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竞争的读后感 战争论读后感(精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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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竞争的读后感篇一

战争的起源或萌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战争这个名词会不
会从我们的字典里消失?读完《战争论》我只得到一部分答案，
还有一部分答案可能永远无法明白。

战争是敌我双方搏斗无限放大的结果，战场上，我与敌人搏
斗为了生存，我会尽一切办法打败敌人，格斗技巧，武器状
况，都可能决定我的生死。无数个我这样的军人去搏斗，去
打倒敌人，那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武器状况，军人整体素
质，阵型，战术等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所以当西方列强的
坚船利炮对大清的木质船，大刀片子占有绝对的优势，也自
然能得到战争的胜利。

那么战争起源于何处?远古时代人少，不可能有战争，只有两
个野人为一个雌性野人打架或决斗，就像动物那样为了繁衍
后代而已，其实就是为了生存的延续。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
出现了部落与部落，人种与人种，国家与国家的战斗，说到
底还是为了一种目的，一种更好的发展，生存的目的。如日
本的扩张就是为了适应人口的增多。所有的战争都逃不开这
样的目的。从原始的征服到现代的政治。都是为了获得利益，
如果没有利益，就没有人愿意去战斗，战争是两败俱伤的，
从来没有赢家。所谓的胜利只是将自我的损失加于敌方而已。
所以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一种得到利益而流血的过程。



人存在于世界，如果不克制自我的欲望那么就一向会有争斗，
小则国家内部而已的阶级利益矛盾，大则国与国的生死存亡。
战争会与人的思想境界有关，人类从来都是在索取，向大自
然，向自我有潜力征服的国家，(所以有了殖民地，有了奴
隶)。上天给予人有限的潜力，人却有无限的欲望。

所以战争萌芽于人类的欲望，随着社会进步，有了国家有了
政治制度，战争就成了统治者获取更大利益的工具。从秦灭
六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逃出这个范围，打着民族强大复
兴的旗号去强行夺取其他民族发展的权利(殖民要求，租界，
关税，巨额的战争赔款)，人类多么可耻啊!!而战争则成为政
治的手段，成为别国插手他国的工具。

而战争能否消失就在于人类社会能否真正的团结在一齐，没
有国界，没有人种的歧视，让教育真正发挥作用，认识到我
们都是地球人。那样战争才有可能真正的从字典里消失。

而《战争论》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主导战争，战争
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这很正确，认识到这点，我们看
待一场战争就更能有力的把握它。我们不需要思考“忘战必
危，好战必亡”等格言，记住政治的目的就能深刻的理解战
争，美伊战争就大概如此吧。人类的最终归宿就应还是一个
大同社会，但愿都能认清战争的本质。

中国人爱好和平，我们不期望战争，但若要是认为我们好欺
负，你们有潜力征服，那么来吧，我们理解挑战。你用你的
价值观衡量世界，我必将你的价值观还到你的身上。明犯我
大汉者，虽远必诛。

竞争的读后感篇二

《战争论》一共有三卷，其中第三卷资料全是克劳塞维茨的
草稿，还有一半的资料是附录。从总体来看，这套书对战争



的定义，作战的方式等写得都很详细，细小到每一个环节。
但这样反而觉得有些重复和啰嗦，不如《孙子兵法》那样简
洁，给自我未留下想象的空间，如果真正的精读此书，反而
怕引起教条主义，思维局限在一个区域。不贴合战争多变化
的特点。并且对我这种对军事不了解的初级读者来说，读着
颇为费力。

《战争论》第二卷，我认为是全书的精华部分，尤其喜欢关
于防御的那一篇，在战争中，我一向都喜欢防御，而对进攻
兴趣不大。其中还谈论到战争的目的，也就是政治目的。从
某种好处上来说战争就是政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政治服
务于王权，是王权的工具，间接的军权也是服务王权。所以
军事一向处在附属地位。如果金权超越了王权，军权依然能
持续最初的样貌，只是换了个服务对象而已。

书中超多列举了腓特烈大帝、拿破仑的战争事实，以前我对
拿破仑进攻沙俄而遭到惨败一向很感兴趣(因为--也是败在那
里)，在书中也得到强有力的分析，多的不说，只是最后总结
性言论里说道，拿破仑的错误在于没有认真比较俄国与欧洲
诸国的区别，用攻打欧洲诸国的方式去进攻俄国，结果遭到
史无前例的惨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灰飞烟灭。

此书资料太多(有77万字)，并且都是理论性言论，我承认自
我并未完全消化，这套书和《国富论》一样，等过几年后，
我必须会重读的。

竞争的读后感篇三

看了将近半个月，终于看完了这套厚厚的理论书。《战争论》
一共有三卷，其中第三卷内容全是克劳塞维茨的草稿，还有
一半的内容是附录。从总体来看，这套书对战争的定义，作
战的方式等写得都很详细，细小到每一个环节。但这样反而
觉得有些重复和啰嗦，不如《孙子兵法》那样简洁，给自己



未留下想象的空间，如果真正的精读此书，反而怕引起教条
主义，思维局限在一个区域。不符合战争多变化的特点。并
且对我这种对军事不了解的初级读者来说，读着颇为费力。

?战争论》第二卷，我认为是全书的精华部分，尤其喜欢关于
防御的那一篇，在战争中，我一向都喜欢防御，而对进攻兴
趣不大。其中还谈论到战争的目的，也就是政治目的。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战争就是政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政治服务
于王权，是王权的工具，间接的军权也是服务王权。所以军
事一直处在附属地位。如果金权超越了王权，军权依然能保
持最初的样子，只是换了个服务对象而已。

书中大量列举了腓特烈大帝、拿破仑的战争事实，以前我对
拿破仑进攻沙俄而遭到惨败一直很感兴趣(因为也是败在这
里)，在书中也得到强有力的分析，多的不说，只是最后总结
性言论里说道，拿破仑的错误在于没有认真对比别的国家与
欧洲诸国的区别，用攻打欧洲诸国的方式去进攻别的国家，
结果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灰飞烟灭。

竞争的读后感篇四

战争的起源或萌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战争这个名词会不
会从我们的字典里消失?读完《战争论》我只得到一部分答案，
还有一部分答案可能永远无法知道。

战争是敌我双方搏斗无限放大的结果，战场上，我与敌人搏
斗为了生存，我会尽一切办法打败敌人，格斗技巧，武器状
况，都可能决定我的生死。无数个我这样的军人去搏斗，去
打倒敌人，那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武器状况，军人整体素
质，阵型，战术等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所以当西方列强的
坚船利炮对大清的木质船，大刀片子占有绝对的优势，也自
然能得到战争的胜利。

那么战争起源于何处?远古时代人少，不可能有战争，只有两



个野人为一个雌性野人打架或决斗，就像动物那样为了交配
而已，其实就是为了生存的延续。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出
现了部落与部落，人种与人种，国家与国家的战斗，说到底
还是为了一种目的，一种更好的发展，生存的目的。如日本
的扩张就是为了适应人口的增多。所有的战争都逃不开这样
的目的。从原始的征服到现代的政治。都是为了获得利益，
如果没有利益，就没有人愿意去战斗，战争是两败俱伤的，
从来没有赢家。所谓的胜利只是将自己的损失加于敌方而已。
所以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一种得到利益而流血的过程。

人存在于世界，如果不克制自己的欲望那么就一直会有争斗，
小则国家内部而已的阶级利益矛盾，大则国与国的生死存亡。
战争会与人的思想境界有关，人类从来都是在索取，向大自
然，向自己有能力征服的国家，(所以有了殖民地，有了奴
隶)。上天给予人有限的能力，人却有无限的欲望。

所以战争萌芽于人类的欲望，随着社会进步，有了国家有了
政治制度，战争就成了统治者获取更大利益的工具。从秦灭
六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逃出这个范围，打着民族强大复
兴的旗号去强行夺取其他民族发展的权利(殖民要求，租界，
关税，巨额的战争赔款)，人类多么可耻啊!!而战争则成为政
治的手段，成为别国插手他国的工具。

而战争能否消失就在于人类社会能否真正的团结在一起，没
有国界，没有人种的歧视，让教育真正发挥作用，认识到我
们都是地球人。那样战争才有可能真正的从字典里消失。

而《战争论》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主导战争，战争
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这很正确，认识到这点，我们看
待一场战争就更能有力的把握它。我们不需要考虑“忘战必
危，好战必亡”等格言，记住政治的目的就能深刻的理解战
争，美伊战争就大概如此吧。人类的最终归宿应该还是一个
大同社会，但愿都能认清战争的本质。



中国人爱好和平，我们不希望战争，但若要是认为我们好欺
负，你们有能力征服，那么来吧，我们接受挑战。你用你的
价值观衡量世界，我必将你的价值观还到你的身上。明犯我
大汉者，虽远必诛。

同时不要忘了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论读后感1000字(五)

竞争的读后感篇五

由于时代的限制，书中的一些观点是不正确的，有些观点，
特别是一些军事学术上的具体问题，同今天的客观实际不相
符。但是作者是第一个自觉地采取辩证法研究战争理论的军
事家，也得出了一些至今看来仍然正确的论断。恩格斯和列
宁对其中某些观点也有过好评。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曾
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思考问题
的方法是奇特的，而书的本身是很好的。”

克劳塞维茨不是一个在战场上很有成就的军人，他的一生没
有经历过什么重大的战役。此外，虽然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
但是他还称不上是哲学家，所以他写的书既算不上地道的军
事著作，也算不上地道的哲学著作。但是关键在于他有了创
新，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了军事学。

实际上，这本书是他的手稿，在他死后由他的夫人帮他整理
出版，书中很多的章节都不完整。克劳塞维茨自己也曾经在
遗稿中说过：假使我过早地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
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像样的思想材料了。
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