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国演义读后感(大全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一

我是一个三国迷，整个假期一直沉迷于《三国演义》。每天
我都在上午争分夺秒地干完所有的事，专门拿出一下午和晚
上的时间来看《三国演义》。看得津津有味，感觉身临其境。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
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
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

这本书主要讲了蜀国刘备、吴国孙权、魏国曹操为了统一中
国而进行的争夺战。其中我对蜀国的刘备、关羽、张飞、赵
云、诸葛亮最感兴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刘备仁、礼
贤下士、求贤若渴、重情义。关羽忠、善战、正义、勇、骄
傲、轻敌、念恩情。张飞勇武过人、莽撞、善战重情义、粗
中带细。赵云武艺超群、骁勇善战。诸葛亮足智多谋、料事
如神、胸怀坦荡、高尚。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诸葛亮，上面刚刚写了他的性格
特点，我当然喜欢他的性格。读到诸葛亮病故的时候，我的
心里非常难受，好长时间心里都特别的不舒服。

总之，这本书非常精彩。人物性格鲜明，吸引人。

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二



扣人心弦的战争。形象鲜明的人物。驾轻就熟的'计策……刘
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曹操，孙权，周瑜等
等……苦肉计，空城计，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
庐，刮骨疗毒，草船借箭，火烧赤壁，三英战吕布，官渡之
战等等…… 《三国演义》里独具特色的英雄人物。跌宕起伏
的故事。一个又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让我欲罢不能。

《三国演义》是我看过最投入的一本书了，那惊心动魄的场
面，赢的路上的情节，那时候牵动着我的心，但刘备三顾茅
庐终于打动诸葛亮时，我被刘备求览若渴的诚心所折服，也
为他的到知己而高兴。

而我最喜欢《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不要看曹操是汉贼，但
是曹操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特别的有道理。

我觉得《三国演义》里最可惜的人是周瑜你们知道我为什么
说由周瑜是《三国演义》里最可惜的人。因为他的智慧不下
于诸葛亮和司马懿，但是因为他目中无人嫉妒别人。自己把
自己给气死了。

我看着书仿佛来到了三国的战场上。看见了那些将士都在战
场上奋勇杀敌。仿佛也看见了那些文官正在议论事情。

《三国演义》这本书书。是我看的最头一本书，我希望大家
一起来看着本书一起来搞问这本书里面的道理。

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三

在学校，我又认认真真读了一遍《三国演义》。暑假再次阅
读这已经是第五次合上这本书了，但是无论我看多少遍，都
看不厌，每次都有很深的体会。

在书中，我尤其对大智大贤的化身——诸葛亮，敬佩有加。
他精通六韬三略，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神机妙算，只



可惜他没有统一中华，复兴汉蜀。这当是他一生中最大憾事。

有一句话，不知大家听没听说过：“少不看《红楼》，老不看
《三国》。”

《三国演义》这本书告诉我们：“不能因小失大”，“一失
足成千古恨”。

在书中，刘备为了二弟、三弟而赔上了更多兄弟的性命，我
认为是不值得的。能屈能伸，谨慎做事，否则，会失去得更
多！

三国演义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第四次合上了《三国演义》这本书，这是一本流芳
数百年的好书，是元末明初大文学家罗贯中的著作。我对这
本书百看不厌，因为我很喜爱书中的蜀国丞相诸葛孔明，他
胸藏战将，腹有奇兵。有一副对联概括了他一生的功
绩：“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
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
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水攻”。他还创造了木
牛流马、连环弓弩，八阵图。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
亮节，让我由衷地钦佩。

对《三国演义》这本经典书籍褒扬的声音固然是一大片，但
不和谐的声音也有很多，有人说《三国演义》是一个撕碎的
艺术，写的是魏、蜀、吴三国对峙鼎立，而结果他们都举白
旗而降，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竟用一个悲剧结尾，这不是太
可惜了？我觉得这些对《三国演义》不和谐的声音跟两个故
事有关。

故事一，赤壁之战。曹操亲征刘表，刘表势单力薄，献城而
降。但曹操贪得无厌，率荆州降兵和从北方带来的兵力共八
十三万，欲杀刘备和孙权，夺江东，统一天下。因为北方人



虽擅长于陆战，却不识水战，阚泽献诈降书，黄盖诈降，庞
统巧用连环计，火烧连环船，再加上瘟疫盛行，最后曹操的
八十三万大军只剩下二十七人逃了回来，通过这一仗，曹魏
再也不能图天下，争天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不能
贪得无厌。

故事二，猇亭之战。在这个战争之前，蜀国文有卧龙、凤雏、
法正，武有五虎、魏延、张苞、关兴，可谓兵多将广，粮草
充足。219年，东吴派大将陆逊和吕蒙取荆州，杀关羽。刘备
与张飞大怒，在221年，刘备亲自统领精兵七十五万，派黄忠、
关兴、张苞、张飞等大将杀入东吴。可是，东吴大将陆逊火
烧连营，七十五万精兵死于这场战争，张飞被部将张达、范
疆所杀，黄忠被箭雨所射伤，后来也病亡。蜀国经过这场战
争造成兵力不强，再也不能争天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三国演义读后感篇五

《三国演义》里面有许多战役，其中“官渡之战”和“赤壁
之战”是最著名的以少胜多，拼斗计谋的两场战役。在官渡
之战前，袁绍兵强马壮，而曹操兵力很弱，曹操又挟天子令
诸侯，封孙权为将军，袁绍因此而愤怒，便起兵七十余万去
攻打曹操，而曹操兵力只有七万，明显打不过袁绍。幸好袁
绍不听大臣的话，田丰献了一计，袁绍不听，反而将他关进
牢里；许攸也提了建议，他也不听，于是许攸便去投靠曹操。
许攸对曹操说：“袁绍虽然兵多，如果没了粮食，三天后必
乱”于是让曹操派兵扮成袁绍的士兵去接近袁绍的粮仓，去
烧袁绍的粮食。曹操大喜，便照做了。结果袁军粮食被烧光，
军心大乱，于是曹操势如破竹，把袁军杀个溃败。袁绍很后
悔没有听大家的话，不久便病死了。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
子逃到辽东，请求支援。郭嘉又用遗计定了辽东，使袁绍的
两个儿子被杀，于是，曹操便平定了袁势力。

袁绍被灭，原先投靠袁绍的刘备便无处可去，只好投靠荆州



刘表。曹操那时已经兵强马壮，又欲收复中原，一统天下，
便要去攻打刘备和孙权。刘备军师诸葛亮说：“唯有和孙权
联手，才能抵抗曹操。” 于是便去东吴舌战群儒。最终，孙
权同意结盟，一起抵抗曹操。首先，诸葛亮草船借箭，弄了
十万支箭。周瑜又担心从东吴逃走的水军将领蔡瑁、张允会
对自己造成隐患，便施反间计除了两人。接着，用苦肉计让
黄盖诈降在曹操军中，打探消息。后来，庞统建议曹操用连
环战船，诸葛亮就用火来烧。大家又担心没有东南风，于是
诸葛亮又登台巧借东风。赤壁之战便正式开始了。诸葛亮火
攻把曹操的水军烧得狼狈之极，哭爹喊娘，共折八十三万大
军。最后曹操兵败华容道，幸得关羽讲义气，在华容道处放
了曹操。

在赤壁之战后，三国便正式开始，原来被打得东奔西跑的刘
备，但赤壁之战以后，他便有了固定的地方。

从这两场战役可以看出，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兵多不一
定胜利，胜利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打法才是最重要的。战争
中实力很重要，计谋更重要。

三国演义读后感篇六

相信大家会问，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没错，我当然看过，
并且这是第二次看这本书了。吸引我的是书中一章章中生动
有趣的标题，比如:宴桃园豪杰结义，关羽五关斩六将，关羽
温酒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关云长单刀赴会，刘备三请
诸葛亮，关羽大意失荆州，诸葛亮三气周瑜，谋董卓曹操献
刀，猛吕布戏美貂蝉等等。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第一章:宴桃园豪杰结义。

第一章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卖猪肉的张飞和关羽因为一些
琐事打起来了，刘备在一旁看着，心里若有所思，上前往他
们中间一站，两人立刻互相道歉，并向他解释只是切磋武功。



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三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在以后
的日子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时，我总会想到我、李想一还有王亚男，我们三个人的故
事——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相亲相爱的好姐妹呢。

这么令人百看不厌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我却有个疑问:他们
曾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可
是他们离开的日期却不同。

我会和李想一、王亚男好好相处，互相比赛，超越自我的！

作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学校五(2)班赵梓
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