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 诸葛亮草船
借箭读后感(优秀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阅读了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这本书的流
传范围广，影响力大，并且通过阅读这本经典名著，使我明
白了，许多知识。

这本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就是《草船借箭》这个
故事了，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周瑜借军中缺箭的事刁难诸葛
亮，命他在十天内造完十万支箭。面对这艰难的任务，诸葛
亮却爽快答应了，同时，也立下了军令状并且说不需十天，
只需要三天便能完成。

原来，诸葛亮早就细查天象，知道三天后江面鱼大雾，便有
了一个好计划，他先借了些船，并扎了一千个草人。两天过
去了，他一点也不着急，到了第三天，不出所料，湖面上起
了大雾，他命令士兵开船接近曹营，并擂鼓呐喊，曹操察觉
到后，命令士兵放箭，瞬间，10多万之箭插到了草人身上，
诸葛亮便轻易地完成了任务，撤退了，他让士兵边撤边
喊：“多谢曹丞相的箭。”回到军营后，周瑜看到了这么多
箭，自叹不如。

通过《草船借箭》，使我明白了做什么事都得要有计划，而
诸葛亮也正是因为什么事都有计划才成功完成了任务。这使
我回想起了五年级时，考完英语考试后，有一些同学考的很
好，有一些同学则考的很差，考的好的同学，他们上课听课，



并且计划好每天都复习英语单词，考的不好的`同学，不仅平
时不东西复习上课知识，还不听课，在考试的前一天，临时
抱佛脚，拼命的记单词，但是，这样做，效率不高，能记住
的单词肯定是少之又少。

通过《草船借箭》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临时抱佛脚是没有
用的，做什么事都需要有计划!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二

草船借箭，这篇文章选自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
选自这本书的第46回合，故事里的跌宕起伏的情景和个性鲜
明的人物，让我感悟深刻。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忌妒，羡慕他的才能与
机智，周瑜想攻打曹军，便找来诸葛亮，问他什么兵器最好
用，诸葛亮答弓箭最好。周瑜说，让诸葛亮造10万支箭，不
要推辞。诸葛亮便没有推辞，诸葛亮便找同伴一起。行动前
两天没有什么风吹草动，直到第三天，他吩咐鲁肃，告诉他
让新兵们行动，最后他成功借到10万支箭。

我佩服诸葛亮的一点是：他神机妙算，他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足智多谋，我最欣赏他遇事不慌，他当时一点儿也不慌，
他斗智，天气恶劣，他很有把握。前两天没有什么风吹草动，
周瑜心中暗暗作喜。直到第三天他才吩咐叫人行动可以看出
他做事的周密。他成功借到十万余箭，让周瑜大吃一惊。

文中有一个片段是这样的，周瑜让诸葛亮十天造完这批箭，
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说明了诸葛亮早有打算。周瑜却让人
不备齐材料，看诸葛亮怎么打算，到时候可要定他的罪。写
出了周瑜的心胸狭窄。

《草船借箭》这篇文章让我爱不释手，读了又读。我们应该
学习诸葛亮，不应该向周瑜一样，心胸窄狭，妒忌别人！



文档为doc格式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三

人是世界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最高存在，人类存在的价值
是多元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求真至善达
美是人类发展的最高追求，永无止境，与此相比，人类社会
发展的某个阶段或者特定阶段的某个人，在历史长河中能留
下痕迹，能激起浪花，那一定是很了不起的，读了赵玉平老
师著的《向诸葛亮借智慧》一书，蜀汉宰相诸葛亮在中国历
史上就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他的治国理家育人之道影响着
历朝历代的贤能人士，他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的人生态度净化了多少浮躁的心，他的慧眼识才选才
用才策略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肩负的教育责任是天命不可违，符合
时代精神的教育理念，充满智慧的管理策略，彰显魅力的价
值追求，定是完善自我的核心要素，这本书用事件描述灵魂，
用幽默启迪心智，用历史洗刷情理，尤如在我们面前放了一
面镜子：正心、正形。当读完一本书，真正静下心来品的时
候，才会发现能触动内心令人无法平静的感动多是由于书里
的故事、情理正好纠正了自己的偏差，智慧、高尚、宁静、
宽容、公正等关键词就是镜子里的标识，通达真善美。智慧
的人生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责任感的认同是通向智慧人生的
基本保障，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提升民族素质的根本力
量，教师则是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养的人力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今天做教师就意味着责任担当和无私奉献。读这
本书，我有以下几点感受，也是多年在工作中一直禀承的'信
念。

一、自我价值的充分展现离不开富有合作精神的团队，个人
的荣辱得失不能超越团队。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余年，工作的
环境不同于诸葛亮时代的为生存空间而战的千军万马嘶杀的
疆场，但学会从环境中汲取营养，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提



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从从教的第一天起就坚定要站稳讲台，
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深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快速地迈进
教育门槛，全面提高教育教学基本功，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
岗位和学科教学都能很快地进入角色，高效地完成岗位赋予
的各项任务，根本原因就是善于学习，善于协作，善于服从
大局。

二、知人善任的管理策略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条件，充分
发挥不同人的长处，扬长避短是团队前进的内驱力之一。作
为管理者，象诸葛亮那样，不但自己有智慧，更要善于发现
别人的优势，做到优势互补，分槽喂马，这是管理工作取得
成效的重要保障。喜欢挑剔的人总把目光集中别人的缺点上，
人无完人，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表现的状态也会
有差异，老师的智慧就体现在发现他们的优势，调动他们的
情绪，给他们以恰当的肯定和激励，让他们充满自信，课堂
就是自我展示的殿堂，有很多教育工作者和教育专家做了大
量实践和研究，学会发现别人身上的长处，并给予开发与提
升，你收获的就一定会是丰硕的果实，学习如此，工作亦然，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把握好自己的位置，履行好自
己的职责就是一种知人善任，诸葛亮的智慧就在于他深刻理
解人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三、教师的社会角色是教书育人，同时也要承担家庭责任，
也要教育自己的子女，诸葛亮的育人的思想值得深思。诸葛
亮曾经写给儿子一封信，虽然只用了短短八十六字，但是对
于为学做人和待人处世都有具体的忠告。一千八百多年前的
智慧，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仍然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真正
的智慧，可以超越时空，历久常新。

附：《诸葛亮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慢
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在家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诸葛亮台风和
周瑜台风》，里面写了很多历史人物，比如有智慧聪明、神
机妙算的诸葛亮，小肚鸡肠的周瑜，阴险狡猾的曹操和魔法
师于吉等。这本书写了几个小故事有：飞鸡与飞鸭、冬天到
北方去打仗、动真格的军令状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动
真格的军令状。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张飞最近喝酒总是犯错，他酒后驾驶飞鸡，
上面还有刘备的儿子阿斗，把阿斗吓了一个月高烧不退，又
要跟魏国打仗，诸葛亮算到曹操会大败，就让张飞去杀曹操，
还写下了军令状，写不把曹操带回来，就把自己的脑袋砍小
来，结果曹操逃走了，张飞的脑袋被砍了下来，最后还是被
华佗接上了，现在的张飞看到酒就会吐，从此以后，张飞在
也不喝酒了，也得到了教训。

这个故事让我知道做什么事都不能马虎大意，没有原则，不
然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五

1.志当存高远。

2.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



3.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4.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

5.远虑者安，无虑者危。

6.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

7.防奸以政，去奢以俭。

8.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9.势利之交，难以经远。

10.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

1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
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酒而观其性，临之以
利而观其廉，其之事而观其性。

12.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

13.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
一心只为酬三顾；

14.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
水面偏能用火攻。

15.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6.亲贤臣，远小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7.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18.贵而不骄，胜而不悖，贤而能下，刚而能忍。



19.非宁静无以成学。

20.夫学须志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21.不爱尺璧而重爱寸阴，时难遭而易失也。

22.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
而益固。

《向诸葛亮借智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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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六

《三国演义》这本书是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而其中最
令我深有感触的故事要数《诸葛亮三气周瑜》了。

故事主要讲了周瑜因为发现诸葛亮神机妙算，万分嫉妒，于
是三番五次想害诸葛亮，却每次都被诸葛亮化险为夷。最后
因不能容忍他人，活生生地被气死了。



读完这个故事后我不由地想：周瑜怎么这么的心胸狭窄，一
次又一次的`害诸葛亮；最后得不偿失，被气死了。临终之时
还说下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怨言。可见一山不容二虎的
狭窄心态不仅会害了别人，同时，也会相对应的，把自己也
给害了。

这样可见，宽容地对待他人，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社会十分美好。相反，若是每个人都眼不容人的话，人与人
之间就都会是愁敌，使得社会永世不得安宁。我们要知
道：“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呀！

朱师傅为周总理理发了二十多年。有一次，朱师傅在为周总
理刮脸时，周总理咳嗽了一声，使得刀子在周总理脸上划了
一刀。朱师傅满怀歉意，深感不安。周总理却满带宽容地安
慰他说：“朱师傅，这不能怪你，要怪怪我，咳嗽前没有跟
你说一声，还幸亏您的刀子躲得快呢！”这样一说，使得朱
师傅深受感动。

可见宽容不仅沟通了人的心灵，还反映出一个人优良的思想
情操和文化修养。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宽容大度地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让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人与人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减少相互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七

读完全文，我有许多感想。

首先，我也赞同“诸葛亮是人不是神”的说法。毕竟诸葛亮
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其次，我不赞同文章说“诸葛亮是一群
笨蛋中较为聪明的一个。”原因在于文章所举的例子有不少
错误。



第二：文章提到平定南方的叛乱，之所以要七次“平定”是
诸葛亮的做法不能令人心服。我认为七擒七纵以攻心为主才
能体现诸葛亮的诚意使叛乱从“根部”去除。

至于“空城计”。诸葛亮能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如此镇定地
用计吓退司马懿。这难道还体现不出诸葛亮十分聪明吗？文
章说到：“司马懿能察其弱点，攻其弱点，将诸葛亮置于极
度危险中由此看来，司马懿比诸葛亮聪明一大截。”如果正
是如此，为何当时不下令攻城，而吓得火速撤退呢？要证明
诸葛亮比司马懿聪明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诸葛亮死后，司
马懿的数十万大军居然被诸葛亮的木像吓得丢盔弃甲、狼狈
不堪地往后速退数十里，从此司马懿落了个“死诸葛吓走活
仲达”的笑柄。

我认为，诸葛亮真正的“智慧”在于他的神机妙算：“草船
借箭”，在有雾的情况下使十几条草船轻而易举地向曹
操“借”借来了十万多支箭；在“华容道，捉放曹”中，又
是诸葛亮算准曹操要走的线路，一一派人埋伏，使曹操狼狈
不堪。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总而言之，我认为诸葛亮的确使一代奇才，不愧称为“卧
龙”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读了《三国演义》青少版。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古典
名著之一，其中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们性格
各异，有的足智多谋，有的阴险狡诈，有的忠肝义胆，还有
的心胸狭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在赤壁之战中，
周瑜发现诸葛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害怕诸葛亮将来
成为东吴的大敌，所以千方百计想要除掉诸葛亮。但是他设
下的很多计谋都被诸葛亮识破，先是诸葛亮趁周瑜与曹军苦



战而夺取南郡，然后刘备弄假成真娶了孙权的妹妹，让东吴
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诸葛亮识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打败周
瑜，这就是三气周瑜的故事。经过几番斗智斗勇，周瑜不但
没有除掉诸葛亮，自己却在愤恨中死去，临终前感叹“既生
瑜，何生亮！”

很多人觉得周瑜心胸狭隘，妒忌诸葛亮的才华，容不得别人
比他强，想置诸葛亮于死地，但我并不完全认同。周瑜想铲
除诸葛亮的主要原因是诸葛亮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不能被东
吴所用，将来一定会成为东吴统一天下的阻碍，所以除掉诸
葛亮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

我觉得周瑜的才华不在诸葛亮之下，但是因为性格原因导致
周瑜败在诸葛亮之下。周瑜在计谋失败后，会急于复仇，不
能冷静下来仔细分析局势，所以考虑问题就不会很周全，导
致一错再错，最终失败身亡。反观诸葛亮却能顾全大局，善
于抓住对方心理冷静巧妙地与对方周旋，最终取得胜利。

我从这个故事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做人不能气量过于狭小，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心胸宽广顾全大局，才能取得最后
的成功。所以人们说的“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还是很有
道理的。

诸葛亮经典故事读后感篇九

们从来就没有帮助过自己的对手，身边的人，他们不曾想到
帮助身边的

人也是在帮助自己。

前些天，我就看了由赵玉平老师说的《百家讲坛之向诸葛亮
借智慧（一

）》。赵玉平老师风趣地讲解了诸葛亮他的成功经历。其中



有一块内容

让我知道了要学会展现身边人。

“展现身边人可以提升自己，观察身边人可以了解自己。”
这句话这一

块的主要内容。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你差不多就是怎样的人。
如果说向

别人推荐你身边才华横溢的人，那么你说不定也会被人赏识。
就像一句

俗话讲的：跟着百灵鸟的一定会唱，跟着千里马的一定会跑。

记得有一次。我在培训班的一个老师问我身边有没有人很好。
我的头脑

里一丝念想闪过：如果我推荐了她，那我岂不是就没机会了？
算了，我

还是争取一下自己吧。那时刚好恰逢老师选拔同学去参加比
赛的时候，

还差五六个人，我的机会很大。所以我就毛遂自荐，推荐了
自己。老师

听了，却微微皱起眉头，我不甚在意。选拔最后一天，老师
公布选拔名

单，上面没有我。老师最后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本来有
一位同学完

全可以去比赛，可她不会观察别人，所以她不能去参加比赛。
”这说的



，不就是我吗？我低下头，唉声叹气，真是追悔莫及。其实
那天老师问

我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考验我，看我能不能展现别人，赏识别
人，如果我

过关，就可以去比赛。我可真是自作自受，王婆卖瓜，自卖
自夸。我的

优点没人信，缺点别人到知道了。

要看一个人是否优秀，不仅要看他（她）的成绩，品行道德，
还要看他

（她）是否能赏识别人，推荐别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谦逊，
观察别人

，推荐别人，那他（她）就称不上真正的优秀。作为一个人，
不能王婆

卖瓜，自卖自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