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读后感三百字四年级(汇
总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百字四年级篇一

《三国演义》我读过很多遍，但最让我感叹不已的只有一个，
它就是“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意思是：曹
丕把汉献帝废了，自己当皇帝。刘备接续汉献帝当汉帝。

为什么它会令我感叹不已呢？因为刘备当了皇帝，文武百官
都想让他讨伐罪恶滔天的北魏，可刘备却想下江南，征伐杀
了自己二弟关羽的东吴，但最后刘备全军覆没，自己也因此
病死了。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刘备为私情而废公，告诉我们不要像刘备
那样以私废公，要以大局为重。

读完这篇故事，我又想到了一个人——包公包拯。一次，包
公的叔叔作文犯了法，别的官员遇到这种情况时，要么偷偷
放掉，要么判的很轻，徇私枉法，包庇亲人，以私废公。但
是包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马上按照当时的刑律标准对他的
叔叔进行了判罚，完全不讲私情。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高
戴“明公清官”的帽子；正因为这样，他才被老百姓爱戴拥
护。据说，包公去世之后，老百姓们伤心欲绝，哭死了好几
个人。

包公为官，处处以大局为重；刘备当帝，却因折了二弟就以
私废公征伐没有罪过的东吴，最后兵败病死。



我们要学习包公的顾全大局，不以私而废公。但不要学习刘
备以私废公，不顾大局。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百字四年级篇二

《三国演义》，起初我读这本书时并不是分了解，只是大概
知道，刘备，孙权，曹操为争汉土打来打去，最后司马炎渔
翁得利而已。

但后来，当我细嚼这本书的含意时，发现它不仅仅是这样，
还是写出了一个时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漫长过程。

其中，书里的人物皆是以勇气而着称，他们是这精彩情节的
创造者，但我不禁自问：“如果是我自己，我有这样的勇气
吗？能创造这精彩的故事吗？”

如果是我，会像赵云那样冲入敌阵中救回主公之子吗？不，
我宁愿拍马逃得远远的也不要冲入乱军之中救人，我哪有那种
“古来征战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的胆魄呀！

如果是我，会像诸葛亮那样在面临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来到
空城前，镇静地施计解危吗？不，如果是我，肯定早就弃城
而逃了，那有闲工夫想办法呀！我可没有诸葛亮智勇兼施的
勇气啊！

如果是我，会像关云长那样一边下棋一边让华佗为其刮骨疗
伤吗？不，我干脆不治了。刮骨之痛，难以承受，我可以像
关羽那样镇定自若吗？不，我没法那样。合上书本后，我忽
然感觉到自己太渺小了，为什么？因为我缺乏了生活的历练，
同时也缺乏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勇气。

在上课时，明明自己知道了答案也不敢举起手来；在问答时，
明明自己与他人答案不一致也不敢发表出来；在生活里，明
明知道别人做错了，也不敢站出来指证其错误，帮其改正。



“人不乏智，最则乏勇。”我必须去学习《三国演义》里人
物的勇气，因为勇气是成功的首步！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百字四年级篇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首短短的《临江仙》，道尽了
多少人世沧桑，多少风起云涌啊！

《三国演义》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书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
象，让我感受颇深，记忆深刻。

读《三国演义》，感受诸葛亮的智慧。“智绝”诸葛亮初出
茅庐，便火烧新野，智算华容道，让关张二人心悦诚服；火
烧新野让魏军片甲不留，七擒七纵让孟获五体投地。但他毕
竟不是完美的，错用马谡导致伐魏功亏一篑，“两朝开济老
臣心”却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让我十分痛心。

读《三国演义》，感受关羽的义气。“义绝”关羽自从跟随
刘备，就从来没有想过另随他主。曹操惜才，将关羽抓住后，
山珍海味、金银财宝供应无缺，连赤兔马也给了他，但仍没
有改变他对刘备的忠心。一得到刘备的消息，关羽便立刻别
了曹操去寻刘备，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后来在华容道，关羽
念着曹操对他的恩情，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放了他。但关羽骄
傲自大，败走麦城，被东吴杀死，这一情节让我食不甘味。

读《三国演义》，感受赵云的胆识。当年他带着阿斗，孤身
奋战曹操二十万大军，镇定自若，最后脱险。刘备娶亲时，
赵云带着诸葛亮的锦囊，护送刘备带着孙尚香安全回到蜀国。
“一身是胆”的他，让我热血沸腾，深深拜服。

往事如烟，龙争虎斗，也是转头空。读《三国演义》，让我
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些兴衰成败、朝代更迭，还有那永不磨
灭的精神。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百字四年级篇四

《三国演义》这本书是四大名著之一，是罗贯中写的。这本
书里面的每一章，每一节都十分的精彩，比如：王允用义女
貂禅献了“美人计”，使吕布杀死了义父董卓。诸葛亮用自
我的智慧分别使用了“借东风”和“草船借箭”以及各种谋
略把周逾活活的给气死了。还有《三英战吕布》以及《周逾
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是一些十分经典的章节，
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关羽温酒斩华雄》这一章节，下头就
让我给大家讲解这一章节的主要资料以及我读完这一章节后
的深刻感受吧！

这一章节的主要资料是：孙权的部队大战华雄之后，败落而
归，但孙权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又派了许多人马，去打华
雄，但都被华雄一刀砍于马下。正在孙权万分火急的时候，
关羽突然站出来请求前往，孙权因关羽官小而拒绝了关羽，
但因曹操力荐而又正缺少人马，所以答应了。曹操让关羽喝
杯热酒再走，关羽把酒放在桌上就去了。回来后，关羽拎着
华雄首级走了进来，孙权一摸，酒还是热的，十分佩服关羽，
所以，这一章节便成了《三国演义》里面的典故。

读完《三国演义》这本书里的《关于温酒斩华雄》这一章节
之后，我对关羽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觉得关羽是一个战无不
胜，攻无不克的勇敢的人，孙权手下所有的勇士都被华雄一
刀砍于马下，而关羽这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养马官，但他明
白自我有杀掉华雄的本事，所以，他并没有因为怕别人嘲笑
自我官小而不敢站出来，而是勇敢的站了出来，向孙权请求
前往，关羽的这种不怕别人嘲笑，敢于承认自我的本事的精
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孙权这事就做的不对了，他因为关于
的官职小而不想让关羽前往，那岂不是用关羽的官职辱没了
关羽的本事了么难道官职小的人就必须没有本事么要让孙权
明白并永远记住一个道理：官职小的人并不代表是没有本事
的人。



温酒斩华雄读后感（三）：

曹操招兵买马，会合袁绍、公孙瓒、孙坚等十七路兵马，攻
打董卓。刘备、关羽和张飞追随公孙瓒一同前往。董卓大将
华雄打败了十八路兵马的先锋孙坚，又在阵前杀了两员大将，
十分得意。十八路诸侯都很惊慌，束手无策，袁绍说：“可
惜我的大将颜良、文丑不在，不然，就不怕华雄了。”话音
刚落，关羽高声叫道：“小将愿意去砍下华雄的脑袋！”

袁绍认为关羽可是是个马弓手，就生气地说：“我们十八路
诸侯大将几百员，却要派一个马弓手出战，岂不让华雄笑话。
”关羽大声说：“我如果杀不了华雄，就请砍下我的脑
袋。”曹操听了，十分欣赏。于是，就倒了一杯热酒，递给
关羽说：“将军喝了这杯酒，再前去杀敌。”关羽接过酒杯，
又放在桌上说：“等我杀了华雄再回来喝吧！”说完，提着
大刀上马去了。

关羽武艺高强，没一会儿，就砍下了华雄的脑袋。他回到军
营，曹操连忙拿起桌上的酒杯递给他，此时，杯中的酒还是
热的。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百字四年级篇五

名着《三国演义》开篇词就十分吸引人，内容更加振奋人心！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深受兵家及读者喜爱。

《三国演义》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朝廷无能，民不聊生。于是，群雄四
起，逐渐形成了蜀、魏、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经过多年战乱，
中原大地终于“分久必合”归晋国所统。

《三国》里的人物栩栩如生，都有各自的特点。而我最喜欢
的是三绝之一智绝——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人称卧龙，



身高八尺，头带红纶巾，气度不凡。初出茅芦，火烧新野，
草船借箭，火烧赤壁，战绩累累。刘备死后，他辅佐后主刘
禅，六出歧山，空城抚琴退仲达，上方谷智困司马懿更是令
人惊叹不已。

当我读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时，十分难过，非常愤慨。诸葛
亮用祈禳北斗法，若七天灯依旧在亮，便可延长十年寿命，
不料魏延来报军情时，强行闯入，踏灭了主灯。我看得气愤
填胸，和姜维一样恨不得杀了魏延。而诸葛亮却说：生死有
命，不是魏延的过错。他那海一样的胸怀，真令我敬佩呀！

读《三国演义》不仅使我了解了那段历史，更使我懂得了很
多人生的哲理。读一本好书就象与高尚的人谈话，不仅仅是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百字四年级篇六

妈妈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啰嗦：“我国四大名着很有名，作
为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多看这一类的好书，为初中做准
备，”而我，由于对长篇小说不感兴趣，所以除了看过《钢
铁是怎么炼成的》以外，其他书基本上都“无一问津”。寒
假期间，老妈终于“强迫”给我买了一本《三国演义》，并
让我看完后谈谈感想。

虽说厚厚的书让我感觉内容太多了，但是当我看完“宴桃园
豪杰三结义”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往下看了，由于速度“过
慢”，我花了六天才看完前六十回。最吸引我的当属“用奇
谋孔明借箭”这一回合。

在这一回合中，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诸葛亮在大雾中使曹
营以为有敌军来袭，不但让对方水军损失几十万支箭，还运
用自己的计谋，成功挫败了周瑜的谋害。他知道周瑜让他借
箭的真正目的是想迫害自己，为了保证双方的利益，便运用
自己的智慧，使得周瑜无话可说，只能甘拜下风。



而在我读完后60回合之后，最令我佩服仍然是诸葛亮，因为在
《武候弹琴退仲达》这一回合中，诸葛亮在马谡失守了街亭
之后，诸葛亮竟能在如此的短的时间内运用“空城计”迷惑
司马懿，使其以为城内有军队而巧妙退敌。

其实这和诸葛亮对司马懿的了解有关，因为他知道，司马懿
从来都是多疑的，对一些可能有陷阱的地方从不“跳进”去，
这次，他也没有听从小儿子的建议，而是迅速撤军，到最后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才后悔不已。

但是这跟诸葛亮的智慧还是分不开的，这：“空城计”如果
诸葛亮没有想出来，蜀军乱作一团，就会被打的大败。甚至
亡国。而如果在魏军15万的军马中脸色突变，就会使司马懿
发现破绽，进而导致大败。所以，诸葛亮的智慧以及沉着冷
静是能“吓跑”对方的主要原因。

而书中其他一百多回合的故事我也不再一一列举了。看不，
妈妈叫我读《三国演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现在只是
看不惯看的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