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模
板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一

书中描写诸葛亮足智多谋，神机妙算，上通天文，下达地理，
采用多角度立体描写。

刘备纳了水镜先生的真知灼见：“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
”于是，三顾茅芦，请诸葛亮出山相肋，虽关张不悦，虽大
雪漫天，天寒地冻，虽一而再，再而三，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刘备终求得孔明出山为军师。此既写刘备求贤如渴，又写了
诸葛亮恃才高傲。

曹操谋士程昱评价徐庶曰：“十倍于昱”。徐庶评价诸葛亮
十倍于自己，孙权谋士鲁肃评价诸葛亮十倍于己。诸葛亮也
自比管仲、张良。可见诸葛亮是个高人中的高人。

诸葛亮分析天下大势，审时度势，精当了得：曹操拥百万之
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
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
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是上天
拿来资助刘将军的。又曰：“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
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
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刘备
闻言，顿首拜谢。只一席话，乃孔明未出茅芦，已知三分天
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



诸葛亮出山首战用火攻，次战也火攻再加水淹，大败曹军，
建立奇功。在关张心目中树立了绝对，也让曹操尝到了诸葛
亮的厉害，由不识到认识，初知他是个不好对付的敌人。

周瑜年少英雄，可他打曹操用的反间计，苦肉计皆被诸葛亮
一一识穿，周瑜为东吴计也为嫉妒驱使，当然容不得诸葛亮，
几次要杀亮，皆被鲁肃劝止，诸葛亮在七星坛作法借得东南
风后，即由赵云保护逃逸，又让周瑜扑了个空，真乃神机妙
算，料事如神矣。

鲁肃劝周瑜杀亮不如劝亮降归东吴，孙权谋士诸葛瑾乃亮之
兄也，受命劝亮，打出亲情牌，亮接招打出忠义加亲情两全
牌。亮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弟与兄皆汉
人。今刘皇叔乃汉室之胄，兄若能去东吴，而与弟同事刘皇
叔，则上不愧为汉臣，而骨肉又得团聚，此情义两全之策也。
不识兄意以为何如?”瑾思曰：“我来说他，反被他说了我也。
”遂无言回答，起身辞去。

我看以后小说诸葛亮式人物的描写，离不开《三国演义》的
写法。由此脱胎而来，有比较成功的范例，如罗贯中的弟子
施耐庵写《水浒》中的梁山军师吴用也大有诸葛亮的气质神
韵。不少计谋是诸葛亮的变化。后世把诸葛亮当成鞠躬尽萃，
死而后已，忠诚报国，聪明智慧，谋略大家的代名词。足见
小说把诸葛亮写活了，后世很难超越。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二

要说一本书能完整的概括三国统一的历史，那便是《三国演
义》;要寻一本书中人物计谋多端，那也是《三国演义》;要
论书中“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好汉，那必定是《三国演义》。

我大中华的五千年历史，可不是白过的，精神食粮自然也不
能少，《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
这四大名著更是对我们后人的心灵颇有震撼，其中，我最爱



翻阅的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
国演义》了。

“三国”“三国”，顾名思义，主要讲的'是由于一场农民的
大规模起义，引发了一场天下之争，在那个风起云涌之年代，
天下的人各立帮派，各奔东西，人的贪念也随之膨胀了起来，
他们想拥有更多的国土;更多的威信;更多的人马;更多的财
宝……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发生了。

在这本书中，我寻着(zha二声)了最崇拜的人——孔明。孔明，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诸葛亮了，问我为什么崇拜他?这不是白问
嘛!我认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一直忠心耿耿于刘备，就连刘备
死后，诸葛亮也照样没有半点投靠他人的心思，照样辅佐着
刘邦，这是我觉得最为优秀的一点。唉，人算不如天算，可
惜呀可惜，诸葛亮到最后还是把自己给算死了。有人说他什
么夜观天象、借东风，这并不代表他有什么神力，而是说人
家乃文人也，书读的多了，知识自然就渊博了嘛!

古代文学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我却偏偏爱
好读文言文版的《三国》，这似懂非懂地读一趟下来，说句
实话，感觉自己脑子好用多了!

在那个年代，昔日的敌人随时都可以跑到你的阵地上和你并
肩作战;昔日的盟友随时都可能一把利剑插入你的胸膛。把刘
关张三兄弟看成一个整体，刚刚上述的问题压根就威胁不到
他们，这正是他们打法的精髓所在——哪里好就投奔哪里，
哪里不好就离它远远儿的。其次，刘玄德的耐心也是颇受我
称赞的，这点从“三顾茅庐”这一章可以看出。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我看来，读书不只是“阅内容”，
还有“品道理”。道理清了，真理明了，感受自然就多了。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了一个人生哲理：无论做什么事都万万
不可粗心大意，就像关云长大意是荆州一样。



书，人类的灵魂，好好品读它吧!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三

翻开历史的长卷，多少英雄人物为我震撼，多少历史事件使
我诧异。

有人说，一本书是一片叶，一叶知秋；有人说，一本书是一
场戏，一戏人生；有人说，一本书是一杯水，一杯沧海。就像
《三国演义》一样，它作为一本书，可知三国时期的战乱纷
争，也像是在演义一场戏，让人着迷。

站在历史的海岸上看着那一道道历史沟渠：楚大夫沉吟泽畔，
九死不悔；魏武帝扬鞭东指，壮心不已；他们选择了永恒，
纵然谄媚诬蔑视听也不随其流扬其波，这是执着的选择；纵
然马革裹尸，魂归狼烟，也要仰天长笑，这是豪壮的选择；
纵然一身清苦，终日难饱，也愿怡然自乐，躬耕陇亩，这是
高雅的选择，如陶渊明悠然南山，饮酒采菊在一番选择中，
帝王将相成其盖世伟业，贤士迁客成其千古文章。

在读完《三国演义》之后，总的说来应该是开卷有益吧！我
读到了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友谊董卓祸国殃民的
奸毒；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智慧；曹操赋诗的奸诈，但又有雄
才大略的心怀。我还读了草船借箭，蒋干中计，曹操赋诗，
借东风，七擒孟获等精彩的历史事件。

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中，我最喜欢诸葛亮和草
船借箭。

诸葛亮草船借箭，不战而胜，为什么诸葛亮不费力地轻而易
举得到十万只箭呢？我想，罗贯中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有智
慧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向周瑜保证三天之内必定
造出十万只箭，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只是
周瑜想故意找诸葛亮的茬。但是，诸葛亮却能运用三天中雾



最大的一天来借箭。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让曹操以失败而
告终。在当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且有计谋与智慧的人可
以说几乎没有，而诸葛亮作为这一种人物形象让人回味无穷。

大家都知道在三国纷争的背景下，刘备代表了蜀国，曹操代
表了魏国以及孙权代表了吴国，他们展开了三国鼎立，三方
角逐的场面。在历史上，人们都有拥刘反曹的倾向，这一倾
向导致了后来刘备胜利为王的结果，我在想，为什么人们要
拥刘反曹呢？在我看来三方争霸，各自都有优劣，都应该有
公平的机会去争霸，应该体现当今的奥运精神：公平、公正、
公开。可是人们却单一的拥刘反曹。我认为曹操和刘备他们
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对于评价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他们天差
地别，也应从好与环，优缺点去考虑。正如曹操亲帅大军征
战，为争取民心，下令军队沿途不得践踏百姓的庄稼，违者
格杀勿论。可偏偏就是曹操自己的坐骑受惊吓后进了老百姓
的田地，他虽经众将苦劝没有取下自己头，但也割下了自己
的头发以示惩罚，中国古代，视发如首，把头发割掉，在当
时已算是一种不轻的刑罚，曹操能割发，以示自刑，体现出
他纪律严明和体裇百姓所以说人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的。
所以说人们都是有自己的优点，评价一个人应全面评价。

诸葛亮是在三国中的一个亮点人物，三国时期，诸葛亮领兵
评定了南方部落（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叛乱后，想要任
命当地的土人担任官吏来管理。有人进言反对诸葛亮说：如
果留下外地人在这里当官就要留军队，留下了军队，军粮无
法解决，这就是一难我们刚刚打败夷人他们有的父兄死在战
场，留下外地人而没有军队保护，必然会有仇杀之恨之类的
祸患发生，这是二难。以前夷人常有废除或杀害朝廷官员的
事，他们自己感到罪孽深重，他们留下外地官员，也是始终
不会得到他们拥戴的，这是三难。现在，我打算不留官员，
不留军队，不远送粮食，是考虑到各种典章制定已基本制定
社会次序已得到初步整顿，夷汉王间大致可以相安无丰了。

总之，在《三国演义》这本书中，有多少英雄人物，各有各



的特色，我从书中学到了诸葛亮的智慧智绝。关羽的义绝。
曹操的雄才大略，豪放。

盈盈月光，我掬一杯最清的，落落余晖，我拥一缕最暖的，
灼灼红叶，我拾一片最热的；萋萋芳草，我摘一束最灿的；
漫漫人生，我要采世最重要的义气，百万史书，我选择了经
典的一本《三国演义》。

若人生是一片土地，那么读书便是耕耘，想收获生活的人，
要学会读书；若人生是一个海洋，那么读书便是舟楫，想到
达生活彼岸的人，要学会读书。因为一本书，是一种人生。
人生即沧海。

让我们一起坚持读书，让书融入我们的机体吧！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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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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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五

这个暑假，我读了《三国演义》，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
重要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这 本书由罗贯中以陈寿的
《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元代的《三国志》为依据，
经过熔裁在元末明初创作的。它描述了近90多年的重大历史
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形象
地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地历史时代，生动地揭
示了统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相互
争夺的关系，向读者展现了一副精彩壮阔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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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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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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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独特的人格,择梧而栖,
择主而事,他尽忠于刘备,尽忠于蜀汉,最后中献身于统一的大
业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随着蜀汉的衰亡悲剧,
他也成了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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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六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讲述了那时群雄纷
争、英杰辈出的战乱年代。其中令我感触深刻启示巨大的要



数草船借箭这个故事了。

三国时期，周瑜见诸葛亮平时料事如神，心里很妒忌，就想
方设法刁难他。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提到我们
国要与曹军水上交战，但是紧缺弓箭，请先生十天之内赶造
十万只，先生不要推却。周瑜故意刁难诸葛亮。可是诸葛亮
却好不推却地答应。说不需要十天，给他三天就够了。能在
十天之内造好十万支箭，都简直是天方夜谭荒谬之论了，更
别说三天了。诸葛亮真是自吹自大。周瑜心想。

第二天，诸葛亮向鲁肃借了二十多艘船，和许多青布幔子，
草把子。并嘱咐他不要让周瑜知道我用这些材料，不然他的
计划就泡汤了。

前两天，诸葛亮没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四更，正是曹军出
征的时候，那时大雾朦胧，雾就像一个白帐子笼罩在江边，
根本看不清有什么东西。曹操用两眼眺望，隐隐约约地看见
了二十几条船，和许许多多的士兵正搭船驶向自己的营地。
他就派弓箭手往那些像士兵的草把子射箭。那一瞬间，万箭
齐发，弓箭像箭雨一般地打在草把子上。诸葛亮和鲁肃坐在
船仓里尽管饮酒取乐，等齐刷刷的箭雨一直下到了天亮。

读了故事后，我深有感触。诸葛亮真是足智多谋。如果想要
用草船借箭，必须先算计好天气、时间等事件。而诸葛亮把
这些事件都计算得准确万分，才导致了他的借箭成功。如果
没计算好的话，不知道曹军什么时间出征，不知道那是什么
天气，借箭能成功吗?这就说明诸葛亮谋略过人，诸葛亮的借
箭计划可以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来形容。一般人想达到这
种境界都是很难的。诸葛亮的谋略、智慧真值得我学习。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七

三国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其中每个人物的神态特点都写得淋



漓尽致，我最喜欢其中的蜀中五虎将——关、张、赵、马、
黄：关云长是一个：红脸、丹凤眼、卧蚕眉的大将军(汉寿亭
侯)，他的出场是温酒斩华雄，后斩袁绍名将颜良、文丑，令
众诸侯听得其名都闻风丧胆，后来不幸被曹操俘虏，但后来
一得知旧主刘备在袁绍部，立即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到
刘备身边，后来跟随刘备打遍天下。

张飞，字翼德，黑脸，落腮胡子，他最出名的是长坂坡前一
声吼，喝退曹军近百万，在战斗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
他虽然是个大老粗，但也有细的时候，在瓦隘口用巧计捉住
蜀中名将严颜，并用诚心降服了他。说到赵云，最出名的是
长坂坡单骑救主，在曹操百万军中冲来杀去，如入无人之境，
救出了刘备之子刘禅和刘备之妻甘夫人，砍死敌将五十多名，
砍倒大旗两面，并帮助刘备恢复汉室，所到之处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真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说到马超，他可谓
是忠、孝、勇兼备，他一听说自己的父亲马腾被曹操杀了，
十分恼怒，立即率领西凉军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后忠于张鲁，
虽受其怀疑，但仍和张飞大战，最终万般无奈，投降了刘备。
说到黄忠，曾经和五虎将之首关羽大战过，他不但刀法挥舞
如风，箭法更是了得，一箭就射中了关羽头盔上的红缨，关
羽大吃一惊，折马便回。后来，真心投奔刘备，后又被诸葛
亮用激将法，一举就夺下了定军山、天荡山，大败魏军，真
是人老刀不老啊!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写得十分细腻，而写计谋却比它还略
胜一筹。在官渡大战中，一开始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人少
粮缺，而袁绍兵精粮足，虽然打了几次小败仗，但实力尚在，
便和曹操打起了消耗战，正当曹操只有几天粮草时，袁绍降
士许攸献策率三千轻骑直袭袁绍的粮仓——乌巢，曹操用此
计果然打败袁绍，威名远扬，灭袁绍二子后，终于统一了北
方。在赤壁大战中，水军都督周瑜和诸葛亮都知要火攻，这
是江东名士庞统到了曹军中故意献上了连环计，诸葛亮预测
到傍晚会有东南风，可一举攻破曹军，但必须有一个人去诈
降，这是老将黄盖甘愿受苦，果然博得曹操信任，将曹军大



败于赤壁，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在诸葛亮的一次北伐中
军事要地——街亭失守诸葛亮闻讯大吃一惊，这是西北角魏
军已经杀过来了，诸葛亮立即将城中旗帜放倒，大门敞开，
自己在楼上弹琴。

司马懿来后大惊，没过一会儿就退兵了。这就是历有名的空
城计。《三国演义》在每一场战斗中，用尽了各种各样的谋
略，浮现出一个个骁勇的武将，一位位巧舌如簧的辩士，在
一起斗志斗勇，将每个人物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
《三国演义》中如果将一个个谋略去掉，那剩下的只不过是
打打杀杀，如果将一个个人物的神情、话语去掉，那剩下的
就更没劲了，所以你就能想一想它们在三国演义中的分量是
多大了。

我从这里还学会了许多写人的方法，我们平时的写作中只用
一些平淡的话语，而忽略了另一个写作要素——神情，在三
国演义中往往只要用一个人的某一个神情就能决定一个人的
性格，而且让我们学会了描写人物要有典型性。特别是在三
国演义中描写人物上，比如说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作者把诸
葛亮描写得神乎其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许多史料记载
中，诸葛亮并不象《三国演义》中那么厉害。

读三国演义心得体会3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八

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
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
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
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



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
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
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
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
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
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
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
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
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
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
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
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
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
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
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
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
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
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历史经验，认为自
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
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
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
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
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
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



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
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
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
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
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
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
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
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
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
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
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
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
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
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
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九

其中我最敬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为
什么我最佩服他呢?因为他十分机智，就拿《草船借箭》那个
故事来说吧。

那个故事中，周瑜故意刁难诸葛亮，命他在十日之内造完十
万支箭。面对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孔明有信心的回答说不
须十日，三日便可完成，并立下军令状。鲁肃十分担心。孔
明却一点也不着急，他请鲁肃接二十条船给他。每个船上都
要三十个人，还要扎草人一千个，并排列在船的两侧。

两天过去了，到第三天四更时，诸葛亮突然派人来请周瑜了，
说他一定要同去取箭，周瑜将信将疑地和诸葛亮一起出发了。



五更时分，船队接近曹军水寨。孔明令船只一字排开。军士
擂鼓呐喊。曹军水军都督听到战鼓声和呐喊声，心想一定会
有埋伏，便让万余名弓箭手在江边一字排开，向江中放箭。
当稻草人上的箭插满时。诸葛亮立即吩咐士兵把船只调头迅
速离开了。到了营寨，周瑜有点不相信。派人把草上的的箭
数了数，的确有十万多只。从此以后，周瑜再也不为难诸葛
亮了。

诸葛亮用他的才智取得了心胸狭窄的周瑜的信任。这就是我
最敬佩诸葛亮的原因了。

三国演义第三章读后感以内篇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
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我
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其作者为元末明初有名小说家、戏曲
家罗贯中。

今年特别的寒假生活，严峻的疫情必须宅家隔离，所以我把
家里的《三国演义》找出来看。书中有智慧忠诚的诸葛亮，
神勇忠义的关云长，嫉恶如仇的张翼德，足智多谋又阴险奸
诈的曹操，儒雅睿智又敏感偏狭的周瑜，骁勇善战又观利忘
义的吕布等等，还有很多形象生动的人物，我慢慢的喜欢上
这本书了。

首先，我就先讲最喜欢的人吧，他是诸葛亮，字孔明，全称
诸葛孔明，是刘备的军师。他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可算得
上帮了刘备许多大忙，还把周瑜气死了。可所谓真是神机妙
算，人杰地灵!

其次是我最佩服的人就是关羽，字云长，全称关云长，也有
人叫关公，他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之一，他英勇善战，是军中
猛虎，他手持青龙偃月刀，可谓是血性男儿，铁血精英，义



字当头啊!

接下来，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人物，他是张飞。说起长相也好
玩，胖胖的，粗胡子，网大脸，居然还睁着眼睛睡觉。张飞
他字翼德，全称张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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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知道了，人必有所长，有所短，不应以善小而不为，以
恶小而为之的道理。我要学习诸葛亮的聪明，做一个像诸葛
亮一样聪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