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演义读后感一百字 三国演义读
后感(实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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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演义读后感一百字篇一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时，还是幼年时期。那时的我什么都
不懂，还不识字，只认得几个拼音，妈妈就给我买了一本注
音版的《三国演义》，插图精美别致。因为看不懂文字。所
以我只能看图试着去理解，图上画的，都是一群人拿着武器，
向敌方冲去，顿时血流成河，我想：“这种打打杀杀的，有
意思吗？这种书应该适合男孩子看，我还是去看公主故事
吧！”那本书就被我遗忘在了角落中。

三年级时，学了不少知识，思想也更成熟了，此时再读三国，
又有了不一样的看法。顺着作者的指引，借东风让我看到了
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白帝城托孤让我看到了刘备的创业未半，
中道崩卒的艰难；单刀赴会让我看到了关羽的忠肝义胆；据
水断桥的张飞，粗中有细；周瑜打黄盖中看出周瑜的军事智
慧和老臣的忠贞不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物特点，性格分
明，读起来还挺有味道。

这次放了暑假，我有幸再品了一次三国，读过三国的人都知
道，这部书在尊重历史走向的前提下有着尊刘贬曹的倾向，
整体上就是尊蜀汉刘氏为正统，贬曹魏为篡汉的贼子，《三
国演义》毕竟是小说，不是正史，作者是加入了个人情感写
这本书的。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
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
为曹操在三国演义中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



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为人多疑，阴险狡诈。

不过跳出三国演义，历史中的曹操好象不是这样的，读他的
《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诗对当时的社
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
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
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是一个具有豪迈气魄和
忧患意识政治家呀？！他在短歌行中引用“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原句出自《诗经。郑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
子宁不来？”短歌行中则句接“但为君顾，沉吟至今”，让
我看到了一个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军事家。东临碣石时曹
操借许悠之计，以少胜多，击退了他在北方的主要对手——
大军阀袁绍。此时曹操眼中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
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此时曹操心中更是
得胜而归，所向披靡，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气吞山河，一副
“得志才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他明明是一位意气昂扬的文
学家嘛！又如《龟虽寿》曹操时年53岁，他写道“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笔力遒劲，韵律沉雄，
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
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好一个雄心壮志的领导者！

又一次合上三国，我在想，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抒发
着个人情感，描述着当年发生的事情。战役总有胜负，历史
却没有对错，英雄也好，奸雄也罢，不过生前身后名。也许
只有真正活在一个时代中做一朵历史洪流中的浪花，呼啸着
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才是一生中
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我演义读后感一百字篇二

三国演义是一本历史悠久的长篇小说。里面写了三国时期的
许多英雄人物。



例如有：蜀国领袖刘备和他的军事诸葛亮，魏国的领袖曹操，
还有东吴的领导人孙权和他的军事周瑜。

我最喜欢的是军事诸葛亮他是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忠臣。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
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然而，
他之所以具有这些优势，就是因为它重视实践。如，在曹操
攻占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
计到曹操必败，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敌我双
方的优势和弱点作了比较的缘故。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空
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我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料知司马
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
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
了危机。然而，在更多的章节中，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
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如，诸葛亮的几次“夜观天相”，
几次“锦囊妙计”。而在“七星坛祭风”，更是荒诞不经的
描写。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
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他才智过人，
人们都称他为卧龙。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之策令我很佩服。因
为他能观测天气的变化，懂得在借箭中利用天气。从火烧新
野，骂死王朗、空城计、妙锦斩魏延中就已经显示出他的非
凡才智了。

曹操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人物，在具有雄才大略的同时，也充
分表露出敏感、脆弱、孤傲、甚至善妒、多疑的人性弱点。
因此评价曹操这样的多元性格的人物，我们必须倍加注意。
曹操献刀谋董卓，事败后投奔其父之义兄吕伯奢，疑其害己，
杀其全家，并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此言一出，曹操从此恶名远扬。董承谋反，结果是自身不保，
董贵妃也牵连处死。弥衡裸身骂曹贼，曹操借势上演了一场
借刀杀人的好戏。杨修妄猜曹心，曹操亦以动摇军心这个莫
须有之罪杀之……这等举不完的例子尽显曹操多疑、妒才、
残忍的一面。



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以仁义当先，他
热爱百姓。刘备一生的行为都与曹操相反，曹操奸诈，刘备
仁义。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一个新野，
或是徐州，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爱戴。

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
人才，曹操失了一个吕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
哭吕韦。他的谋臣郭嘉死后，他也十分痛心。刘备则更重视
人才了，起初赵云并不是刘家的将军，但他十分器重赵云，
几次留他，后来终于归到了刘门下，才使得那个扶不起的阿
斗两次脱险。徐庶被曹操“拐骗”到那边，在送别时，刘备
哭着送别，还要砍掉挡在前面的竹林，后来徐庶才又回来推
荐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才的典范。

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
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衡等等。
都是三国的主要人物。

三国演义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研究历史的
规律，分析人物性格，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成败原因。名著
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推敲的，好的名著伴人一生成长。

我演义读后感一百字篇三

今年暑假期间我认真读完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
浅。《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是：诸葛亮、曹操、关羽、
刘备、张飞、赵云、周瑜、葛黄忠等人，《三国演义》以三
国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

《三国演义》一书中叙述了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有“三顾
茅庐”、“草船借箭”、“空城计”、“七擒孟获”……。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是诸葛亮，他虽然不像刘备他们
那样会打战，可他会用智慧的头脑去策略去施计谋，诸葛亮
作为刘备他们的军师。诸葛亮是一个贤才，他是琅琊郡阳都，



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是刘备请来的一位军师，
诸葛亮他什么事都可以预计到，有非凡的智力，所以我很崇
拜他。

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我知道了什么是“周瑜打黄盖，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的意思，也知道了失荆州—骄兵必败的意
思。

《三国演义》是一位无声的军师，他告诉了我许许多多打战
的方法，所以我建议大家也学习学习!

我演义读后感一百字篇四

三国，多令人向往，是一个盛世，也是一个乱世。

董卓废帝之时，三国随之崛起魏、吴、蜀三国，为了自己国
家的利益各不相让，自然就有了战争，正所为分久必合，久
合必分，战争多如牛毛，人才必定诸多。

三国也是个人才备出的年代。武将关羽、马超、张飞、赵云、
黄忠、吕布、夏候惇，名医华伦，文臣诸葛亮、曹操、孙权、
周瑜、鲁肃、刘备等。

我也很喜欢曹操和诸葛亮，诸葛亮聪明过人，发明出了不少
东西，曹操和周瑜没少吃过他的苦头。曹操能为人民的利益，
掌控大局，却在对待异族时，不讲圣人道，但却是真性格。
孙权不到二十岁就打理吴国，可以说是年少有为。

三国，你多令人向往啊！

我演义读后感一百字篇五

暑假里阅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三国时期发
生的历史事件，领略了各路英雄的风采。



这本书主要讲了三国时期蜀、魏、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
斗争。

你一定会想问我：“诸葛亮历来为人赞颂，为什么你不敬佩
诸葛亮呢？”我认为诸葛亮纵然是聪慧，有谋略，可他没有
雄心壮志，之前辅助刘备可以看出他的忠心，可后主刘禅昏
庸无能，他还尽心辅佐，这不是愚忠吗？他若是自己为帝，
汉室江山早打下来了。

《三国演义》不但比较真实的反应了三国时期的历史，还反
映了许多明朝社会内容，很值得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