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城读后感 空城计读后感(优秀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空城读后感篇一

空城计读后感【一】
像往常一样，我一个人在家中，看着《三国演义》，我看到
了空城计……
南方安定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开始伐魏大业了。几场战役
打下来，蜀军胜多败少，形势乐观。魏国大惊，赶紧起用司
马懿。诸葛亮知道他一定会攻占街亭，可街亭还是失守了。
当十五万大军逼近时，诸葛亮急中生智，让仅有两千五百名
士兵听从他的安排：收起军旗，退回大营，打开城门。他自
己披上鹤氅，戴上纶巾，令童子点上香炉，抱来古琴，神情
自若的抚起琴来。最后他只用了一把琴、一炷香就吓退了司
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读完这个故事，让我佩服诸葛亮的聪明与勇气。他不用一兵
一卒就吓退了对方的十五万大军，就是因为他知道司马懿的
生性多疑，而对方也知道诸葛亮是个办事谨慎的人，诸葛亮
就利用了对方的这种心理，打开城门，吓退敌人轻松获胜。
空城计的故事让我明白：危难时刻，不能急噪，要冷静思考。
分析别人的同时也要了解自己，利用别人的心理，依靠聪明
才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早就听说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杰出的人才。他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真可谓智勇双全。今天，我看到一本书上有《空城计》
这个故事是写诸葛亮的，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书，读了起来。
这个故事主要写了诸葛亮自失了街亭之后，准备撤离西城县。
司马懿带领十万兵马，气势汹汹地向县城逼近。诸葛亮此时
手下只有两千多老弱残兵，可是诸葛亮临危不惧，眼看魏军



正向县城蜂拥而来，他却叫人大开城门，在门旁安排了二十
来个士兵扮作老百姓扫街，然后他自己衣冠楚楚地在城楼上
燃香抚琴。
司马懿的部队赶到城门下，只见城门大开，百姓只管扫地，
诸葛亮却坐在城头旁若无人、香烟袅袅，琴声悠悠。司马懿
深知诸葛亮行事谨慎，他认定必有重兵埋伏，于是立刻就把
全部兵马撤走了。读了这个故事我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
诸葛亮手下无兵却敢大胆地设了这样一个“空城计”，让老
谋深算的司马懿上了当。我想，我也要像诸葛亮一样，机智
勇敢，遇事不慌，碰到困难自己想办法解。
空城计读后感【二】
最近我看了《三国演义》之空城计，深受启发，感受很深。
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忙召集众将，部署撤兵，
并亲自带领五千人马，到西城搬运粮草。突然，司马懿率领
十五万大军，向西城杀来，城内只剩两千五百人马，诸葛连
身边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大家非常惊慌，诸葛亮仔细分
析了一下，说，我自有退兵之计。他让军士各守岗位，大开
四门，而他在城楼上弹琴。司马懿是个多疑的人，看这个样
子，城内肯定有伏兵，连忙撤退。
看了空城计，我感觉，诸葛亮非常聪明，有谋略，在危机关
头，从容镇定，没有惊慌，仔细分析对方主帅的性格弱点，
设计了“空城计”，来对付敌人，以弱小对付强大。因为司
马懿是个多疑的人，诸葛亮确信他不敢冒然进城的。
“空城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遇见危险，
要沉着冷静，认真分析应对，出主意想办法。许多时候，办
法正确，危险的事最终还是能够化险为夷的。

空城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空城计》这个故事。

故事主要讲述诸葛亮被司马懿攻击的故事。当诸葛亮看到司



马懿时，他开始了一个空城计划。司马懿知道诸葛亮不敢冒
险，一定有重兵守卫，所以他很快退出了军队。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惊慌，冷静下来，在做决定之前对
地形持乐观态度。

空城读后感篇三

今日，我读了一篇xx叫《空城计》，它主要讲的是诸葛亮用
空城计智退曹兵的故事。

一天，魏国大将军司马懿率领25万大军攻打蜀国，诸葛亮命
令守城的将士打开城门，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好像没有看见
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似的'。诸葛亮只带了两个书童，坐在城
楼上头饮酒弹琴，一点也不紧张。司马懿觉得城中有埋伏兵，
不敢进攻，最终只得下令退兵，诸葛亮的心才放了下来。

读了《空城计》这篇xx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不管干什么
事情，无论局面多么复杂，都不能慌，必须要镇定，仅有这
样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学习诸葛亮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的
良好心理素质。如果碰到疑难问题回答不出来时，能够从另
一个角度去想，不要那么死板，要灵活运用大脑去思考问题。

空城读后感篇四

在今个漫长暑假中，我看了一本很著名的历史书籍――《三
国演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空城计》的故事。它使
我受益匪浅。

三国时期，谙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掉战略要地――街亭，魏
将司马懿乘势引大军15万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蜂拥而来。当
时，诸葛视身边没有大将，仅有一班文官，所带领的五千军
队，也有一半运粮草去了，只剩2500名士兵在城里。众人听
到司马懿带兵前来的消息都大惊失色。诸葛亮登城楼观望后，



对众人说：“大家不要惊慌，我略用计策，便可教司马懿退
兵。”

于是，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旌旗都藏起来，士兵原地不动，
如果有私自外出以及大声喧哗的，立即斩首。又教士兵把四
个城门打开，每个城门之上派20名士兵扮成百姓模样，洒水
扫街。诸葛亮自我披上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小
书童，带上一张琴，到城上望敌楼前凭栏坐下，燃起香，然
后慢慢弹起琴来。

司马懿的先头部队到达城下，见了这种气势，都不敢轻易入
城，便急忙回到报告司马懿。司马懿听后，笑着说：“这怎
样可能呢？”于是便令三军停下，自我飞马前去观看。离城
不远，他果然看见诸葛亮端坐在城楼上，笑容可掬，正在焚
香弹琴。左面一个书童，手捧宝剑；右面也有一个书童，手
里拿着拂尘。城门里外，20多个百姓模样的人在低头洒扫，
旁若无人。司马懿看后，疑惑不已，便来到中军，今后军充
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撤退。他的二子司马昭说：“莫非是诸
葛亮家中无兵，所以故意弄出这个样貌来？父亲您为什么要
退兵呢？”司马懿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冒险。此刻
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我军如果进去，正好中了他们的
计。还是快快撤退吧！”于是各路兵马都退了回去。

看完了主要资料，我真的不得不佩服诸葛亮！他明白众人都
以为他会像往日那样布局，便利用这一点，设置一个没有布
局的“陷阱”，这样，司马懿等人便撤退。所以，在平常的
生活中，我们也要像诸葛亮一样，开动脑筋，学会巧妙运用
计策，克服困难。

空城读后感篇五

今日我在网找到了《空城计》这个故事，于是，我在电脑前
读了起来。



《空城计》主要讲了诸葛亮失了街亭之后，准备撤回汉中，
忽然接到探报“：司马懿率大军来攻，离地已不到十五里了。
此刻，所有大将和大半兵马都被分配出去了，当下只剩五千
人马和一些文官。”官兵们、议论纷纷。诸葛亮却笑了笑，
让大家躲好，不许说话、乱动，又挑了几十名老兵扮成老百
姓的样貌去扫街道，自我在城楼上心平气和地弹起琴来。

魏军来到门前，见四门敞开，每个门前都有十几个老百姓扫
街道，连看都不看自我一眼，诸葛亮在城楼上安安静静地弹
琴。司马懿料诸葛亮一生谨慎，定有伏兵，便下令火速退兵。
就这样，诸葛亮利用司马懿疑心重的特点自我一人打败了十
万多兵马。

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他找出了司马懿的弱点，成功地利用
了易攻之处，取得了胜利。我也要像诸葛亮一样临危不惧，
找出别人的`弱点，同时要动脑筋想办法。

空城读后感篇六

三国时期，诸葛亮因用错马谡而失掉战略要地—————街
亭，魏将司马懿乘势领大军15万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蜂拥而
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带领
的5000军队也有一半去运粮草了，只剩2500名士兵在城。众
人听到司马懿带兵前来的消息，都大惊失色。诸葛亮登上望
敌楼看后，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惊慌，我略用计策，便可
让司马懿退兵。”

于是，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旌旗都藏起来士兵按兵不动，
如果有私自外出或大声喧哗，立即斩首。又叫士兵把城打开，
每个城门之上派20名士兵扮成百姓，洒水扫街。诸葛亮披上
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书童，带上一张琴，慢慢
的弹奏起来。

司马懿前面的部队先到达城下见了这种气势，都不敢进城，



便急忙回告司马懿。司马懿听后笑着说：“这怎么可能？”
于是令士兵停下，自己飞马前去观望。离城不远，他果然看
见诸葛亮坐在楼上，正在焚香弹琴。左边一个书童手捧宝剑；
右边一个书童拿着拂尘。城里城外，20多个百姓摸样的人在
洒水扫街，旁若无人。司马懿看后，疑惑不已，便来到军中，
令后军充作前军，前军做后军撤退。他的儿子司马昭
说：“莫非诸葛亮家中无兵，故意摆出这个样子来？父亲您
为何退兵？”“诸葛亮一省谨慎，不曾冒险。现在打开城门，
里面必有埋伏，如果我军进去，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还是
快快撤退吧。”于是个个兵马都退回去了。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得知“空城计”是一种“虚而虚知”的
心理战术，故意以空虚无兵之势示敌，就可能使敌人疑中生
疑，怕中埋伏，从而达到排危解难的目的。我们要学习胆大，
诸葛亮的“空城计”。

空城读后感篇七

最近我看了《三国演义》之空城计，深受启发，感受很深。

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忙召集众将，部署撤兵，
并亲自带领五千人马，到西城搬运粮草。突然，司马懿率领
十五万大军，向西城杀来，城内只剩两千五百人马，诸葛连
身边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大家非常惊慌，诸葛亮仔细分
析了一下，说，我自有退兵之计。他让军士各守岗位，大开
四门，而他在城楼上弹琴。司马懿是个多疑的人，看这个样
子，城内肯定有伏兵，连忙撤退。

看了空城计，我感觉，诸葛亮非常聪明，有谋略，在危机关
头，从容镇定，没有惊慌，仔细分析对方主帅的性格弱点，
设计了“空城计”，来对付敌人，以弱小对付强大。因为司
马懿是个多疑的人，诸葛亮确信他不敢冒然进城的。

“空城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遇见危险，



要沉着冷静，认真分析应对，出主意想办法。许多时候，办
法正确，危险的.事最终还是能够化险为夷的。

空城读后感篇八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有个著名的军事家，他用兵如神，聪明
绝顶，而且对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谁呢？没错，
他就是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先生。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
故事——空城计。

司马懿与诸葛亮多次对决，但总是棋差一招，这次他再率大
兵前来，准备在街亭之战胜利后乘胜追击，擒诸葛孔明于西
城。此时诸葛亮却不慌不忙，安排事毕，等待司马懿。但是
诸葛亮身边已经没有大将，且城中将士多事老弱残兵，该怎
么办呢？诸葛亮索性大开城门，坐在城楼上焚香抚琴。当司
马懿来到城下见此情景，心生疑虑，怕有埋伏不敢向前竟领
兵撤退。诸葛亮就这样以一座空城骗退司马懿。

由这件事我更加敬佩诸葛亮过人的机智，勇敢而又果断，独
自一人撑起蜀汉政权，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世所
景仰。

今天，我读《三国演义》就被里面的文章《空城计》退兵所
吸引了。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诸葛亮自失了街亭之后准备撤离西城县，
司马懿带领十万兵马气势汹汹向县城逼近。而此时诸葛亮临
危不惧，眼看魏军正向县城蜂拥而来，他却让人大开城门，
在门前安排20几人扫地，洒水，然后他自己衣冠楚楚的.在城
楼上弹琴，这位老将却认为里面有埋伏调头就走了。诸葛亮
沉着、稳重、巧妙的运用了空城计，保住全城人的性命。

这个古事告诉我们：要机智勇敢，遇事不慌。真真假假，假
假真真，只要有勇气，临危不惧，有时就能置地而后生。当



你遇到危险，千万不要手足不措，要沉着冷静，不慌不忙，
机智有谋，这样才能战胜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