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国演义读心得 读三国演义心
得(大全8篇)

学习心得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学习的收获和不足，提高学习效
果，我觉得写一份学习心得是很有必要的。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教学反思范文，仅供参考，请大家共同学习和探讨。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一

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它臭化了曹操、美化了刘备、神化了
诸葛亮、提高了赵云，贬低了周瑜、总的来讲，这部书是我
最爱看的书之一，常言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我
虽年老，但还是继续看。

最使我感得好的，是这部书的大小战事四百多次，每次不一
样，即使同是水或火;好有不同;其次桃园三结义，永世不相
忘，这种情谊值得推广。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二

第一段：引言（150字）

《三国演义》是一部古代中国长篇小说，描绘了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三国时期。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以
其深入的历史渗透、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期我阅读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章，我
深深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和智慧，今天我将就我对《三国演义》
第一部分的体会和感悟进行阐述。

第二段：故事梗概（250字）

第一章讲述了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和刘备三方势力的角逐。
其中，曹操受到皇帝的任命，率领大军出征袁绍。曹军听到



军队中有人壮大声喊曹贵人，曹操下令立即捉拿，结果捉了
一大堆人。曹操整顿军队迅速前进，在界驷一战击退袁军。
同时，刘备带着一小支部队前来助阵曹操。刘备得知曹操的
军队士气低落，遂指挥部队向曹军示威，结果曹军惊慌失措，
刘备得到了提拔。而袁绍军队却因为袁绍饮酒过量，导致大
意失荆州，最终败退。第一章通过这些事件展示了各个势力
的帝王之志、忠义之心和智勇之计。

第三段：社会背景与人物形象（300字）

第一章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当时天下大乱，战争
频仍。曹操、袁绍和刘备三位主要人物，分别代表了三个不
同的势力和个性。曹操是一个果断、狡猾和聪明的战略家，
他不仅有勇武的军事能力，还善于运筹帷幄。袁绍是一个乐
于享乐、懒散和骄傲的君主，他势力雄厚，却不善于统一指
挥，最终败给了曹操。刘备是一个仁义、聪明和机智的统帅，
他倚靠着自己的勇气、义气和智慧，成功争得了曹操的重用。

第四段：思考与感悟（300字）

从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袁绍和刘备三位主要人物
的能力和个性特点。曹操是一位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将领，
他敢于冒险，善于计谋，将自己的士兵训练得非常纪律严明。
袁绍则因为自己的放纵和骄傲，无法发挥自己强大的实力。
刘备则是一个完美的综合型角色，他既懂得舍己为人，也能
够用智慧和谋略取得胜利。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我对于个人
意志力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五段：总结（200字）

第一章激发了我对三国时期历史的兴趣。通过阅读《三国演
义》，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智慧、勇气和忠诚等方面的东
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是勇于行动和聪明才智
解决不了的。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以曹操、袁绍和



刘备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智慧，
坚定自己的目标，并勇往直前，迎接人生的挑战。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三

读三国演义是一项受到广泛欢迎的文化活动，它不仅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品味经典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
阅读这部巨著，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许多人生的智慧和启示。
然而，仅仅是读懂了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并不足够，更需要
我们对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人性原理等进行思考和体悟，
以获得更深层次的收获和心得体会。

首先，读三国演义需要有耐心和毅力。这部四大名著之一的
巨著共有一百二十回，篇幅庞大，情节复杂。阅读这样一本
书，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
时，情节紧张引人入胜，会让人视若珍宝；但也有时，一些
较为繁琐的战争描写以及政治阴谋可能会让人感到无聊和迷
茫。然而，正是这种对不同情节的耐心和毅力，让我们能够
真正理解故事中人物的成长与变化，从而更加深入地体会到
其中的道德观念。

其次，读三国演义需要有对历史和政治的认识。虽然三国演
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其中大量的情节和背景都与真实的历
史事件相关。理解这些历史背景对于我们读懂故事和人物的
决策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至关重要。此外，三国演义也
是一部关于权谋斗争的小说，其中的政治阴谋和策略洞察还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政治问题，培养我们的政治思维
和洞察力。

第三，读三国演义需要善于分析和思考。这部小说中的每一
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他们在面对各种困难
和压力时展现出来的令人倾佩的智慧和勇气，值得我们认真
思考。通过分析他们的决策和行为，我们可以探讨出成功的
要素，从而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和



决策。

第四，读三国演义需要对人性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小说中的
人物众多，性格各异，他们的思想、动机和行为充满了对人
性的真实描绘。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复杂
性、善恶对立的冲突以及情感和欲望对人的影响。这对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都非常
有益。

最后，读三国演义需要有对友情、忠诚和家国情怀的思考。
三国演义中出现了很多深厚的友情和忠诚，如刘备、关羽、
张飞之间的“桃园结义”、赵云对刘备和刘禅的忠诚等等。
这些情节让我们思考朋友之间的关系、忠诚与背叛的界限。
同时，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无论是
刘备为复兴汉室，还是曹操谋求统一天下，都体现了这种情
怀。这些情节能够激发我们对家族、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自己的家国。

总之，读三国演义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和思考，从中获得智慧和启示。我们需
要有耐心和毅力、对历史和政治有一定的认识、善于分析和
思考、对人性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并思考友情、忠诚和家国
情怀等方面的议题。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我们才能真正从三
国演义中体会到其中的精髓，从而得到更深层次的收获和心
得体会。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四

三国演义，一部经久不衰的古代小说，描绘了中国历史上最
为动荡的时期。这部作品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人物
形象，展现出了智勇双全的英雄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仅仅阅读故事并不能对其深层次
的内涵有所体会，因此，我们在阅读《三国演义》时应该有
心得体会，从中领悟顶天立地的人生哲理。



第二段：了解历史

首先，读三国演义要有心得体会，就需要对历史背景有一定
的了解。三国时期，正值中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百姓流
离失所，天下分裂成了东国、西凉、南蛮和北冥四个割据势
力。在这个时期，曹操、刘备、孙权及其麾下大将等等就分
别代表了这四个势力。因此，只有了解到这个时期的大背景，
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白故事中各个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才能更
好地体会这个时期的混乱与英雄。

第三段：品味智慧

其次，读三国演义要有心得体会，就需要品味其中的智慧。
在故事中，刘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纵横交错的智
谋贯穿了整个剧情。他们虽然身处乱世，但却利用自身的智
慧来引导众人，谋划战争，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宏愿。他
们的智慧使人们看到了机智灵活的一面，也给人们带来了深
深的思考。例如，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和“空城计”等战
略，无不展现了他聪明才智的一面。通过对这些智慧的品味
和思考，我们可以引导自己形成对人生、对困境的理智和智
慧。

第四段：感悟人性

再次，读三国演义要有心得体会，就需要感悟其中的人性。
三国时期的人物各具特色，正是因为他们的特点而被后世所
传颂。例如，刘备的仁爱、曹操的果断、关羽的勇敢、诸葛
亮的智慧等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追求，正是
这些不同的人性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有趣。通过对这些人
性的感悟，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人性的善恶、虚伪和真诚，
让我们更加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第五段：反思自我



最后，读三国演义要有心得体会，还需要反思自我。故事中
的英雄人物大多都具有高尚的品质和强烈的责任感，他们都
以天下为己任，甘愿舍弃个人的得失，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而奋斗。相比之下，我们普通人往往很难达到这种高度。因
此，通过阅读《三国演义》，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责任感和
奉献精神，从中汲取力量，激发自身的潜能，从而更好地面
对人生的困境。

总结：

总之，读《三国演义》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纸花般的文字表面，
而应该有深层次的心得体会。通过了解历史、品味智慧、感
悟人性和反思自我，我们可以更好地与这些英雄人物共鸣，
从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和价值。让我们一起读三国演义，在
其中寻找启迪，汲取智慧，成为更好的自己。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五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以描写三国时期
英雄豪杰的历史故事为主线，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权力斗
争的无情性。而其中第章《略议曹徐争雄》更是对曹操和徐
州之争的详细描写。通过阅读《三国演义》第章，我深深地
被故事所吸引，对于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变迁有了更深的
理解。下面我将从曹操和徐州之争的起因、过程、结果以及
我对此章的感受四个方面，进行心得体会。

首先，充满血腥和背叛的曹徐争雄背后隐藏了复杂的人性。
徐州之争起因于徐州牧陶谦忠心侍国，但陶谦的养子徐庶忧
国忧民，主动加入曹操麾下。然而，曹操为了夺取徐州，对
徐庶许下了美好的安排，企图使他背离陶谦。面对曹操的利
诱，徐庶曾动摇过，但最终仍选择了忠诚，用自己的行动证
明一名忠臣的价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多变的，
面对权力的诱惑和背叛的阴谋，我们需要坚守正义和忠诚的
原则。



其次，曹操与公孙瓒的斗争过程是十分惊心动魄的。曹操兵
临乌巢，公孙瓒力量悬殊，但他依旧堂堂正正地与曹军作战。
在危急关头，瓒安排自己的兄长公孙度出使曹操，以争取时
间。这种用智慧化解危机的策略令人敬佩。虽然公孙瓒最终
被曹操击败，但他并未失去尊严，最后投奔刘备，为后来的
形势逆袭打下了基础。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曹操的狡诈和公
孙瓒的聪明才智都充分展现了人性复杂的一面。

之后，该章的结局揭示了历史的变幻莫测和权力斗争的残酷
性。曹操最终占领了徐州，成为了主宰三国的一方势力。然
而，这只是历史变迁中的一个片段，曹操并未真正统一天下，
而是仍然陷入战乱。这个结局告诉我们，历史无情地推动着
人性的变化，一方势力崛起，另一方势力则衰落，权力斗争
中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最终的胜利和平稳才是真正的目标。

最后，阅读该章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三国演义》
是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它成功地将历史和故事融为一
体，生动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和生动的故事情节。
通过阅读，我对于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也更能体会到历史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性。这种对于
历史的思考和认识将成为我今后的学习和生活的重要财富。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第章《略议曹徐争雄》揭示了人性
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的无常，通过曹操和徐州之争的起因、
过程、结果以及对历史的思考，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
认识。同时，它也让我明白了忠诚、聪明才智和权力斗争的
残酷性，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以坚定的信念和明智
的选择面对各种挑战。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首雄伟壮丽的赞
歌拉开了三国的序幕。《三国演义》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它记录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描绘了杰出的历史人物和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最辉煌的历史巨人之一。仔细阅读后，
我印象深刻。

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灵武帝中平
元年至晋武帝司马炎的历史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从黄巾之乱
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再到诸葛亮三分天下，再到三国统一
归晋的故事。

《三国演义》讲述了许多战略性的战争故事。官渡之战以少
胜多，谋长节短，百战百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刀光血影
的场面；赤壁之战更是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还有巧妙的连
环计，精准的刀杀人计，动人的苦肉计。……真是壮丽的战
争场面。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三国演义》，让我明白:做事要动脑，
步骤计划要周到，心平气和，勤于思考，谋长节短胜战多，
坚定信念不动摇，义重如山知回报，忠于职守待人，一生美
名乐逍遥。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七

作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三国演义以其丰富的故事
情节和深刻的人物形象吸引着广大读者。然而，仅仅是阅读
并完事，是远远不足以领悟其中的真谛的。读三国演义要有
心得体会，才能从中获得更深层的启示和体验。要有心得体
会，首先需要理解其中的智慧；其次，要学会借鉴书中的智
谋；最后，要将这些智慧和智谋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首先，要读懂三国演义，就需要理解其中的智慧。三国演义
中充满了智慧的灵感和思考，而我们作为读者，需要通过细
致入微的阅读去感受其中的智慧。例如，诸葛亮的智慧在三
国演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用草船借箭、火攻猛犬等一
系列的计谋为刘备拓展了局势，这些智谋都是我们可以学习
和借鉴的。通过理解智慧，我们可以更好地领悟三国演义的



精神内涵，从而使我们的思考更加深刻、透彻。

其次，一旦理解了其中的智慧，就需要学会借鉴书中的智谋。
三国演义中奇谋众多，如伏龙、密探、间谍等等，这些都是
历史上的智慧结晶。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运用一些实用的策
略。例如，我们可以从关羽识破曹操下定计谋的例子中，了
解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保持警觉，不被表象蒙蔽，以免
上当受骗。通过学习智谋，我们可以增强我们的智慧和分辨
能力，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的变化。

最后，学会应用三国演义中的智慧和智谋于实际生活中。读
书虽然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智慧和启示，但最终还是要将这些
智慧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例如，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兵法智慧
是一个重要的智力资源，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的军事战略来应
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此外，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塑造也展
现了各类人性的特点，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的处世智慧和处理
人际关系的技巧。通过将智慧运用于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
获得更好的人生体验和成就。

在读三国演义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的理解上，更要有心得体会的态度。通过理解其中的智慧、
学习借鉴书中的智谋和将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从
中获得更多的收获。读三国演义要有心得体会，不仅可以提
升自身的智慧和思考能力，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
际关系。让我们一起读好三国演义，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启示，
为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

三国演义读心得篇八

一提起诸葛亮，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堪称是智慧
的化身，对兵法了如指掌，世人都说他神机妙算。我也非常
敬佩他，也希望能拥有他那么聪明的脑子。以前是在世人口
中和课文中认识他的，只知道他非常了不起。借着暑假这充
裕的时间，我怀着对诸葛亮的敬佩认真阅读了关于他的《三



国演义》。

《三国演义》讲的是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纷争。这战争中，
好军师固然是很重要的，要是军师出谋划策的不好，那么很
可能导致军队全军覆没。诸葛亮在书中可以说是最具有智慧
的军师，他帮助刘备打下了许多城池，可是最后还是因病而
逝。他在死时还想着怎么使军队脱困，使了一个“空城计”。
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矣”。而周瑜则是一个妒忌心
极强的人，他千方百计想要证明他比诸葛亮聪明，可是却总
是让诸葛亮给驳了回来。曹操有作诗的爱好，他的诗很有气
魄，不过他心胸狭窄，只被落了个“枭雄”的称号。而刘备
则是礼贤下士，请诸葛亮出山时是三顾茅庐，没有君王惯有
的架子，只可惜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又不用打仗，了解军事方面有什么
好处?其实这书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又有实际用处的东
西。策略不一定要用在军事上啊，平时生活中也可以用到。
它们会使你变得聪明，变得富有经验。如书中的“声东击
西”“暗渡陈仓”等许多计谋都用得到。不过可不能用机牟
取害人哦!

书中人物的一些品行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刘备的礼贤
下士，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关羽的忠肝义胆，张飞的赤胆忠
诚……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做出卖朋友的叛徒，要做两肋插
刀的义气兄弟。当然，这是要在正确的事情中才要发挥兄弟
义气，如果“为虎作伥”，那只会使朋友越陷越深，自己也
会被拖累。所以，交朋友时要仔细，不能盲目的全然而拥，
否则，倒霉的只有你自己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