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三三国演义读后感(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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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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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一

李啵郭汜二人逼死王允得了势，在朝廷中横行霸道，众官员
是敢怒不敢言，献帝更是憋屈的紧，自己的皇位被那二人威
胁着，整日活得提心吊胆。

这演义场上尔虞我诈，孰是孰非也分不清楚，在这场上，只
有永恒的利益，没有友谊。

献帝也是可怜，被董卓推上了皇位，手中却没有实权，只有个
“皇上”的头衔，等到这董卓死了吧，自己的忠臣王允被逼
死，只能眼睁睁看着，还是因为权被别人所霸着。现在主动
出击对付李、郭二人，又被卷入战争，成了李嗟姆虏。幸而
忠汉之人不少，献帝还是被救出来了，毫发无损。可那洛阳
已是满目疮痍，宫院中只有残垣断壁，似乎预示着汉朝在走
向衰亡。

初三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对词中的英雄一
词发生了疑问，书中讲到的人物骁勇善战，然而，群雄逐鹿
于乱世之中，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书中写到庸主献帝、刘禅，
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量狭隘的周瑜，
长厚的鲁肃，勇者关羽、张飞、许楮、典韦，下至因行间而
贻笑千古的蒋干，无不个极其态。



有人说，孔明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足智多谋，处事果断，
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是千年难见的一代贤相，火烧新野、
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六出祁山……无不体现这一点。然而，
我认为孔明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刘禅无能，根本扶不起
来，孔明却把自己的一生，死死的绑在了蜀国这辆毫无希望
的战车上。

还有人说，关羽是真正的英雄。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
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
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而约好一知故主消息，便
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
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三国演义》
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
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又读过《春秋》，刮
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他的
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学习。

我倒觉得曹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书中说他大逆不道，
奸诈多疑，还敢“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能者居上，为何偏
偏姓刘的能当皇帝?他是政治家，牢牢抓住天子，使他做任何
事都变的名正言顺;他是军事家，不计前嫌，招贤纳士，以少
胜多的官渡之战，使敌我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是文学家，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这样脍炙人
口的诗句。当然喽，他太多疑，以至于刚愎自用。但功大于
过，曹操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称得上英雄。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子。
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
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
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
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
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
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



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
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
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
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
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
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
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
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
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
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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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读书笔记推荐阅读：

1.三国演义第一回读书笔记

2.三国演义读书笔记300字

4.三国演义2000字读书笔记

5.《三国演义》读书笔记5000字

6.三国演义读书笔记5000字

7.三国演义读书笔记精编

8.三国演义读书笔记500字

9.三国演义读书笔记好词好句



初三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三

我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主要讲述了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纷争。
刘备、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你争我夺，都未能一统天下。
到头来，这个天下却归属了司马一家。真是世事难料啊！书
中我最钦佩的人物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是蜀国的宰相，可
以说，刘备能得到三分之一的天下，大部分都是靠诸葛亮
的“智”得来的。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为世人所喜爱。其中
我最爱读得还数《三气周瑜》。赤壁之战后，吴、蜀两军都
想得到南郡，就开始谈判。最后共同商定：吴军先攻，若攻
下南郡就是吴国的；若攻不下，就由蜀国来攻。吴军虽在周
瑜的统率下费力打败了曹军，但结果南郡等地却被诸葛亮设
下妙计乘机夺取了。这是一气周瑜。再说二气：刘备攻下荆
州不久，他的夫人就去世了。周瑜为了将刘备骗到东吴，再
将其杀害，就设计让刘备来迎娶孙权之妹孙尚香。没想到竟
被孔明识破。孔明用计让刘备和孙尚香平安回到了荆州，并
让周瑜中了埋伏。把周瑜气得吐血。二气周瑜还不够，诸葛
亮还来个三气。话说曹操为了瓦解孙刘联盟，表奏周瑜为南
郡太守。周瑜就向刘备讨还荆州，孔明不同意。于是，周瑜
设计想再夺荆州。不想，又被孔明识破，使得周瑜被围。周
瑜气得箭疮再次迸裂，最终不治身亡。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我们在学习上也必须要有目标——
即学习上的“荆州”。为了夺取“荆州”，我们要“打”好
攻克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每一仗，为最终的胜利打下
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要像诸葛亮那样，要用自己的'智
慧、意志和好的学习方法与学习道路上的困难较量，并通过
不懈的努力，成功打开“荆州”的城门。



初三三国演义读后感篇四

我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主要讲述了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纷争。
刘备、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你争我夺，都未能一统天下。
到头来，这个天下却归属了司马一家。真是世事难料啊!书中
我最钦佩的人物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是蜀国的宰相，可以
说，刘备能得到三分之一的天下，大部分都是靠诸葛亮
的“智”得来的。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为世人所喜爱。其中
我最爱读得还数《三气周瑜》。赤壁之战后，吴、蜀两军都
想得到南郡，就开始谈判。最后共同商定：吴军先攻，若攻
下南郡就是吴国的;若攻不下，就由蜀国来攻。吴军虽在周瑜
的统率下费力打败了曹军，但结果南郡等地却被诸葛亮设下
妙计乘机夺取了。这是一气周瑜。再说二气：刘备攻下荆州
不久，他的夫人就去世了。周瑜为了将刘备骗到东吴，再将
其杀害，就设计让刘备来迎娶孙权之妹孙尚香。没想到竟被
孔明识破。孔明用计让刘备和孙尚香平安回到了荆州，并让
周瑜中了埋伏。把周瑜气得吐血。二气周瑜还不够，诸葛亮
还来个三气。话说曹操为了瓦解孙刘联盟，表奏周瑜为南郡
太守。周瑜就向刘备讨还荆州，孔明不同意。于是，周瑜设
计想再夺荆州。不想，又被孔明识破，使得周瑜被围。周瑜
气得箭疮再次迸裂，最终不治身亡。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我们在学习上也必须要有目标——
即学习上的“荆州”。为了夺取“荆州”，我们要“打”好
攻克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每一仗，为最终的胜利打下
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要像诸葛亮那样，要用自己的智
慧、意志和好的学习方法与学习道路上的困难较量，并通过
不懈的努力，成功打开“荆州”的城门。



初三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五

让三国精神飞翔吧!

这些英雄都被世人所传颂，他们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
如果人人都学习这种三国精神，人类文明还怕进步不了吗?正
是这些英雄气概熏陶着中华儿女，才使我们的祖国不断强大
繁荣。回首中国近代史，虚弱的满清政府被帝国主义的坚船
利炮打开了国门，被几百年地封建思想奴化了的人们，像个
奄奄一息的病人一样，思想狭隘、目光短浅。整个社会一片
黑暗，人民受到了欺压与虐待，暗无天日。但伟大的民族气
节没有泯灭，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不甘当
亡国奴，用生命捍卫了民族之魂，再次展现了三国之中的忠、
孝、仁、义的中华民族之精神。如果当时没人敢站出来维护
正义，个个畏畏缩缩，贪生怕死，中国可能早已成为别人的
附庸。一个社会可以没有财富，但它不可以没有正义。中国
人要展现出中国的气节，我们可以输，但我们的精神不能输，
因为这是千千万万个英雄用鲜血换来的!这是我们的旗帜，我
们的精神，更是我们的骄傲!所以，请让三国精神飞翔吧!让
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飞翔吧!

“三国精神”是伟大的，是不会被时间遗忘的，是不会被人
们遗忘的。它如一盏明灯，为黑暗中迷失的人们指明方向;它
如一棵迎风傲立的梅树，不屈服，不言弃;它如一艘飞船，承
载着中华人民的伟大梦想。

今天的我们，是世界的宠儿，在我们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
不要忘了祖**亲所承受的千灾百难，也不要忘了那些烈士为
民族强大而付出的宝贵生命，更不要忘了那永不屈服的“梅
树”精神——中华气节!

让三国精神飞翔吧!让中国飞翔吧!让中国人民远大的理想和
殷切期盼飞翔吧!



初三三国演义读后感篇六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
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
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
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
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
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
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
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春天下了
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
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
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
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
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
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
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
曹操于公元214和2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
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
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
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
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
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
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
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
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
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
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
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



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
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
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