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写曹操(汇总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读后感写曹操篇一

今天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后，有一个让我喜欢又让我讨厌的
三国人物一曹操深深地吸引了我。人们提起曹操，我就会联
想到一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说他是奸臣，主要体现在
他的疑心太重了，在刺杀董卓失败后，他结交了陈宫，躲到
了他的亲戚吕伯奢家中，吕伯奢出去打酒招待他们。他却坏
疑吕伯奢一家要打他们，杀了吕伯奢一家人，更可恶的是吕
伯奢打酒回来途中遇到了曹操，曹操一下就杀了吕伯奢，还
理直气壮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最终
陈宫因为此事而离开曹操。这是我讨厌曹操的原因。()

但是我们只看到曹操的阴险狡诈的一面，却未看到他冶国有
方的另一个方面，曹操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经过多年
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于是曹操积极召集
老百姓，编成组来开荒种地，屯田农民直属国家管理，可以
不服徭役，收获时只交给国家四至五成的粮食，边防将士守
边种地，收获的粮食全都上交给国家。由于曹操此举，才使
中原农业得以很快的恢复。

此外，曹操的善于用人也是很突出的一个优点。他宣布重用
那些出身导却有专长的人。如曹操手下的张辽，徐晃等虽然
出身寒门，但却被曹操重任，使他们的才华不被埋藏。

这就是让我喜欢又让我讨厌的三国人物一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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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写曹操篇二

这几天，我看完了曹操这本书，看完后，我坐在椅子上，回
想着书里的情节，感受颇多。

《曹操》这本书主要讲东汉末年，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天下
大乱，群雄四起。在镇压黄巾起义后，豪强割据势力各居一
方，互相残杀，极大破坏了社会生产，曹操在这样的历史条
件下，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战争。经过二十年
的征战，他相继消灭了吕布、袁绍、韩遂等割据势力，统一
了中国北方。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深深敬佩起曹操来。被曹操统一后的中
国北方各地，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在用人上，推行
“唯才是举”“用而不疑”的政策。书中张辽、徐晃虽是俘
虏降将，也得到了重用。他奖罚分明，在他身边积聚了大量
的文臣武将，为统一事业出谋划策。

生活中，人们只看到了曹操阴险、狡诈的一面，却没有看到
他治国有方的一面，治国有方、知人善用、军事才能等都是



他的优点。通过读《曹操》这本书，不仅使我全方面了解了
曹操这个着名的历史人物，而且使我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
真是一举两得。

读后感写曹操篇三

在《曹操献刀》一文中，曹操刺杀未成转而献刀，其中有很
多道理。我认为其中有一条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首先，曹操先借了七星宝刀。这就说明他已想好了两手准备，
一是杀成即可当即为国除害，二是杀不成就推说献宝刀。留
得青山再说，而后再讨伐诛杀他。

其次，若曹操有必死的决心的话，他就不会在董卓翻身吕布
回来时推说献刀，而是一刀先捅过去再说。再之后就是杀吕
伯奢全家时抱定要“留青山”的决定了！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比喻的是：只要基础或根本还存在，
暂时遭受损失或无伤大体。只要留住有生力量，就不愁做不
出更多更好的.事来。

当然，曹操的残忍断不可取！

读后感写曹操篇四

前几天，我读了《曹操》这本书，我对曹操这个人又有了新
的认识。

每当人们提起曹操，就会联想到戏台上那一位白脸奸臣，想起
“挟天下子以令诸侯”这句话。可我读了《曹操》这本书后
明白了，这不是对曹操的公正评价。其实，曹操是一个有本
事的人，比如：经过战争的洗礼，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蔽
平原”的悲惨景象，农业生产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



于是曹操采用种种方针才使中原农业得意恢复。

曹操不仅访求人才，而且在战争中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
把被动变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
如：公元199年袁绍想以10万大军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曹操。
曹操那时只有2万兵力，当他得知袁绍要发动总功时，便一同
与谋士分析当时的形势，利用袁绍迟疑寡断、内部意见不统
一的弱点，采用种种计谋打败了袁绍，平定了北方。

读了《曹操》这本书，使我看到了曹操是怎样利用人才，怎
样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的。

读后感写曹操篇五

这几天，我看完了《曹操》这本书，看完后，我坐在椅子上，
回想着书里的情节，感受颇多。

《曹操》这本书主要讲东汉末年，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天下
大乱，群雄四起。在镇压黄巾起义后，豪强割据势力各居一
方，互相残杀，极大破坏了社会生产，曹操在这样的历史条
件下，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战争。经过二十年
的征战，他相继消灭了吕布、袁绍、韩遂等割据势力，统一
了中国北方。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深深敬佩起曹操来。被曹操统一后的中
国北方各地，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在用人上，推行
“唯才是举”“用而不疑”的政策。书中张辽、徐晃虽是俘
虏降将，也得到了重用。他奖罚分明，在他身边积聚了大量
的文臣武将，为统一事业出谋划策。

生活中，人们只看到了曹操阴险、狡诈的一面，却没有看到
他治国有方的一面，治国有方、知人善用、军事才能等都是
他的优点。通过读《曹操》这本书，不仅使我全方面了解了
曹操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使我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



真是一举两得。

读后感写曹操篇六

从小，我就看过四大名著，有《红楼梦》、《水浒传》、
《西游记》、《三国演义》，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既不是
孙悟空，也不是宋江，更不是林黛玉，而是《三国演义》里
面的东汉丞相魏王――曹操。

一提到曹操，大家一定会想“白脸的奸臣”，“挟天子以令
诸侯”。可是，当我看完《三国演义》之后，我终于知道这
是对曹操不公正的评价，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比如：经过了无数的战争，中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悲惨
的场面，农作物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幸好曹操使用了“屯
田”政策，中原才得以恢复发展。

曹操除了自己会用人，自已也很有谋略，了解敌情，想当年，
袁绍有80万大军，准备消灭曹操，可曹操只有20万大军，袁
绍是曹操的4倍，可曹操发现了袁绍内部意见不统一，就利用
这一点，就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平定了北方。

读后感写曹操篇七

今天，读了《曹操》这本书后，我对曹操又有了新的认识。

以往提到曹操，我就会联想起戏台上那一位”挟天子以令诸候
“的白脸奸臣，在这里，人们只是看到曹操阴险、狡诈的一
面，却未看到他治国有方的另一面。曹操其实是一个很有本
事的人。试看，经过多年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其严重
的破坏，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于是
曹操积极推广“屯田”方针。屯田方针分“军屯”和“民
屯”两种。“民屯”就是召集百姓，编成组来开荒种地，屯
田农民直属国家管理，可以不服徭役，收获时只要给国家百
分之四十的粮食；“军屯”就是边防将士守边种地，收获的



粮食全部给国家。曹操此谋，使中原农业得以很地恢复。

此外，曹操的知人善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优点。他打破了汉末
以来官位世袭的传统，宣布重用那些出身低低贱却有专长的
人。如曹操手下的张辽、徐晃等虽然出身寒门，但有一技之
长，都被提拔成了大将。所以当时自愿投弃到曹操门下的人
也很多，形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为他日后夺取天
下打下了基础。

读了《曹操》，我不仅全面了解了那时的历史故事，也学会
了很多策略。

读后感写曹操篇八

我继续往前跑？终于还是有了自己选择。对了，这里就是菜
市场了。正当我人神地看着那清泉里调皮的水花向前欢快地
翻腾时，忽然，几颗晶莹的水珠溅到我的脸上，身上。忽然，
一个浪头打来，不备之下把我盖在水里。有这么一天，老虎
回来了，走路一跛一拐，长裤子盖着老虎脚，也看不出有什
么不对。

每当人们想起曹操，就会想起白脸奸臣，想起“挟天子以令
诸侯”这句话。可读了《曹操》后我明白了，这只是对曹操
的片面评价个很有本事的人，在政绩上，有过一定的贡献。
比如：经过战争的冲洗，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蔽平原”的
悲惨景象，农业生产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是曹操采用屯田
方针，才使中原农业得以恢复。

还有，曹操打破了汉末以来依照门第高低用官吏的标准，宣
布重用那些出生微贱、门第低下，虽有偏短但有专长的人，
只要有真才实学，就是生活有些小缺点的人，都可以量才任
用。如：曹操手下的张辽、徐晃……他们虽然出身低微，但
有一技之长，都被提拔成了大将。



曹操不仅爱惜人才，而且在战斗中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
把被动改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
如：公元199年袁绍想以10万大军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曹操。
曹操那时才两万兵力，当他得知敌人要发动总攻时，同谋士
分析形势，利用了袁绍的弱点，平定了北方。

通过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知道了
怎样看一个人。我还要提醒大家，以后可千万别轻易说曹操
是一个大奸臣了，在我心目中，他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最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凡事不能只看片面，一定得看全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