探听军情，反
而疏于防范，让孙权的耳目三番五次的混进军营刺探消息。

曹操最为疏乎大意的就是没有仔细考察黄盖投降的真伪，以
及庞统来献“连环计”的用心，这两件事是导致火烧赤壁的
直接原因，由于曹操的骄傲自满，没有及时识破孙刘联军这
两次计谋，从而为赤壁之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晋代史学家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指出曹操被胜利充混了头脑，骄傲
自满、求胜心切，在战争的指挥策划中显得心浮气躁，从而
导致了大败，他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
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
岂不惜乎!”可见曹操由于一时的疏乎大意，没有认真的看清
当时的形势，从而导致大败，将数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

曹操的.自大还体现在他不听劝告上，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狼
狈的从华容道逃跑，慨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
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开始后悔没有人给他出
谋划策，其实早在他准备挥师南下时，谋士贾诩就力谏曹操
不宜南下，因为当时时机并不成熟。《魏志?贾诩传》写
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
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
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
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而黄盖诈降、庞统献“连环
计”的时候，程昱等人就劝曹操要谨慎小心、明察秋毫，但
曹操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从而导致上当中计，兵败赤壁。



二是曹操军队组成混乱，不习水战。曹操的军队从北方而来，
大多不习水战，而且组成混乱，其中既有原来袁绍部队的军
士，在官渡之战后投降曹军，也有中原平定徐州时候的投降
部队，还有平定荆州时收服的投降部队，更有曹操早期镇压
黄巾军时投降的黄巾军，真正属于曹操嫡系部队的本来就不
多，而且这些各种背景的部队被曹操纳入编制后还没有认真
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加以统一，内部纷争矛盾众多。

更为重要的是曹军不习水战，他的军队组成绝大部分是北方
人，不习惯船上作战，其中唯一善于水战的部队是是荆州被
迫投降的水军，而这些人军心不稳，战斗力大为削弱。也正
是这个原因，周瑜等人才请出凤雏庞统，前往曹营献“连环
计”，建议曹操将所有战船用大铁环连成一体，这样就组成
了牢固的犹如陆地的水上战场，陆军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
曹操由于求胜心切，又没有水上作战的经验，对长江流域的
气候条件缺乏研究，因而没有进多的思索例采纳了庞统的计
策，为战斗失败埋下了伏笔。当身边的谋士提醒曹操当心对
方用火攻时，曹操不以为然，以为当时乱北风，对方不敢用
火。岂料战斗打响时，风向突然逆转，乱起了东南风。

更为不幸的是，当天还有大雾，当黄盖带领二十余艘船只前来
“投降”时，曹操根本看不清船头的士兵乃是稻草扎成的，
而且船上洒满了硫磺，当他看清真相时为时已晚，烈火顺风
冲进曹军绑在一起军营中，立刻就让曹军乱了阵角。《三国
志·江表传》记载:“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
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
营立观。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
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
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可见当时的惨状。

三是曹操军队在战争中感染了传染病，这一点在诸多关于赤
壁之战的分析中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一细节
给曹操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据《三国志》记载，曹操部队到
达南方后，由于水土不服，很快就出现呕吐疾病等现象，曹



操没有过多的重视这件事情，面是继续坚持对孙刘联军做战。
《三国志·周瑜传》云:“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
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
次江北。”可见，孙刘联军准备停当，合力与曹操决战，但
第一次交手曹军就遭败北，而这其中曹操军队已有疾病是主
要原因，于曹军只好退回江北，驻扎下来。《三国志·武帝
纪》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
乃引军还。”可见在曹操参与赤壁之战的过程中，疾病一直
伴随着曹操的部队，让曹军发挥不出水平，战斗力大打折扣，
而且很多士兵不仅病了，还死了不少，这就更说明这次疾疫
是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三国志·先主传》、《吴主传》
等篇章中，这种疾病困扰的记载也有很多。

火烧云读后感篇三

火烧赤壁是《三国演义》中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故事说的
是：东汉末年，曹操率领八十万大军攻打东吴，只有几万人
的孙刘联军在赤壁抵抗曹军。周瑜先用反间计，骗得曹操杀
了自己的水军都督蔡瑁。因为曹操的士兵是北方人，不习惯
水战，一上船就站立不稳，曹操急于让他的士兵克服这个弱
点，所以中了庞统的连环计，他把所有的战船用铁索连在了
一起。后来周瑜和黄盖用了苦肉计，让黄盖假意投降曹操，
取得了曹操的信任。最后诸葛亮借来了东风，黄盖率领几十
条火船冲向曹军，曹军被烧得死伤无数，大败而逃。

故事里雄姿英发的周瑜，生性多疑的曹操，其貌不扬但却计
谋无双的凤雏庞统，顾全大局的老将黄盖，聪明无比神通广
大的诸葛孔明，都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反间计、连环计、
苦肉计、借东风，几百年后还让我们津津乐道。

曹操为什么惨遭失败呢？因为他生性多疑，违背了“用人不
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在即将渡江作战的时候，杀了自己
的水军都督蔡瑁，蔡瑁虽然是投降过来的人，可曹操只凭一



封真假难辨的书信，就杀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军都督，
要是蔡瑁没有死的话，可能曹操也不会中了庞统的连环计，
那么孙刘联军也就无法用火攻打败曹操，这场战争究竟谁胜
谁负，那就很难说了，也许东吴会被曹操所灭，历史上也就
没有三国鼎立啦！

火烧云读后感篇四

昨日刚刚学了一篇课文《赤壁之战》，课文中的周瑜采用了
火攻，准备烧毁曹军。但是曹操实在也太大意了，于是，他
的人马烧伤的，淹死的，不计其数。这是曹操之后没有统一
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曹操以前是奸诈，凶残的化身。
但是我是认为曹操在这场战争中是能赢的。他之所以失败的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准备的太匆忙了。别的不说，曹操当
时的兵都是北方人，他为什么不在他的地盘上练习水上作战
呢那样一来，他的兵练习会了水上作战，不就更是如鱼得水，
如虎添翼了吗而他当时直接率兵去赤壁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的兵在赤壁练习水性时，其实就给周瑜留了时间想计策。
同时也留了时间让诸葛亮请来了东南风。而且他求贤若渴，
凤雏庞统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把战船连起来。这样一来，他
更是必输无疑。

于是，这场大战就开始了。曹操的八十万大军就这样全军覆
没了。

话说曹操率大军攻打吴国，于是吴蜀联合抗曹。由于曹军不
善水战，孔明周瑜决定使用火攻。先是“凤雏”庞统假意投
奔曹操，推荐曹军用铁索把船只连在一齐抵御风浪;再是周瑜
假打黄盖，后者假装降曹;最后孔明推测出东南风将至。风起
时，黄盖带数十条船降魏，船里装满柴草。快到魏军时，黄
盖点燃柴草，火借风势向魏军烧去。魏军本不熟水性，船又
连在了一齐，死伤无数。魏军逃跑。

孔明在岸上设连环计，杀得曹操四处逃窜，最后只剩数十人。



在华容道上，关羽念及旧情，放曹操一马，曹操逃走了。

故事中，孔明在七星坛上唤东南风，正好，三天三夜后风起。
他猜中曹操多疑的心态，在伏有埋伏的小道放火烟，果然，
曹操率军走进了设有埋伏的小道，可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
胜。

曹操为什么会输得如此惨烈呢是兵力不够吗难道他的八十万
大军还胜但是孙权的三万人马。是曹操轻易信人，先是中了
庞统的连环计，再是信了阚泽的诈降书;是曹操太轻敌，仗着
自己人多，周瑜人少，就必须会获胜，掉以轻心使曹军大败;
曹操的多疑也是失败的重要所在，看着烟雾腾腾的小路和风
平浪静的大路，怀疑是诸葛亮在引诱他，于是偏往藏有埋伏
的小路前行。

赤壁之战一个以少胜多的战役，制胜的根本在于诸葛亮聪明
的神机妙算、周瑜足智多谋、曹操的听信谣言。这也让我懂
得了：一个人不仅仅仅要拥有聪明的头脑，还要学会做任何
事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听信他人未经过证实的话。

火烧云读后感篇五

赤壁之战，是指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
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
役。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
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也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标志着中国军
事政治中心不再限于黄河流域。孙刘联军最后以火攻大破曹
军，曹操北回，孙、刘各自夺去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三国
鼎立的基础。

火烧云读后感篇六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的确，看书能带给我们许多好处。



它能让我们开拓视野，让我们丰富感情，让我们增长知识等
等。在我看过的书中，《三国演义》印象最深，它里面的故事
《火烧连营》更是让我深有感触，得到人生的启示。

《火烧连营》主要讲了在三国时期，蜀国的皇帝刘备因为东
吴杀死了自己的结拜兄弟关羽和张飞，心生悲愤，于是就一
赌气率领七十五万大军进攻东吴。但由于扎营不当和气候问
题，被东吴的军师陆逊用攻，导致蜀国的军的队火烧连营，
几乎全军覆没。

读了《火烧连营》，我深有感触，不禁为刘备感到惋惜。七
十五万大军，为了一口没争到的气而命丧黄泉，多悲惨啊！
本来，蜀国粮食充足、兵多将广、实力强大，文有卧龙凤雏，
武有五虎猛将，完全有能力统一天下。但由于刘皇叔的冲动，
让怒气冲昏了头，不听手下的劝告，气冲冲地去攻打东吴，
结果把更多兄弟的性命都赔了上去。征战沙场多年的刘皇叔
居然被一介书生打败，而且输得那么惨，这对刘皇叔来说是
多大的耻辱啊！自从那一仗后，蜀国便因小失大，不但没能
报到仇，而且开始走向下坡路，成了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国，
多可惜啊！刘皇叔的冲动导致了他的蜀国败北！

读了《火烧连营》，我又不禁想到了自己，自己不也有过因
小失大的事情吗？

记得小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李力。有一天，下课后，
我和李力各自拿出了自己制作的小木船来玩。在玩的时候，
李力不小心撞了我一下，我手中的小木船立刻飞了出去，裂
开两半。我顿时火冒三丈，不听李力的解释，一把夺过他的
小木船摔在地上，变成两半。李力看后，愤怒地对我
说：“我以后没你这个朋友！”说完便跑出了教室。我也怒
气冲冲地走了。打那以后，我们便没有再说过话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分后悔，后悔自己当初冲动用事，因小
失大；后悔自己因为一个小木船而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后悔



自己因为一次吵闹而失去了一段珍贵的友谊。

读了《火烧连营》，我懂得了一个做人的道理：做人不要因
小失大，冲动用事，要能屈能伸，否则，你将失去更多更多。

火烧云读后感篇七

《火烧赤壁》讲述的是曹操想带领十五万大军抢夺东吴江南
的地方。蜀国庞统的连环计成功后，周瑜决定用火攻来对付
曹操，先让黄盖写信诈降，让曹操降低防备，曹操不知有诈，
黄盖的船借着东风飞快地冲进曹军的水寨，乱杀一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靠了团体的智慧战胜了曹操。因为先是
庞统出了连环计，周瑜出了火攻的主意，诸葛亮前来借东风，
最后是黄盖写诈降书来攻打曹操，让曹操不知所措。

在日常生活中团体的力量是巨大的，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
高，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团体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把缺点弥
补。我们还需要智慧和勇气，在遇到困难是不能直接不加思
考就硬做，要多动脑筋，想出化解困难的好办法，面对困难
要有勇气去面对。如考试卷上有一道难题，我们不能空着不
做，得通过脑子的思考来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你实在不会
了，蒙也得蒙上。智慧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勇气，如
果没有勇气的话，你的智慧也是用不上的。比如遇到抢劫的，
我们要用智慧和勇气并存，才能制服强盗。说到勇气，我还
真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勇气的可贵。

那是一个星期日，我和我的好朋友边策一起去了濮上园，我
们一起玩了很多东西，漂流，套圈，射击，投球……让我最
难忘的就属套圈了。我们买了十四个圈，套了十三个后，我
们套了三个好东西，我的手里还剩最后一个圈，这个圈是套
前面的'呢?还是套后面好的呢?我的心里很纠结，能套上什么
就是什么，套个小的吧，不能太贪心，我们已经有两个了，
当脱手的一瞬间，我的心里闪出一个念头：在三国里，火烧



赤壁的周瑜是勇气和智慧并用的，我不能只有智慧，还得有
勇气呀。在脱手的一水间，我瞄准一个用玻璃盒子装的大炮，
猛地一推，期待着奇迹出现，果然不出我所料，正好套中了
那个东西。我高兴的一蹦三尺高。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读
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
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火烧云读后感篇八

今日观三国至火烧连营，感触颇多。三国鼎立之初，蜀主刘
备为关羽、张飞报仇，起兵七十五万攻打吴国，后被吴国陆
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大败而归。刘备与关、张二人桃园
结义，二人被东吴所害，起兵报仇本无可厚非，但却为此赔
了蜀国大半国力，实不可取。最初蜀兵势大，杀的东吴闻风
丧胆，孙权献上范疆、张达，并割让荆州，送还孙夫人。仗
打到这时候其实已经能够收兵，得了荆州增强了国力，而且
令吴国臣服。这时收兵既不损国力还能够收个小弟东吴，岂
不是件好事。收回荆州后，可令军队休整半年，再另荆州守
将北上攻魏，令孙权攻合肥，刘备兵出汉中攻打关中，曹魏
岂能不灭。可惜啊！不知刘备怎样想的，搞的大败而归、损
兵折将。

再就是兵败后的诸葛亮。刘备兵败，托孤于诸葛亮，可他好
像有些太过自大了。刘备死后，曹丕用司马懿之计，用五路
大军合击蜀国，这时蜀国上下人人自危，后主刘禅无计可施，
大臣们都去丞相府问计，诸葛亮却将文武百官凉在门口不闻
不问，若不是刘禅亲自去丞相府，可能诸葛亮的大门会一向
关下去。刘禅进入相府，才知道原来诸葛亮已经派军队退了
四路敌军。诸葛亮的智谋自不必说，可这件事的做法实在欠
妥。首先，百官们再怎样说都是诸葛亮的同僚，都是刘禅的
大臣，他不能正因自己功高就不将百官视作无物。



其次，虽然诸葛亮是丞相，军国大事由他一人调动，可再怎
样说他也只是刘禅的臣子，调动军队也就应在大殿上上表请
示，经刘禅同意再调动军队。可他的做法竟然是私自调动军
队，不像刘禅请示。若不是后主亲自上门还不知道自己的军
队都去干什么了。诸葛亮这样做明显就是给百官和皇帝一个
下马威。后主再不明白事理，再昏庸，难道就能够这样对待
自己的皇帝吗？还标榜自己是忠臣贤相，有这样的忠臣贤相
吗？你再有才，也不就应是别人为无物啊。须知“三个臭皮
匠顶个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