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通用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一

《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之一，非常精彩！

里面的人物有：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忠厚的鲁肃，气量狭小
的周瑜，重义的关羽，勇猛的赵云。.。.。.

我最敬佩诸葛亮了，他是一个忠臣，一个能鞠躬尽瘁的忠臣，
他熟知天文地理，足智多谋，一生谨慎，可谓是奇才！他借
东风、草船借箭、骂死王朗、空城计、三气周瑜。.。.。.这
些常人是所想不到的。

关羽面如红枣，有“青龙偃月刀”，“赤兔马”。他千里走
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斩严良、诛文丑、刮
骨疗伤不怕疼。几乎变的天下无敌。

常山赵子龙，长坂坡救幼主。赵云怀抱幼主，直透重围，赵
云这一战，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战。为了救小主人，生死
置之度外。

《三国演义》让我大开眼界，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二

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我最喜欢读的`历史书
籍就是明朝作家罗贯中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它是
根据历史故事演义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是一部我非常喜



欢的精彩的小说。

《三国演义》的故事很精彩。“借东风”、“空城
计”、“草船借箭”、“单刀赴会”、“火烧连营”、“七
擒孟获”等故事生动形象，让我着迷。为了加深我对书中情
节的印象，妈妈还专门带我到武侯祠，到阆中张飞庙，观诸
葛武侯塑像，看“桃园三结义”圣地，赏“草船借箭灯会”，
我们还去了广元寻“剑门关栈道”，走“陈仓”迷宫。在这
些地方，我一边找着鸡公车的神奇机关，一边扮诸葛摇着羽
扇，诵着“赤壁赋”，读着碑文，好像回到了三国那个时代。

《三国演义》的人物很精彩。刘备的雄才大略，诸葛亮的足
智多谋，曹操的狂妄自负，张飞的粗鲁仗义，关羽的情深意
重，赵云的武艺高强……每个人物都是那么栩栩如生。其中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刘皇叔三顾茅庐》，为了请出贤才诸葛
亮，刘备不怕路途遥远，不怕日晒雨淋，三次到诸葛亮的住
地请他出山相助，他的真诚终于感动了诸葛亮。这也让我懂
得了什么叫真诚，懂得了什么叫求贤若渴，更懂得了只要是
金子就总会发光的道理。

《三国演义》的语言也很精彩。如歇后语“周瑜打黄盖，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周瑜是三步一计，诸葛亮是一步三
计”“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张飞吃豆芽——小菜
一盘”“草船借箭——多多益善”、“曹操吃鸡肋——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关胜战李遣——大刀阔斧”等等，经
常被大家使用。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成语，“万事俱备，只
欠东风”、“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生常
谈”、“三顾茅庐”、“如鱼得水”等等，更值得我们好好
学习借鉴。

我喜欢历史，更喜欢精彩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三

这个寒假，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它让我认识了很多
英雄豪杰：有宽厚爱民、礼贤下士的刘备，单刀赴会、忠肝
义胆的关羽，横勇无敌、风风火火张飞，也有雄韬伟略、对
酒当歌的曹操......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被称
为“智绝”的诸葛亮，可以说，他是《三国演义》里最聪明
的人之一。

你看，诸葛亮总是拿着一柄羽毛扇子，只要悠闲地一摇一摇，
一个个好主意，就轻轻松松地从他脑袋里蹦出来了！书中这
样描写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
然有神仙之概。”他真的像个“神仙”，能预知形势的变化，
化解很多危机。

刘备听说了他的才能，毅然决定邀请诸葛亮协助他打天下，
才有了后来的三顾茅庐。最后诸葛亮被刘备的诚心感动，跟
着刘备出山，给刘备当军师，出谋划策。

在赤壁之战中，刘备和曹操交战，而刘备军中正缺箭，诸葛
亮派了二十条船，并在草船上放满了草人。曹操看到了，以
为是对方的军队来进攻，怕有埋伏，立刻下令放箭，结果箭
都射在草人上，诸葛亮把船开回了岸上，叫士兵把箭拔下来，
数一数，竟然有十万只箭！这就是草船借箭。

也是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大船上请客，曹操中计命人把十
艘船用铁链连起来。诸葛亮发现东风快来了，就按计划让黄
盖带人去烧曹操的船。黄盖一看曹操的船，就放火。曹操的
船立刻一艘接着一艘燃烧起来，熊熊烈火一直蔓延，像是要
燃烧了整个天地一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

诸葛亮“多智”的名声，也和他生平事迹一起流传千古，令
无数人抚今追昔，感慨至今。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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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罢《三国演义》，我认识了书中太多独具特色的英雄人物：
宽仁好施，识人善用，坚忍不拔的刘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胆侠义，骁勇善战的关羽，勇武过人，
粗中有细的张飞，才华横溢但心胸狭窄的周瑜，胸怀大志、
知才善任的孙权，文韬武略、为人奸诈的曹操……一个个已
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人物，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地鲜
活着，但最为清晰的是“三绝”人物：“智绝”诸葛
亮，“义绝”关羽和“奸绝”曹操。

首先来说一说诸葛亮吧。对于他，“智绝”两字太恰当不过
了。他巧借东风火烧赤壁、草船借箭巧对刁难他的周瑜、七
擒孟获从内心上折服对手，巧用空城计智退司马懿。蜀国有
了他后连打胜仗，国力也日渐强盛，三国鼎立才能真正地形
成。我佩服他的才智，羡慕他的聪明，想着若自己也有他这
样博学多才又多谋就好了。但我知道，所谓的天才，都是百
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要想让自己变得更
聪明更智慧，唯一的途径就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万难去
学习！想自己平时为一点点的成绩而沾沾自喜，被称为“学
霸”就飘飘然的，真是太不应该了。往后，我一定要更努力
去学习，更用心去积累更多的知识，才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再说“义绝”关羽，他“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是忠义的
化身。三国英雄人物里，能担“义绝”二字的，舍他其谁呢？
他自与刘备、张飞在桃园结义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忠肝义
胆地对待着两位兄弟。特别是对刘备，在与其失散暂居曹营
时，一得知刘备的下落，就不顾曹操的百般收服诱惑，抛下
所有金银财宝，只为能尽快找到刘备而收下赤兔马，护送着
两位嫂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投奔汉营来找刘备。华容道上，
他又为了顾念旧情而放走了曹操。这几件事足以体现关羽的



忠义。但是，他也有骄傲自大，大意失荆州的一面。看来，
人无完人，忠义化身的关羽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所以，
我们真没有必要为一次考试的失利而灰心丧气，也没有理由
因为别人的一点过失而指责不休。我们只要认认真真去做事，
以平常心对待结果就行！

最后说“奸绝”曹操，对于这个说法，我其实不是很赞同。
他虽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而错杀吕伯奢
的奸邪一面，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一面。但他雄
才大略，消灭了各方割据势力，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
定。他爱惜将才，曾极力想留住关羽，又在他坚决离去时放
他走。他死前还将手下的生活安排得很妥当。这样的人，又
怎是一个字“奸”字能概括得了呢？我觉得还是“治世之能
臣，乱世之奸雄”这一评价更确切些。

三国乱世，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看了三遍《三国演义》，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大浪淘出的“三绝”英雄。再看《三国演
义》我相信自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体会和感悟。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五

《三国演义》是一本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古典名著。

这篇小说讲的是东汉末年，朝政的腐败，黄金军起义，逐渐
统一北方。接着，曹操准备统一中国，被刘备联军打败，从
此三国顶立局面便形成。不久孙权杀关羽，夺取荆州。刘备
为报仇，率大军伐吴，大败而归。刘备病死，诸葛亮辅佐刘
禅治理蜀国。诸葛亮征服蛮族，用办法伐魏，失败，最后诸
葛亮病死。不久，司马氏统一了全国。

《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明生动。有神机妙算的
诸葛亮，勇武过人的赵云，义气深重的关羽，爽直粗豪的张
飞，仁义爱民的刘备，奸诈阴险的曹操，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才高量窄的周瑜，诚恳忠厚的鲁肃……真让人难忘！



其中我最喜欢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他字孔明，人称卧龙先生，
与人称风雏的庞统齐名。原住在茅庐，后被刘备三顾茅庐相
请的行为所感动，成为刘备的军师。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
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娴
熟韬略，多谋善断，足智多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巧用
天气，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
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
阵图”；他还帮孙权从曹操那儿“借”到了十万支箭；他老
是为蜀国打赢胜仗，还善于巧用计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不
得不让人佩服。难怪周瑜再临终前感叹说道：“既生瑜，何
生亮？”诸葛亮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
善西南各族与蜀汉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公元234年，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葬于定军山。

有个东吴名将十分敬佩诸葛亮，那就是鲁肃，字子敬，此人
忠厚老实，很守信用。草船借箭之事，就因他守了约，服从
诸葛亮，帮他隐瞒，诸葛亮才从曹军手中“借”到了十万支
箭。

说到鲁肃，就想起他那心胸狭隘的上司周瑜。他字公瑾，十
分妒忌诸葛亮的才干，总想置他于死地。于是他就威胁诸葛
亮三天之内赶造十万支箭，而后来输得心服口服。最终因被
诸葛亮“三气”，箭疮发作。临死前，他长叹数遍：“既生
瑜，何生亮？”

同样是重要角色的还有曹操。他字孟德，此人谨慎多疑，戒
心极强，十分阴险，但很重人才。曹操由于戒心过高，常误
杀人才。在许多战役中，他都被人抓住这个弱点，损失巨大。

我也十分敬佩重义气的刘备。他字玄德，身长七尺五寸，两
耳垂肩，双手过膝，性情宽和，喜怒不形于色，胸怀大志，
好结豪杰为友。父亲刘胜在他小时便死，家中很穷，只好以
卖鞋为生。刘备后来与关羽、张飞在桃园结为异姓兄弟，当
上皇叔，率蜀军征魏吴，后病死于军中。



刘备的部下关羽和赵云也是我敬佩的英雄。关羽，字云长，
与刘备为异姓兄弟。为了从曹操那里回到刘备身边，他单身
一人带着两位夫人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赵云为了保护
刘备的儿子阿斗，单qiang匹马从曹军包围中冲出，让人十分
钦佩。

这真是一本好书，我看了好几遍，每一遍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每一遍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本书真是让我受益非浅！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六

上学期听动画版评书节目《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对诸葛
亮这位历史人物充满了好奇。这个寒假我又拜读了罗贯中撰
写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现在对他更是由衷地敬佩！

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文韬武略。在百姓心中，他是聪
明绝顶之人，使出了诸如火烧赤壁、草船借箭、空城计、预
伏锦囊计、死诸葛吓走活仲达、七擒孟获等计谋，让对手吃
尽了苦头，让周瑜无奈之下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但在我心中，他更是一个有温度的历史人物。

对君上，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于东汉末年
的乱世之中，感念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出山辅佐刘备
打天下，哪怕刘备因一己私仇导致夷陵之战大败，在刘备弥
留之际，他仍接受了托孤之请，后来刘阿斗继位后，不务正
业，他又写下《出师表》，反复规劝引导；对同僚，诸葛亮
虽身居高位，却谦卑有礼且从不弄权，关羽、张飞之辈也深
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亲切的尊称他为“先生”；对军
队，他以信治军，纪律严明，铁面无私，在马谡大意失街亭
时，虽心中惋惜仍挥泪下令斩杀马谡，并上表自贬；对自己，
他向来是严于律己，修身齐家，他虽权倾朝野，却从不贪财，
他甚至上书说，家有800株桑树、15顷薄田，足够一家温饱了，
他还经常告诫家人要修身养性、励精图治，还写下《诫子



书》，可谓是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我敬佩诸葛亮的谋略，更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希望自己努
力学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七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这本书讲的是东汉
末年，群雄并起，到后来三国鼎立，最后三国归晋的故事。

这本书里面描写了上百个著名人物的形象，如吴国的周瑜，
蜀国的诸葛亮，刘备，魏国的曹操，司马懿等。其中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蜀国的大将关羽。这本书里面讲了许多与他有关
的故事，《水淹七军》写出了关羽的才智，《千里走单骑》
写出了关羽的忠心，《单刀赴会》写出了关羽的勇敢，《华
容道义释曹操》写出了关羽的知恩图报，他的身上有许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佩服关羽的勇敢，有时候老师上课提问时，我因为胆小总
不敢把小手举起来，虽然老师总是鼓励我们上课要积极发言，
说发言是每个同学的义务，回答错误是每个人的权利，说错
了也不会批评，但我却始终不敢主动、大胆的发言，总是瞻
前顾后。以后，我要像关羽那样，不懂就问，做一个有勇气
的孩子。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关云长最后败走麦城的故事，在我们
的学习生活中，不能粗心大意，骄傲自满，不然，就会像关
羽那样大意失荆州了。

《三国演义》这本书，值得我学习，值得我去思考，更值得
千千万万的人们去品读……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八

读罢三国已数载，而今又重来信手翻阅，竟有新收获，可喜
可贺。书贯通一条刘备的蜀汉重振汉室的线，其人似乎凭着
忠义之名一步步由一介草民到贵为天子，难能可贵，虽然最
后未能问鼎中原，在川地也算成就一番帝业。想当初初阅时，
为其之破操，破权为之一振，为蜀汉最后被亡而失落惆怅。
算而今却是另一番滋味，细看刘备，不也同样在干着诸侯割
据的不忠之事，试想倘若刘某真能兴复汉室，那个汉室恐怕
是蜀汉的汉了。只不过刘备深知师出有名之道，用匡扶汉室
之名掩盖自己的行径，其手下亦一拍即合，口口声声刘备乃
皇室之胄，行兴复皇室之功，刘备之谋可谓深也。不过仅仅
师出有名并未有大用，正值乱世，群雄角力，要依仗的是实
力，因而刘备不仅仅停留于名上，而是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
植根于蜀川，实力才是硬道理，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让
我想起同是乱世的西汉末年，面对一个血脉皇室更为纯正但
实力不济的对手施加舆论压力，汉光武帝刘秀手下邓禹直接
给出就是汉高祖刘邦在世也不可能直接当皇帝的论断，令对
手哑然。所以皇室之胄只是使人归顺的借口，可以说是刘备
与前来投奔者心照不宣的托词，但关键的是刘备是有实力的，
用邓禹的话来说就是即使是汉光武帝刘秀再世于东汉末年如
果没实力也是无人问的。

大家都说诸葛孔明最懂谋略，就连刘备本人也讲得到诸葛孔
明则如鱼得水，比喻刘备是离不开孔明的鱼，而孔明是兼济
天下的水，其实刘备过谦了，真实恰恰相反，孔明离不开刘
备，而刘备可以离开孔明，这一点是可以从刘备先后用徐庶，
庞统一样势如破竹看出，而诸葛孔明若无刘氏的三顾茅庐，
仅一介南阳村夫耳。也许这有过分贬低孔明之嫌，但笔者认
为这是个人看法不同，笔者固然认同孔明是一个将才，他有
提出隆中对的大局战略观，也有用兵如神的过人谋略之处，
但他仅仅是个将，他能将刘备想要做的事做得很好，但要做
什么要真正的帅刘备来决定。国人对诸葛亮的谋略神化以至
于孔明近乎妖，殊不知一个人的环境决定眼界，本躬耕于南



阳的诸葛孔明不大可能一人力挽狂澜。不过近来看见一个有
趣的说法，诸葛亮其实是汉献帝，汉献帝从宫中脱走，化名
隐于南阳，久为天子故有过人见解，甚至可以骂战王朗致死，
王朗之死死于见到天子的惶恐。这真是一个创见，似乎与原
着许多情节相吻合，供读者一哄绰绰有余。

不难看出刘备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式的人，称帝时的假意推辞，
赵云面前摔阿斗。他这种仪式的最灵活体现在向孔明托孤，
假意的禅让让孔明死心塌地继续为自己的封建王朝服务，在
这一点上同时看出，刘备之谋略权术远于诸葛孔明之上。至
于蜀汉之亡，全然在实力上，蜀汉确实是天府之国，物产丰
富，但成就一番帝业或是太勉强，与人口众多，粮食更多的
曹魏来讲，实力要逊色不少，同样可以解释东吴的灭亡，若
无法打破这种局面，灭亡是必然的，刘备孔明都深知这一点，
不断想要北伐是形势所迫。实力之于刘备，正如萧何之于韩
信。最后蜀汉亡了，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许可以算作是一
种进步。

再来讲讲三国中看出的忠义，最佳的体现无疑是关云长，义
薄云天的形象至今仍被津津乐道。毫无疑问，但得知刘备之
讯息后便毫不犹豫地前去投奔，哪怕过五关斩六将，这是一
种忠义。但换个角度，他镇守荆州，与东吴交恶，以至于自
己最后身首异处，间接导致了蜀汉的颓态，这难道是忠义的
表现？是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他对刘备一人忠心便是
忠义，这是一种对封建忠君思想的宣传，君即是国，国即是
君，只要他不背叛刘备便可以担任忠义的化身。作者罗先生
也逃不开封建时代的束缚，这样来塑造关羽这一个忠义的形
象。再来看看其它武将投降之事，庞统来降曹操，不影响其
忠义之名，但有关羽斩庞统以全其名，投降与忠义之间是个
难题，一念之差可能就有截然相反的评价。笔者认为，有智
慧的降方可成就忠义之名。投降一事万不可自己主动提出，
像于禁遭水淹七军后主动向关二哥投诚，落得守陵恼羞而死，
一定要对方提出，自己要有一定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姿态方
可半推半就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之势投降，乱世之下易主并非



罕见，但要讲求智慧技巧，当然一切的前提是武将要有自己
过人之处，若为庸庸碌碌之辈，对方亦不会有招降之念，即
是实力是必不可少的。

刘备在关张被诛后大举伐吴显得不妥，但笔者有一个大胆的
想法，刘备真正所图并非报仇，此举若成则可以吞并东吴，
不成则至少可全其名，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仪式
呢。似乎在笔者的解说下，忠义似乎变作伪善，一切都是权
与利。但这就是现实，人性就是如此，虽然古往今来我们推
崇道德决定论，可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不是并列而是先后
关系，道德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不起决定作用，勿言在乱世。
再有好的意图，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没有实力亦是空谈，
这让我想到近代的百日维新，戊戌六君子就是六个书生谈论
政治，拉上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引颈受戮之勇毅故可
贵，但并未给大清带来一个光明前景，可谓不务实。三国似
乎是中国历史分分合合的一个缩影，折射了许多，回味无穷。

纷扰三国已过，对于收获，已结为标题。谋深取极，谋略的
深度决定了最后的高度，何不取极；钻硬求通，实力方是硬
道理作为通行证，必须钻研打磨自己的实力，即可求通。

笔者有一点想明确，三国演义无疑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近来在网上老看见一种论调说三国演义这种充斥虚构情节的
书不值一读，什么空城计是假的尔尔。但可有曾想过文学作
品从来都是高于生活，至少不以追求真实作为目的，如果说
三国演义有虚构情节而不值一提，那些童话故事何有立足之
地。毋庸置疑的是三国演义客观上起到一种很好的引导作用，
培养我们对三国这一段历史之兴趣，即使是作者出于主观考
虑作了文学加工，但不能抹杀它是一部极好的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第一到三回读后感篇九

就在今天，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以前，我以为这里
面讲的都是一些晦涩难懂的历史，但翻开了这本书，我才意



识到：我错了。

这本书中的三国历史，被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取代。这分明
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传奇！最后魏国被司马氏一族灭掉，
改为晋国，并随后灭掉了吴国与蜀国。这其中有让人赞叹不
已的巧妙计谋，像王允使的连环计、诸葛亮利用草船来借箭，
再用这些曹军的箭攻打曹军等等。也有些好笑的情节，像这
一段：“马超带领人马直入中军捉拿曹操，西凉兵大
叫：‘穿红袍的人是曹操！’曹操赶紧脱下红袍。西凉兵又
有人叫：‘长大胡子的是曹操！’曹操一惊，忙用佩刀割掉
长须。西凉兵又叫：‘短胡子的是曹操！’曹操赶紧扯下旗
角包着头跑了。”这一段，特别有趣！我读了好多遍，每次
都能逗得我捧腹大笑。罗贯中写得可真好！

这里面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如仁义善良、礼贤
下士、有君子之风的刘备；阴险、多疑、奸诈，有大志大略，
军事政治上都十分出色，靠自己打拼创造自己的事业的曹操；
自视甚高的关羽；勇猛但是非常莽撞、粗暴的张飞；拥有非
人的智慧，几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的诸葛亮等等。这些人
物的形象都塑造得极好，善恶分明，使我对作者赞叹不已。

虽然这本书表面上看起来写的是天下群英争霸，但我也能从
中悟出不少道理。比如自我感觉挺好的关羽，他的结局也告
诉了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此等等的例子，
都在教育着我们：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就要去学习他（她）
的优点，把他（她）作为自己的目标。哪怕看见别人比自己
差，也要好好地反省自己，自己若是有这个缺点，就及时改
正；若是没有这个缺点，就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
误。

读了这本《三国演义》，我学会了写作方法，也懂得了许多
道理。这就是我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