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擒孟获读后感(通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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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擒孟获读后感篇一

众所周知，蜀国的诸葛亮远征南方，七擒六纵南蛮首领孟获，
蛮方才平。读了《诸葛亮七擒孟获》这篇文章，我深有感触。
现在我来大致说一下。

南蛮造反，诸葛亮引兵远征，第一次活捉孟获，他不服，孔
明便放他回去，一连六次不服，诸葛亮便放他六次，又渡泸
水，过四大恶泉，经桃花水，迎南蛮野兽，战藤甲兵，终于，
孟获及弟孟优，妻子宗党人等，尽皆拜服投降，永不反叛。
孟获感其恩德，乃为诸葛亮立生祠，还呼孔明为慈父，各送
珍珠，金宝，药材，耕牛，战马以资军用。

这个故事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七擒六纵”。诸葛亮为什
么要放他这么多次呢?因为这样才能使南蛮真正的降服。如果
只擒一次就立即班师回国的话，那么南蛮也不能降服多久，
久后必反。而且孔明有这个实力捉他七八次，他自己还
说：“擒此人易如反掌，直须降服其心，自然平矣。”可以
看出孔明的意图不是用武力平叛南蛮，而是让他们心甘情愿
的降服。

人降，不是真正的投降拜服，心降，才是真正的投降，永不
反叛。《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也就描述
说明了这一点，“身在曹营心在汉”，关羽表面上是跟随曹
操，心里却无时无刻念着刘备，这就是曹操没有真正的降服
他。



所以，降其心，才能得其人。

七擒孟获读后感篇二

?三国演义》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课外读物之一，在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中，我最喜欢、感受最
深的就是家喻户晓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刘备驾崩后，它的儿子刘禅即位当了皇帝。这是
位无能的新皇，当时势力雄厚的魏国曹丕就联络了孙权以及
辽东鲜卑、南蛮等少数民族的首领，大举伐蜀。却败给了诸
葛亮。

就在这次战争平定后不久，南蛮王孟获又举兵十万准备谋反，
诸葛亮率领人马迎敌，运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孟获。为了
让孟获真心臣服，还七擒七纵，最后孟获输的是心服口服，
并且十分敬佩诸葛亮，决定再也不背叛蜀国了。

读了这段故事后，我认为诸葛亮不但智慧超人，心胸也很宽
阔，面对被擒住的敌人，他完全可以将孟获处死，可他不但
没有这样做，还为他松绑、赐酒食，以礼相待，将蜀国占领
的土地退还给他。孟获虽然是个粗鲁之人，也被这种宽宏大
量所感动了，以此可见，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拳头啊!

想想在我的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事情。钢笔被同学摔坏了，
如果我们板着脸，恶声恶气的让他赔偿，他不但不会理睬，
还会发生争吵。最后，两人心里都不开心。如果我们换个态
度，笑眯眯的对他说没有关系的话，犯了错的同学自己也会
不好意思主动过来认错的。

雨果曾说过：“世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的天空，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宽容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
修养。“势服人，心不然。礼服人，方无言。”希望我自己



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心灵。

七擒孟获读后感篇三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不妨
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以下
是小编整理的七擒孟获的故事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三国演义中，经典战役不少：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
之战、六出祁山等，但我认为，其中最精彩的、最扣人心弦、
最值得回味的，当数七擒孟获是也。

公元220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率领军队南征，
正当大功告成准备撤军的时候，南方彝族某部落的.首领孟获
纠集了被打败的散兵来进攻蜀军。诸葛亮从手下那里了解到
孟获不仅作战勇敢、意志坚强，而且豪爽仗义，在彝族中深
得人心，所以想把他争取过来，为自己日后“平定中原，兴
复汉室”扫清障碍。

孟获虽然很勇敢，但不擅用兵。第一次上阵，见蜀军敌不过
自己，就不顾一切冲上去，结果闯进埋伏圈被俘。孟获本以
为会被诸葛亮处死，没想到诸葛亮不但给他松了绑，还把他
放了。但孟获并不服气，当夜，他组织500名刀斧手偷袭蜀军
兵营，不料伏兵四起，孟获再次被俘，但孟获还是表示不服，
要求给他机会再战，虽然蜀军将领们都认为不如把死不悔改
的孟获杀了算了，但诸葛亮力排众议，微笑着又把他放了。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直到第七次被擒，孟获不得不对
用兵如神、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心服口服，遂心甘情愿率部众
归顺了蜀汉政权。

在这场战役中，《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和孟获的性格特点也
可以说刻画得栩栩如生。诸葛亮的老谋深算、深藏不露与孟
获的浅薄无知、鲁莽无礼形成鲜明对比。比如说，在孟获第



一次被放回去前，诸葛亮带孟获参观了蜀军兵营，兵营里全
都是些老弱残兵(大军已埋伏起来)，诸葛亮富有深意地笑了
笑，特意问孟获：“这兵营布置得怎么样?”这足以看出诸葛
亮很有谋略和心计，而孟获却不以为然，轻率地说：“如果
你的兵营是这样子，要赢你并不难!”这可以看出孟获虽勇敢，
但很轻敌，不知是诈，缺乏谋略。果不其然，当孟获为晚上
偷袭蜀军军营的计划洋洋得意时，却不知蜀军早已做好准备。
晚上孟获一来，蜀军伏兵四起，孟获再次被擒。

而且，除了这场战役外，《三国演义》里几乎没有其他的战
役能擒纵如此多的次数。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一场战役，更
是对首领胆识的考验、心理的考验。诸葛亮的非凡胆魄和宽
广的胸怀使我不禁肃然起敬;而孟获作为一个失败者，他那种
屡败屡战的精神和豪爽仗义的品质也是令人佩服的。

这场战役最精彩的地方还是在诸葛亮运用的策略上。首先带
孟获看兵营，让他掉以轻心，然后等着他中埋伏，真可谓欲
擒故纵，实为上策啊!还有，在孟获营里快断粮之时，诸葛亮
又答应借孟获粮食，但需要孟获亲自出来，和蜀军将领一对
一比武，结果一连几场蜀将都败下阵来。蜀将当即传达诸葛
亮的命令，让盂获回去，并把粮食搬走。这既给足了孟获面
子，又使孟获为诸葛亮的宽容大度所感动，一箭双雕，真不
愧为诸葛孔明是也。

七擒孟获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看了《三国演义》这本书的第二十八章节《七擒孟获》
读完以后我深深地佩服诸葛亮那种宽容的胸怀、聪明的头脑。
故事主要讲诸葛亮在成都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但南方蛮
王跟雍闿等，起兵谋反。而诸葛亮就第六次放了他。孟获已
经加破兵败，就只好从邻国借来三万腾甲兵攻打诸葛亮。诸
葛亮没动一枪一刀就一场火把腾甲兵烧了精光，然后七次擒
住他，这时孟获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便跪地投降并表



示以后再也不谋反。

我觉得故事中得诸葛亮非常聪明，能七次擒孟获让孟获心服
口服，并跪地投降。而书中的孟获非常蛮横用十万蛮兵横冲
直撞攻城可太轻敌结果被诸葛亮偷袭。途中逃跑又被拦冰杀
个光最后想抓诸葛亮结果中了陷阱又被活捉。我在生活中有
时也像孟获一样只会用蛮力解决问题。

上次，下课了因为唐明轩没事找事把我说成“萝卜丝”，然
后用手做成“猜到”在我身上狂切。我怒火中烧，随手抓起
唐明轩的水壶丢了。然后他又挤水放我身上。我抓住他得衣
领，就把他压在地上，抡起铁一般大小的拳头使出平生吃奶
的劲往他身上疯打。最后我还是被老是罚了，要是当时我有
诸葛亮那样宽容的胸怀、冷静思考，就不会对同学大打出手，
给老是添麻烦。

我从书本中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凡事都要冷静思考，再
做出决定，不能蛮横不讲理，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错误。

七擒孟获读后感篇五

纵观巜三国演义》里面内容精彩不断，《桃园三结义》《三
英战吕布》巜空城计》等，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诸葛亮的《七
擒孟获》。

《七擒孟获》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南方蛮王，孟获经常带兵侵
入诸葛亮的南部边界，于是诸葛亮就带兵去讨伐孟获。诸葛
亮见孟获有勇无谋，决定生擒感化他，让他心服口服投降。
诸葛亮七擒又七放孟获，最后孟获真心投降蜀国。诸葛亮用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成功感化了孟获。就连我们的伟人毛泽
东对诸葛亮的理政和品德都非常推崇。

在古代社会得人心者得天下，在当今社会仍是这样。这使我



想起最近新型肺炎病毒的事情，病毒刚在中国蔓延时，中国
政府号召国人不聚会，少出门，每天量体温，出门要戴口罩
的，把病毒闷死在家里，并且很快控制了病情的蔓延。可欧
美诸国对中国政府的观点指指点点说我们限制人们自由，违
法人权，并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当病毒刚开始在欧美蔓延
时，他们的民众不戴口罩，出门也不戴口罩。当病情大面积
蔓延时，他们这才慌了，才想起中国抗疫宝贵的经验，并要
求中国分享抗疫经验。可我们中国政府不计前嫌大度对他们
进行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援助。当其他国家得到援助
时，就对中国充满了感激之心，并表示与中国建立友好互助
关系。

通过《七擒孟获》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遇到困难要动脑，不
能用武力去解决，只有用智取胜，以德服人，才能更好的解
决问题。尤其是在生活中与同学或朋友发生问题冲突时更是
要这样，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学会用这种方法解决遇到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