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的十七回读后感 三国演义
十七回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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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的十七回读后感篇一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中国四大名着之一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着。《三
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
曹操、关羽、刘备等人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
瑜，忠厚的鲁肃，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
等，无不个极其态。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
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
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
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
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
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
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
忠。《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
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
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国家的统治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忠臣，这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
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他火烧新野，借东风，
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
七擒七放孟获，空城计，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



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
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
纶巾，身披鹤氅。

再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他说刘备与
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
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
瑜做梦也梦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
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
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
天下也太平了。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
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三江口
周瑜纵火等等。

三国演义的十七回读后感篇二

在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火烧赤壁了。
因为在这个故事中诸葛亮显得更机智了，黄盖也体现出了他
忠诚、勇敢的高尚品质，诸葛亮和周瑜都想到了用火攻曹营，
随后周瑜在众大臣前打黄盖，然后黄盖假装向曹操投降，诸
葛亮又请法师作了个法，要求后天刮东风，而到了后天，黄
盖带来了二十条船放火烧了曹营，这时又刮起了东风，使火
势越来越大。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计谋很完美呢?可是我并不
觉得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因为当时曹操再谨慎一点，也许就
不会造成这样大的损失了，这太使我感到惋惜了!

我虽然最喜欢的故事是火烧赤壁，但是给我感触的是诸葛亮
气死周瑜的故事。也许你们不知道，其实周瑜是中了毒箭，
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就是不能生气。诸葛亮一共气了周瑜三
次，而我在第一次看见周瑜生气时我就觉得不值得了，他明
明知道自己不能生气还偏偏和自己过不去，凡事都要看开点，



气坏了自己的身体还不是自己的损失?如果周瑜把一切切都抓
得那么紧，到头来还不是在增加自己的负担?在周瑜在死前，
大喝一声：“既生瑜，何生亮。”可见周瑜含怨而死，死时
只有3岁。我可真替周瑜感到可惜。

这场“游戏”的结局是魏、蜀、吴三国统一了。可是，在我
看来，这场游戏并没有最后的赢家，因为他们在尔虞我诈的
过程中都有在身体或心灵都有所损失。他们争皇位太像皇宫
中的妃子们勾心斗角了，只不过皇宫中的妃子们每天是想着
怎么讨皇上的欢心，当上皇后﹔而他们则是想着怎么打败对
手，当上皇上。

三国演义给我带来了太多太多感触了，让我明白了人世间的
许多真谛。如果你也要选择一本经典来读的话，你也来看三
国演义吧!让我们一起诵读经典，感悟成长!

三国演义的十七回读后感篇三

读《三国演义》这一书，使我受益匪浅。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三
国演义》刻划了很多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
关羽、刘备等人。

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勇猛
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很多有勇有谋的人。
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
曹、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
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故主消
息，便弃曹归主。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忠，而且还要算一种
难得可贵的忠。



再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人。他说刘备与
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
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
瑜做梦也梦不到的。

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
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
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忌贤
妒能，并非英雄。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读
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
他们很值得我们学习。

三国演义的十七回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买了一本《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令我大方万分，
而又悲伤探戈，三国英雄自由自在，像一匹匹矫健的野马。

自董卓之后，群雄四起，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曹操挟天子以
令诸侯。董卓的_人人皆知，袁绍率领的关东军，打起了反董
的旗帜，曹操参加了关东军，其实，关东军虽是反董，但却
没有实践行动，再加上袁绍的有勇无略，几乎是弱不经风，
曹操几次三番的恳求收兵，但却热脸对照了冷_，曹操一气之
下分开了关东军，在许昌组织了几千起义军。待到张角死后
曹操一举拿下黄巾军，并从中选择了三十万的见状青年，从
此曹操成了一个实力超群的大军阀，慢慢敢和袁绍对抗了。

几十年后，构成了三国鼎立的场面，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
军打败了曹操，诸葛亮算好了让曹操死亡葬身之地，让关羽
把手最后一个要点，当关羽看到曹操落魄的样子，又思念当
年曹操对他的恩情，无法之下放了他。回去以后，差点被孔
明斩头。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样能不懂寂寞?”确实，
我不是英雄，但我读了三国。我不是英雄，但又在那段荡气
回肠的传奇里，读懂了那份不属于大汉，不属于大唐，以至
不完整属于历史，只属于一段精彩纷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对错的寂寞!

三国演义的十七回读后感篇五

《三国演义》这本书展现了一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里面
有很多故事让人百看不厌，这本书是古代著名作家罗贯中写
的，主要讲了蜀、吴、魏三国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
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三国演义第
七十七回的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
写文参考！

《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最喜欢阅读的
一本书。书中一个个传奇故事令我深有感触，苦肉计、空城
计、王允巧施连环计等都让人拍案叫绝。

我最喜欢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草船借箭是他的壮举之一，令
我挥之不去。

一次，阴险狡诈的曹操派兵攻打东吴，用大船与他们交战，
恰巧大雾弥漫。刘备的大军正缺箭，不过诸葛亮的机智帮了
刘备的大忙。他让士兵们扎大量的稻草人安在船上，把船放
到水中，每只船上点了几根火把，人站在船舱中。刚好大雾
朦胧，曹军看不清，把箭全射到稻草人的身上。再把箭集中
起来就可以用了。几天后，这些箭都被用来攻击曹军了。

真是大快人心。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首大气磅礴，气势宏



伟的赞歌拉开了三国的序幕。《三国演义》，我最喜欢的一
本书。它记录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描绘出杰出的历史
人物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最辉煌的历史巨著之一。细
细品读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国演义》这本书给我的收益其实是两个字——“谨慎”。
几千年前，老子说过：“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几千年后，
法国大作家雨果说过：“谨慎是智慧的长子。”穿越不同的
时空，跨越不同的国度，对谨慎的理解始终是一致的。最有
价值的东西总是能够穿越古今中外，沉淀成永恒的真理。

我最喜欢看的名著是《三国演义》，书里面包涵了人生哲理
的兵法故事，让人读了受益匪浅，无不让人叫绝，而在三国
里，有许多让我敬仰的英雄，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求贤若渴
的刘备;义薄云天的赵云等。今天，就让我带您去读读我眼中的
“英雄三国”!

蜀国是三国时期最“危险”的国家。皇帝刘备在丞相诸葛亮
等帮助下一步步让蜀国变得强大起来。刘备少时贫穷，但是
也因信念打下了一片天下，一生以仁义为先，三顾茅庐足以
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精神。诸葛亮料事如神，未出茅庐已知
三分天下，可见多么有才智;张飞、关羽、赵云等蜀国虎将，
哪个不是让敌人胆颤心惊，所以蜀国能算得上十分完美的国
度。

魏国才智多谋，曹操用兵天下无双，司马懿用兵如神，这也
是三国统晋的一个重要原因。曹操虽奸，但他就是用奸计成
功成为一代“奸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见他的智谋，这也
为建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
我”显示出他的阴险，但也转念一想，如果当时他不杀吕伯
奢，万一他回家后发现曹操杀了他家人，而带兵追杀，曹操
极有可能就退出历史了!

吴国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国家，拥有三江六郡，国险民附，孙



权时期最为昌盛。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说：“孙权据有江东
已历三世，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像周瑜、鲁肃等豪杰，
让吴国变得更加厉害，其实东吴算中了一点，就是助弱抗强。
刘备败落时，东吴联蜀抗魏，刘备强大时，东吴就联魏抗蜀。
但也因为这样，让司马懿灭了蜀国，打了吴国统一了天下。

这是我眼中的三国战况，怎么样?建议同学们也去细细品味一
下这本书，相信你们也会有收获的!

今天，我看了一本《三国演义》，书中精彩的内容使我受益
匪浅。

书中描绘了许多历史人物，有无能之辈何进、董卓、袁术，
有勇无谋的吕布，足智多谋但心胸狭窄的周瑜和神机妙算、
神机妙算的诸葛亮。

还有鲁莽的张飞，重情重义的关羽，热爱百姓的刘备。

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关羽，他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
淹七军、能文善武、所向披靡、功劳无数，无人能敌。虽然
被曹操捉住，但任然还想着刘备等人的安慰。就连曹操也感
叹万分呢!

还有一个人让我很崇拜，他帮刘备夺取天下，神机妙算，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草船借箭，空城计等计谋更是让人拍案叫
绝!他即使死后也忠心耿耿，不用说大家就知道了，对了他就
是令后人称作谋策奇人的卧龙先生，谋略家—诸葛亮。

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是最有名的战役，先是孔明说服孙权
与刘备一起打曹操;后说蒋干，曹操中计痛失蔡瑁，张允;接
着说孔明草船借箭大气曹军;再说孔明借东风，曹军大败;最
后说曹操华容道被袭。其中我对周瑜的连环计很感兴趣，因
为书上没有介绍所以我只好自己去理解。我的理解大概是这
样的：周瑜先让自以为是的蒋干把假信送到曹操的手里借刀



杀人，随后让庞统献计把大小战船全连起来，以便火攻，最
后用火攻把敌人一网打尽。

我还总结了一下曹操失败的原因，一、不三思而后行。若是
想想的话也就不会上周瑜的当，把蔡瑁和张允杀了。二、过
度的当机立断。诸葛亮草船借箭时也不想想，诸葛亮要是设
下埋伏的话那他的士兵也看不见呀，那样的话他不也亏了吗?
三、曹操太相信人。要是他不听庞统的话也不会中周瑜的连
环计了。四、曹操过度的自以为是。如果他走大路也不会使
自己大败而归。

我还很喜欢诸葛亮的暗渡陈仓。诸葛亮在危难之时，敌人运
出的假粮食是一些易燃物，被诸葛亮识破，把它点燃。趁机
占领陈仓。又神不知鬼不觉的撤出，与司马懿大战时又用此
招。打的司马懿闻风丧胆，不敢动兵。

三国演义让我知道了一段古代历史，还让我认识了许多英雄
和谋略。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这些道
理让我终生受益。

怀着激动的心绪,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出名著作《三国演
义》。

曹操的狡诈,刘备的谦虚恭谨,孔明的小心,周瑜的胸怀狭小,
每独自一个人物都具备不一样的性情,笔者塑造的痛快淋漓,
细细品尝,让读者似乎进入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部实质意义是以智和勇来顺次展开的，不过我
觉得智永恒是胜过勇的。譬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
了司徒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承担不了数。

暴虎冯河，大敌现时，只能抵死出征作战。吕布，颜良都是
典型的例子：假如吕布在白城门上的楼服从谋臣的计谋，不
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假如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物和关



羽申说白，哪里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前人云：大勇无谋，
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度，魏，以前煊赫一时;蜀，以前功成不居;吴，以
前名震江东。这样来看，从国度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情。
曹操，欺负压迫老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雄霸江东。

假如说魏国在魏蜀吴里计谋，一点儿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
可以称作举世无双，司徒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不过两私人都
有自个儿致命的弱项：曹操多心，司徒懿太过阴险。再说蜀
国，首当其冲的一准是伏龙诸葛亮。他那傲人的机灵，熟练
的兵阵，无不让后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
等一点人物，不过我觉得都还不如孔明。吴，一个占领三江
六郡的国家，能算做上是有计谋策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
年一段时间的周瑜就记诵兵书，洞晓布阵。通过一番刻苦的
尽力尽量，终于当上了水上作战部队大都督，总统舰艇兵。
然而他太过于忌妒，死正当中年时。从这些个人物和国度我
们不不好看出人的性情的关紧性。性情关系着成功。

每私人都有自个儿的目的，只要踏塌实实，仔仔细细(的)地
走好寻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信任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