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孙子兵法读书心得体会(优秀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
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孙子兵法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孙武所
著，被誉为“兵学经典”。唐王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
出孙武。”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
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
应用，公司才能发达。”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
是大战略，大智慧。《孙子兵法》无论是在军事方面、商业
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其他各个方面，《孙子兵法》都起到极
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孙子兵法》共13篇，分为《始计篇》、《作战篇》、《谋
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
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
《火攻篇》和《用间篇》。在这之中，我认为“不战而屈人
之兵，善之善者也”是这其中最重要的主导思想，是孙子兵
法的灵魂和核心。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出现在《谋攻篇》中，
意为不动用武力，让敌人的军队丧失战斗能力，从而使己方
达到完胜的目的。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作战
中最好的策略。常言道：“伤敌三千，自损八百”，战争本
身就是损人伤己的事，诉诸武力，损耗极大，破坏也极大，



不动武而用军事威胁、经济手段等都更有利于本国，当今大
多数国家遇到纠纷也很少直接诉诸武力的。历史上许多的战
役、战斗都是如此。

不使用武力，让敌人的军队丧失战斗能力，从而使己方达到
完胜的目的，这只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字面上的意思。以
最小的代价，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少的精力，去得到最好的
结果，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才是这句话的本意。

就拿上课来说吧，假如我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老师讲课，即使
下课和放学再怎么玩，我还是能从容应对老师布置的作业和
考试，因为我已经在课堂上把老师所讲的都消化吸收了。我
只花出了很少的时间，却得到了最大的学习效果，这才
是“善之善者也”。相反，如果我上课时不听讲，就算下课
和放学再怎么翻书，再怎么补课，花再多的努力，都不如上
课认真听讲的效率高，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却达不到
满意的学习效果，这就不能算是“善之善者”，也就违背
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的一种体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不仅在军事上十
分有用，商业、经济或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用处。就
像英国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所说的，孙武的思想有惊
人之处——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好像是昨天刚写
出来的。兵法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希望我们
都能铭记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
以最少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最少的精力，得到最大的利益，
最好的结果。

孙子兵法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华夏肇始以来，巍
巍5000年，留下无数华章美文，《孙子兵法》就是其中的奇
葩。时间掩不去其魅力。读它如饮纯酒，又如醍醐灌顶，很



多感慨心得，不吐不快。

这本书分13个部分，有始计，作战，谋功，军形等。每个部
分都有原文，翻译，战例。使我们看着更易懂，更趣味。并
且每篇都那么精妙绝伦。主要写了一些历史战役，将帅们是
在什么情景下运用什么样的战略取胜的。首先孙子从战略术
上，概括了九种不一样作战地区的基本特点，论证了它们对
官兵心理状态的影响。之后，孙子推崇战略出击，提倡深入
敌国进行作战，认为这样做具有使士兵听从指挥，努力作战，
就地解决部队休养，士兵勇敢无畏等优点。然后，孙子结合
战略突袭行动的特点，重视坚持军队的团结一致等。

“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句话不愧为《孙子兵法》之最，短
短7个字使我领悟到了学习的真正法宝。如果你正在读书学习，
别人来找你玩，你会怎样做?想必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玩。这
样就不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了。那么，怎样才算“致人而
不致于人”呢?比如说你和朋友已经玩了很长时间，再玩就是
疯玩、浪费时间了。这时，你就能够静心去看书;当朋友没有
了玩伴，他还会玩吗?也只能回来学习了。这表面看是朋友受
益，其实更是自我受益——不仅仅适量小玩休息了大脑，还
做到了及时学习，不浪费时间。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
著作，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本书里表现出来的随机应
变、肯动脑筋、抓紧时间、遵守纪律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样
能使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取得好成绩，更让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