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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那么心得体会怎么
写才恰当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
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三国演义的心得体会篇一

书是有价的，但又是无价的。书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自然
不言而喻了。

我读过一本书：《三国演义》使我受益匪浅。中国四大名著
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学
名著。

在三国中，我最佩服的是赵云。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
人称“常山赵子龙”，对蜀国刘备忠心耿耿。赵云从 20 岁
起，就随刘备南征北战，奋勇杀敌，他身经百战，所向披靡。
他为蜀国的江山社稷耗尽了心血，直到白发苍苍仍为蜀国四
处征战，赵云为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长板坡大战中，阿斗和糜夫人与赵云走散，赵云急忙前去找，
终于在一堵矮墙边找到，但是糜夫人已受重伤，无法行走，
她把阿斗交给赵云后，投枯井而死。赵云把阿斗背于身上，
曹兵来追杀，赵云连杀 65 名大将。幸得曹操爱才心切，命
部下不得放箭，赵云才得以在十万大军中背负阿斗，杀出重
围。

三国时期战火纷纷，品味古中国文化，了解我国历史，这是
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应该做到的!



我想如果可以做成一个像赵云这样有勇有谋的人，那真的是
太好了。

三国演义的心得体会篇二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三
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
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在三国中，我最佩服的人是关羽，他不但武工好，而且人也
好。在跟曹操打仗时，他因带着二嫂，所以才假装投降。其
实他还是一心想找到刘备，保护好二嫂的。等到他得到一
匹“赤兔马”时，便立即骑着这匹“赤兔马”又去找刘备了。
在山下遇见二嫂，他也不忘把二嫂带回去，真是一名当之无
愧的好汉。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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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
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他不但忠，而且还要
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
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
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
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
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
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
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
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
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

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



着成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要忠义，也应该要有诚信吧。
如果一个人把现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诚信也丢掉了，那这个
人还有什么呢？金钱、地位、官职？这些都是次要的。诚信
是一个人的永久身份证，如果没有了诚信，大家都不信任你，
而且又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不会难过吗？这些又岂是金钱、
地位、官职能弥补的？我相信，你也不想做一个缺点多的不
胜枚举的人吧！所以，让我们打开诚信的大门，用我们永久
的身份证去面对人生吧！

《三国演义》是一部断代体古典名著小说，它讲述了从东汉
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首先我看到的
是像“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类脍炙人口的`诗句，接着
引入正文。第一句话这样说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这句话不无道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
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书中还有上百个
人物、无数的军事谋略，加上作者本身借着历史人物，来阐
述忠、教、仁、义、爱的道理，更是深中人心。

它写的庸主献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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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
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受的
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
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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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的心得体会篇三

今天，我读了《三国演义》，顿时有感于怀。



人们都认为三国是在公元190年到公元280年这90年里，实际
上真正的”三国是在“三分天下吴蜀魏”那个时候，但要是
只写真正的三国，那么曹操和其他三国名人就没有出场的机
会了，《三国演义》也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枭雄，也就是凶猛的英雄，最先想到的就是曹操，“挟天子
以令诸侯”更令他威风八面，加上他平时南征北战，在人们
心中自然会成为枭雄。他的基本策略是招降纳叛，因此他得
到了人才和武将还有许多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曹操随着自
己的发展，野心也开始膨胀，从枭雄摇身一变成奸雄，从骑
都尉升到丞相，就差没当皇帝了。当我看完曹操的事迹后，
再回顾他以前的事，不得不承认他很了不起，是一个真正的
枭雄。

很多人都说刘备是枭雄，我却不这么认为，曹操每次打仗都
是冲在前面，刘备就很少出马，但他战黄巾，斗吕布时，他
打的很英勇。刘备是靠着诸葛亮和那一群大将夺得了一片天
地，皇叔的称号和携民渡江的事再加上他的武将丰功伟迹，
在人们心中真不知道他的人气和地位飙升到什么层度。

孙权是个好皇帝，可“藉兄父之基业”这几个字使他很难堪，
但他带兵打和政治方面都很卓越。在《三国演义》里孙权既
没有曹操那么凶猛，也不像刘备那么懦弱，因此名声比较好，
活得比曹操和刘备长，使得吴国的寿命长。

匆匆忙忙地赶了一个下午，没打完，也打不完，过不，看在
我是新手又打字辛苦的份上，还是饶我吧。

三国演义的心得体会篇四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
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
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
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
《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
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
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
是这样。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
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
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
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
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
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
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
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
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
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
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
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诸葛亮被神
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
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
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
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



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
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
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
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
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受
《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
余字的谥号了。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
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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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
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如，写张飞，第
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郃的战例进行
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
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
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
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
文学手法。《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
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
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
的。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
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
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四、封建与王道

《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
思想——王道与仁政。《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
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



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
“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
尽笔力，大肆渲染。

三国演义的心得体会篇五

小的时候，我看的三国是连环画版的，那个时候的我只对里
面的图画最感兴趣，文字大多我只能靠妈妈的解释才勉勉强
强理解意思。

不过当时的我还是知道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桃园三结
义、三顾茅庐……，我还认识了聪明绝顶的诸葛亮，那个时
候的我对诸葛亮崇拜极了，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三国演义》真是一本不同时期读，有不同感受的著作。

到了年纪大了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看我可以接受的《三国演
义》了，此时此刻，它已经变成了一本历史小说，里面故事
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而且还让我的知识范围不断扩大，
视野得到了扩充。

在小学高年级，再读原着《三国演义》，它在我心中已是一
本饱含人生哲理，有着非凡意义的鸿篇巨作。对里面的人物
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我最崇拜的诸葛亮，从火烧新野，
骂死王朗、空城计、妙锦斩魏延中显示出他的非凡才智。可
他也并非神仙，如他让马谡去守街亭，导致丢失了街亭、柳
列城两个军事重镇，一出祁山失败，自己也被降职。料事如
神的诸葛亮尚且如此，更何况我等凡夫俗子。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别人和自己不犯错误，不应该因为别
人的一点过失而横加指责，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一次考试的
失利而灰心气馁，更不应该为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而沾沾自



喜，人无完人，我们身上也一定存在着需要充实改进的地方。

而我喜爱的三国猛将张飞，长坡桥单骑救主，智夺瓦口，义
释严颜，可谓功不可没，只可惜关羽一死，便失去理智，不
务正业，无故鞭打士兵，导致自己被手下两名小将刺杀，还
陪上了黄忠、刘备和蜀国七十五万大军的性命，使蜀国状况
一落千丈。

相反，魏国名将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辱骂置之不理，态度乐观，
使一代奇才诸葛亮无计可使，以病死五丈原为告终。可见当
遇见悲伤、痛苦、气愤的事情时，应该理智地控制情绪，用
乐观的态度去战胜它，如果意气用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我的成长，每次研读《三国演义》都有不同感受，《三
国演义》真是伴我成长的一本好书。

三国演义的心得体会篇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的确，
关羽自始至终都不失一个英雄的本色。

其实在当时，见风使舵已成气候，哪国强大就降哪国的亦不
少见，像马超，姜维，张松或许在当时会威名远扬，但当历
史沉淀到今日，他们也就暗淡无光了。一臣侍二主可以长安
乐，但关羽宁死不降，蜀国的耻辱就是关羽的耻辱，这时，
体面的'义无反顾是唯一的。因为，我们不仅活在生命的百年
里，还要注重活在千年的历史中。

余秋雨说过：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关
羽的悲剧，又蕴含着多少沧桑的感伤和无尽的苍凉!都说胜者
为王，我却一直在心里称他为失败了的英雄，不管定语为何，



他依然盈满炎黄脉搏的英雄本色。

关羽，演绎了千年不变的精魂，演绎了荡气回肠的凝重。

忠义永存，

英雄无愧!

三国演义的心得体会篇七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句话正是《三国
演义》的开篇词。此时此刻，我心中顿时热血澎湃，眼前展
现的是那一幕幕感人的故事。而我尤其被书中关羽的故事而
感动。

关羽兵败，退走麦城。途中被东吴兵所擒。吴王收买关羽，
却因关羽内心顽强不屈，直到临死，他也神态从容，英勇赴
死。他那坚强不屈的精神让我无比感动。

读完这一章节，我体会到了关羽的坚定。他的意志坚不可催，
他没有低头折节，没有逆来顺受。他的心是坚定的，是高尚
的，是美好的，他就像那些革命烈士一样，毫不在乎自己的
生命，把国家放在首位，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品质啊！正是
他那不投降的精神，唤醒了我的勇气。有人曾说：”人总是
要死的，但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得却比羽毛还轻。
”我认为关羽就死得比泰山还重！

在中国革命也有许多与关羽一样坚强不屈的人。如"刘胡兰，
她被敌人抓住，她宁可葬身火海，也不愿意暴露了重要的消
息。

有人说：”现在我们太小，不能像这些战士一样，但是却在
我们的身边，也能做到坚定不移：比如说解难提，许多人想
了一会儿就打推堂鼓，但是如果坚持就能解出，这就是坚定



啊！”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人生的路上，
面对困难，我们也可以像关羽一样，坚强不屈，不在困难面
前低头，退缩！

关羽的精神与他的尊严，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