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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读后感(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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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一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讲述了
东汉末年到晋朝初年的历史故事,小说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
个个个性鲜明。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三国演义初中读后感范
文7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灿如星河的古诗词文化里有不少文人
雅士，他们书写了一首首，一部部不朽的经典名作。其中，
我最为喜欢的就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很生动地反映了东汉末年间中国古代这段历史
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在这本厚厚的书里，记载着许多的
人物，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武艺高超的吕布、忠心耿耿的
关羽、威猛忠心的赵子龙、谦卑有礼的刘备……每位人物作
者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他们的性格特点，
让人读罢不能忘怀，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那段被封尘已久的
历史故事。

心怀天下的贤者刘备，他为了能解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老
百姓而三顾茅庐，以为一段佳话，这是多了不起呀!虽然前两
次的拜访都没有见到诸葛亮，他仍旧坚持去了第三次，室外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这一些都没有使他退却，他还是耐心
谦逊地站在门口等待，毫无怨言，最终得到了诸葛亮的鼎力



协助，成为三国中的一方霸主。而文中里另一个主人公我就
更加欣赏和喜爱了——诸葛亮，字卧龙，他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足智多谋，知人善用，忠君爱国，是一位十足的智者。
书中他似乎无所不能，令人钦佩。空城计骗过狡诈多疑的司
马懿，设计骗取曹操败走华容道，草船借箭、火烧连营、七
擒七纵孟获大块人心，一计连一计，一环套一环，让人不得
不连连称赞，拍手叫绝!可当我看到诸葛亮病死的那一段时，
眼泪又不自觉地就流下来，为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作为
所感动，为他的忠君忠主所敬佩，他这样的一个人才并没有
功高夺主，自立为王，而是选择尽忠于新主，哪怕这个新主
庸庸无碌……这让我想起诸葛亮呕心沥血所写的《出师表》：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攘除__凶，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多么得可歌可泣，多
么得感人肺腑!

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刘备的仁、关羽的忠、
张飞的义和诸葛亮的智。那些层出不穷的智慧谋略、惊心动
魄的战争场面、英雄主义的人格精神，都展现了中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亲爱的同学们，听了我的介绍，
你愿意和我一起来读读这本书吗?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喜欢上它
的!

狼烟纷起，战鼓擂响。箭在弦上，男儿为何不拔?

塞北秋风，江南杏雨。江山如画，英雄为何不争?

佳人乱世，笑靥如花。倾城倾国，你却为何不得?

书中最令人扼腕的是刘关张这三兄弟。从桃园结义到赤壁破
曹，从千里单骑到败走麦城，从长坡一吼到夜战马超。云长
说：“即使大哥什么都没有，我也要去投奔他。”不论做什
么都以他大哥为准，他可以对谁都不好可唯独要对大哥好。
只因为他有义。他桀骜不驯却只对大哥忠诚，当知道自己的
二哥被杀，就算打也好骂也好，这个仇我也要报。结果被手



下所杀。这三人从书之头却没有走到书之尾。败走麦城，心
不甘;身首异处，恨无奈;兄弟相死，泪满行。塞北风，吹散
了他们的呼吸;古筝曲，叹不完他们的一生。他们兄弟之情所
融合成的那一缕英魂。依旧是那么的有情有义，生死不分。
忠诚之魂，永久不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诸葛孔明，人称卧
龙先生，被刘备所感动，拜为军师。为表忠心，献出隆中对;
为得赤壁之赢，孤身犯险，舌战群儒;为对抗司马懿，冒险一
搏，演唱空城。统一全国是他毕生之梦，当刘备临终托孤时，
他发誓定会辅助刘禅，完成统一大业。这个人，他本身就是
一个传奇。最终油尽灯枯，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即使身已
死，可他对蜀汉之忠，对刘备之忠，永久不止。

他是英雄，有胆去刺杀董卓;他有志向，只为一统天下。雄心
之魂，传古至今，但凡有志者，皆全有之。曹操，一位传奇
之人，在三国之中，个个有雄心，可唯独他的雄心是那么雄
厚，直抒扑面而来杀陈宫，灭吕布，就连袁绍，汉献帝之妃
都成为了他的踏脚石。怎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壮志却未
酬，可时间是公平的，最后他的壮志化成一缕英魂，永久不
灭。

大梦方醒，百年长，不过弹指一挥间。罗贯中以情为墨，以
义为纸，拾起“人生壮志”这支笔写出了人物百叹。关羽的
忠，为后人叹;诸葛的智，为后人敬;孟德的雄，为后人佩。
他们有壮志，有情义，只最终逃不脱命运。罗贯中不禁写出
了人物姿，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缕英魂，或忠或义，或智
或才，不过是这其中无数人的结合体罢了。

爱无痕，情无边。欢笑泪眼共床眠。

人已去，情却在。一寸离肠千万结。

时已逝，间无隙。一缕英魂到永久。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历史的“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三国演义真的为读者生动活现地演义了一个历史
故事，也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

先来说说曹操这个人物带给我的启示。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
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分__诈的。他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人，
最后明知错了，还要继续杀了吕伯奢，其无情无义至此，陈
宫便离他而去，曹操后来说的那句话耐人寻味：“宁教我负
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当时他不
赶尽杀绝的话，吕伯奢若真带了些人过来追杀他，可能曹操
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__诈带来的只会是一时的小利，
一直是__诈的话，自然会遭到报应。后来董承一伙人便刺杀
曹操，可惜事败了。后来陆续都有一些人刺杀曹操，但都因
一些意外而失败了，否则这位曹阿瞒也不会叱咤风云了。曹
操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狡诈。

三国演义还让我学到：要善于听取好的意见，忠言逆耳。曹
操赤壁之战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听信好的意见，面对
新来的庞统这个外人，他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连环
计”，而面对另一个臣子对他的忠言，那位臣子大致说的是：
“若敌人用火攻，如之耐何?”曹操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
这个季节，不会刮东南风，如果用火攻，那便是烧他们自己
的营了”。这也怪不了曹操，他又不像孔明这个气象专家能
知风雨。但既然有人提了建议，曹操也应该有所警觉呀，不
然也不会败了。另外一次就是刘备在一片靠近水的树林中安
七百里连营，早有臣子向他提出建议，说敌人如果用火攻怎
么办?但他没有接受，致使后来真的被陆逊七百里火烧连营。
所以，能否正确听取他人的意见，往往决定着事情的最终成
败。

三国演义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研究历史的
规律，分析人物性格，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成败原因。就曾
经读了五次三国演义，原因大致也在这吧。名着是经得起反
复阅读，反复推敲的，好的名着伴人一生成长。



《三国演义》，四大名著之一，文学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
国，无论是乳臭未干的孩童还是风烛残年的老者，只要你提及
《三国演义》，他们都能与你乐道几句。相比《三国演义》，
它的“老祖宗”——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也是毫不逊色。
这个国庆假，《三国演义》读过不谈，恶补了一下《三国
志》，那么，就分享一下我对两部宏伟巨著的小看法和小感
触吧。

两者，一为正史，一为野史，或者是小说更加恰当。这很大
程度决定了两者的不同，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所以它需要
很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和成功的人物形象支撑。正史写给当
朝统治者看的，所以它需要的是在政治方向正确的情况下，
尽量还原历史原貌。

既然这样，那陈寿和罗贯中笔下的同一段历史，肯定会碰撞
出不少火花。举几个让我印象最深的例子吧。在众所周知的
《温酒斩华雄》中，关羽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高超武艺，在
群雄中脱颖而出。正史却记载，华雄是死于孙坚的古锭刀下。
当身边有些人还以为阿斗是孙尚香所生的时候，《三国志》
却只是“权稍畏之，进妹固好”一笔带过。黄巾军起义首领
张角，演义中说他乃是个“不第秀才”，然而当时还未有科
举制，汉朝还是用“举孝廉”选拔官员，科举是隋文帝之后
的事，三国时，哪来秀才之说?要说演义中刘关张一同作战，
最经典的桥段非《三英战吕布》莫属了吧，结果《三国志》
一翻，妈耶，虎牢关一战，吕布也是败给了孙坚!可怜了我的
江东之主呀，功劳全算在了刘关张头上去了。这也让我发现
了一个问题，罗贯中神话了刘关张一波人，丑化了我们
的“__雄”曹丞相，于是小说善恶两派全了，“天下英雄唯
使君与操耳”。我们同样人才济济的江东，就只能沦落到打
酱油的尴尬境地了。

刘关张赵马黄诸葛的神化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即使他们可能
不那么真实，但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历的人物了，而更是伟大
的艺术形象，当然，这都没什么。但是，在这里我得为被丑



化的曹丞相“美言几句”。这位世人皆知的大__雄，在演义
中是名__诈多疑的角色。让他成为__雄的，有这句“宁教我
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大“功劳”。演义中记载，
曹操欲刺董卓未遂，于是四下逃命，逃命过程中，借宿在父
亲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夜里听到磨刀声，疑心人要杀他，便
屠了别人一家。“却见缚一猪欲杀”，原来是要款待他，便
继续奔逃。路上偶遇“手携果菜而来”的伯奢，曹操虽然知
道他是好意，但怕伯奢知道后带人追杀，“知而顾杀”。陈
宫问其何故，曹操便留下了这么一句豪言壮语。这句话《三
国志》中不曾记载，它的出处是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
具体有三个版本，《魏书》说，伯奢儿子要打劫曹操，曹操
被迫杀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怀疑人家要他命，便杀了
他们。《孙盛杂记》中说是曹操听到人家“食器”声，以为
人家要杀他，杀了人全家，“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
负我!’”，显然罗贯中选择了《孙盛杂记》的说法，但他改
编的有些不那么真实，说磨刀就算了，还说是杀猪，难道，
曹操能听到微小的磨刀声，却听不到撕心裂肺的猪叫么?就算
曹操真的说了这么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我依然要
说，首先曹操是凄怆地说的，只代表当时就事论事，而不是
他的人生观，更没有说是“天下人”。其次，这句话，我觉
得有两种意思，宁可以译为“宁可”，但也不是不能翻译
成“难道”，类似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同时“毋”也
有“不能”和“没有”两种意思，那么就是说这句话，也可
以翻译成“难道只要我负了他人，就没有别人负我的地方
吗?”裴松之是公元372年出生的，是南朝人，当时没有标点，
我这么翻译也不能算错。

如果说曹操还有什么黑历史的话，那就是大军屠城徐州了。
演义中说陶谦手下投降的黄巾军又惹事，杀了曹操父亲夺了
其家产，落草为寇，然后曹操蛮不讲理屠了徐州。而《三国
志》中则是直截了当的说杀他父亲的人正是陶谦，虽然手法
还是很极端，但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也不是完全不能
理解。



其实，对于三国，还有很多可说的，但由于篇幅原因，我选
择了这个性格复杂，后人颇多争议的，也是我很喜欢的人
物——曹操。一孔之见，翘盼高论!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这是三国演义的大
概内容。但其独特的内涵和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确是千古的
佳话。

初读三国我只知江山破碎，豪杰辈出，结盟立誓，谈笑风生，
让我如此向往，如此痴迷。且看关公温酒斩华雄，张飞长坂
震曹兵，子龙单骑救主。荡气回肠，仿佛历历在目。再读三
国，我只知英雄悲剧处让我心酸，白帝托孤，一时的大意断
送了整个国家的前程。诸葛武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撑起
一个国家，一片江山。

邓艾翻山越岭，来到了蜀国的腹地，却见诸葛武侯碑：二火
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可见他料到了未来
之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觉得他悲剧的地方让我
伤感。出师未捷身先死，没能看到国家的繁荣，令人可悲。
寇第斯曾说：“书籍乃世人累积智慧之不灭明灯，”读三国，
就时刻能感受到它的光辉带来的温暖，它字里行间蕴含着一
股震撼人心的力量。读三国，让人深刻体会到它透露出
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匡扶社稷，兼济天下”的思
想。这种思想与我内心深埋的理想交织、碰撞，产生共鸣，
激荡出串串亮丽的火花，鼓励我为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拼搏、
前进……当我第三遍读三国时，我发现每个人身上都蕴含许
多哲理，吕布的有勇无谋，见利忘义。即使他武功再怎么高
强也绝对比不上关云长的忠义两全。曹操的从谏如流，求贤
若渴奠定了他一统河山，号令天下的地位。

姜维的身先士卒，鞠躬尽瘁一统河山的宏伟志向，维持了蜀
汉的江山。刘禅的无能却断送了这一切切的一切。看来贤明
的君主永远比掌握大权昏庸的君主强。纵观历史长河，唯有
任用贤才，远离小人，方可以使国家经久不衰，国泰民安。



问何人仰天长笑，嗟叹历史，追逐日月，在书中探寻那不安
的历史。千万读者此时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品三国战火，
尝人间心酸，叹英雄早逝，恨未逢乱世，纵使一刀被斩，纵
使尔虞我诈，也可驰骋战场，领略豪情壮志。

三国作为我们崇拜的对象，作为我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已流
传千古。现在更有易中天品三国，带我们区别小说与现实的
差距，无论怎样，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将会永留历史。

《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东汉末年，天下纷乱。
先是宦官把持朝政，后是黄巾作乱。曹操、刘备、孙权等人
为了一统天下，各自建立了魏、蜀、吴国，之后便是三国鼎
立的阶段，于是汉朝灭亡。此后，各国一直在为争夺领地而
爆发战争。诸葛亮病亡后，魏国势力越来越大，不久，蜀国
于魏景元四年(263年)灭亡。接着，泰始元年，司马炎改国号
为大晋。最后，在太康元年(280年)大晋灭吴国。

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古代人们竞争领地，现在人们
竞争学习。其实学习和打仗的道理是一样的：优胜劣汰。于
是，我与我的同学开始了学习上的“战争”。五年级下学期
开学后，学习“战场”上的火药味挺浓。我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袁婧怡。谁知学期伊始，她数学期初卷和英语一单元卷竟
然连得两个满分，给我了一个下马威，吓得我心惊胆战。

还好袁婧怡的后劲不足，过了几天她的成绩马上一落千丈，
给了我超越的机会。我心想：袁婧怡的弱点就是成绩不稳定，
一会好，一会差;我的成绩虽然不十分出众，但是成绩一直不
错，而且很稳定。我要保持这个状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你看，学习真跟打仗似的，得有勇有谋。转眼间，半个学期
过去了，我的成绩一直在优、良之间徘徊，下半学期，袁婧
怡的成绩稳定起来，似乎已经察觉出期末临近了，期末考试
要是考砸了，她的家长肯定没好脸色给她看。于是，她比平
时更努力用功了。在她的带动下，我也用功起来。我们俩开
始了暗暗斗争，觉得非分出个高下不可。



终于，期末考试这一难关被我们攻克了。我和袁婧怡的成绩
都很不错。我悬了一个学期的心终于放下了。三国时期，多
少英雄好汉为了帮助祖国统一天下而洒热血;二十一世纪，多
少学子为了将来的美好生活而寒窗苦读。只有努力与别人竞
争，未来才能更加美好!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中就有许多英雄人物，
下面就由我来介绍我看了这本书之后的感悟吧!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我有生以来最佩服的人，他不仅讲
义气重情义，而且十分勇敢。相信“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
事情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吧。

如果我脱口而出“神机妙算”四个字，大家一定会猜出具有
这项本领的这个人是谁了吗?没错，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上
知天文，下晓地理，学富五车。在《三国演义》中，从“刘
备三顾茅庐”开始，刘备每一次遇难都是诸葛亮为他出谋划
策脱离险境，诸葛亮简直就是一个旷世奇才。可人总有缺点。
即使是诸葛亮也不例外，他的缺点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亲力而
为，对各位将领统军打仗不放心，最终操劳成疾。司马懿得
知了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后，立刻断定诸葛亮将不久于人世，
便派兵攻打蜀国，让诸葛亮整日操劳，最终去世。诸葛亮临
终还末能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历称“老谋深算”司马懿，最
后三国尽归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二

《三国演义》主要讲述公元三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
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读完这本书，
我被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深深地吸引了。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吧!曹操诡计多端、多疑，历史多以“_雄”而论之，为何我
不爱“英雄”而独爱“_雄”呢?“_雄”顾名思义_而雄者。
曹操最被大家所诟病的无非两点：一是误杀吕伯奢一家后



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二是挟天子以令
诸侯。以敝之拙见：第一点可从史书找反驳，第二点曹操之
所以那么做是时事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在董卓进京后
群雄都无动于衷，只有曹操挺身而出，难道这不是英雄所为
吗?曹操为人诚实、亲民、从不阳奉阴违，这样的人在现代也
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看到曹操的这些品质，联想到生活中，我们还好意思说
他“_”吗?马路上老人摔倒了，围拥而观、拍视频、发朋友
圈已成常态，扶与不扶早已不是重点，甚至连报警都不愿动
动手指。如果我们都能像曹操一样挺身而出，那么社会的负
面新闻会少之又少。工作中领导提出一个并不完善的方案，
拍马_、阿谀奉承声声不断。如果我们能像曹操一样直言进谏，
那么公司的业绩会是蒸蒸日上。说到我自己，每次都是能言
善辩，却总是不屑于去实践，结果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啊!

读懂了曹操，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争做一个现
代“英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_雄”，我们正值治世，
让我们做能臣吧!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白话小说，人物形象生动。那初中生
读了感想都有哪些?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三国演义初
中读后感，一起来看看。

三国演义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它讲述了东汉末年到
晋朝统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义薄云天的关羽形象。在作
品中，关羽是义的象征。虽然曹操送给他金银和美女，天天
以酒宴款待，但是他却不为所动。后来知道刘备在袁绍那里，
毅然放弃了曹操给他的优厚的待遇，过五关斩六将前去投奔



刘备，他这种义气让人们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

和重义气的关羽比，吕布可以称之为小人了。他本来是丁原
的义子，但董卓送了他赤兔马等物，他便动了心，杀了自己
的义父，弃明投暗。在吕布眼中，这些宝物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的人，都把义看的很轻，而看重利益。哎，我忠心希望
大家都能像关羽一样讲义气。

读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让我受益匪浅：《三
国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大国相互斗争为主要的
题目，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
故事，刻画了很多人物形象。

先说说关羽吧。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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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忠于刘备，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刘备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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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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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擒七纵孟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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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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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刘备是他的瓮中之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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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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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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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四

在我的小学生涯中，有许多书都令我很感兴趣，其中有一本
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本书就是《三国演义》。《三国



演义》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故事在我国古
代民间也很流行。《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都是我们耳熟
能详的，比如：《三顾茅庐》、《刮骨疗毒》、《空城计》
等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啊我国已是家喻户晓，妇而皆知的。

有一次，关羽的手臂中了毒箭受了伤，请华佗帮他医治。华
佗准备打麻药时，关羽却说不必打麻药，这点痛根本不算什
么。而他一边治疗一边在悠闲的下棋。读了这个故事，我认
为关羽根本不把疼痛放在眼里，他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个个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曹操属于
十分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分奸诈的。而刘备呢，他以仁义
当先，热爱百姓，深受百姓的爱戴。但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给我的启示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为人千万不能贪财色，那些贪财，贪色的人，最终一定不会
有好结果。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五

前段时间，在看水浒，还没看完，所以就先写写我读《三国
演义》。

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中国四大名著之
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中国
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一部重要的文学
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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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以三国
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它
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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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六

《三国演义》算是一本人尽皆知的一本书。对于这一次的易
中天品三国我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原来我们一直唾骂的曹
操也是个好人。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编写的一本书，很多人都很喜欢，可
既然是小说，那么内容必定有所改编，可能少数内容与历史
不符合。比如说对曹操个人才德的完全否认，比如说对诸葛
亮的略神化，都是不合历史的。不过其中的英雄也是另人敬
佩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共饮，曹操问：
刘兄你觉得这世间谁才是英雄?刘备将孙权等人一一说来，曹
操都说不是，然后曹又言：今英雄你我二人也。桃园三结义
刘、关、张三人生死之交。三顾茅芦的求才之诚心，诸葛的
忠君，死而后己。周瑜的聪明才智却因无历练而被气的吐血。

三国人物丰富多彩，为谋天下不惜对兄弟下手，身在乱世非
有一能而不可活。易中天认为关羽能独挡一面是个人才，他
认为曹操有才，也很温柔，待丁夫人很好。但历史总是由胜
利者写下的，曹操有才也只能被人评为奸臣，戏台之上也是
个白脸。对于三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三国演义》
就是罗贯中对三国的看法，易中天品三国，那便是易中天先
生对三国的看法。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七

刘备逝世前究竟是心有不甘，还是认为一生是满足的?尽管刘
备的遗诏中说：“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是，更多
的，或许是对自己打下的大片江山的不舍。在第一章桃园三
结义，刘备就显露出想成为皇帝的雄心：“我为天子，当乘
此车盖。”皇帝，是他的梦想，虽然未能一统天下，未能身
着龙袍指点江山，但在逝世前那种渴望，仍未消散，以至于
他在对三个儿子的话和遗属中反复提出：“朕已托孤于丞相，
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负朕望。”

刘备的希望在临终前寄托在了宰相诸葛亮身上了。那么刘备
又把蜀国托给了谁?书中有一句话不得不提：“若是嗣子可辅，
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这句话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上千斤的担子压在了诸葛
亮身上。诸葛亮是如此的忠心耿耿。或许刘备正是因为了解
他才说出了这样有分量的话语。所以，我认为刘备不仅将希
望寄托给了诸葛亮，实际也把蜀国交付给了诸葛亮。

白帝城托的，是刘备一生的事业。也是刘备毕生的梦想。刘
备用他的“计谋”，深得人心，这无疑是他的“必杀技”，
在他死后，蜀国依然得以长久的运行。

当然，刘备逝世后，魏吴两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
认为应当派人马五路围攻蜀国。虽然计划得很详细，但是刘
备虽然死去，但永远活在了他的忠臣的心中。诸葛亮，赵子
龙等马上想好了对策，并前去守关，我认为，正是刘备的聪
明和有远见的作用，使蜀国逢凶化吉。

读白帝城托孤，仿佛在读刘备辛苦一生后，留下的最重要的
成果。因为，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国家，在君主灭亡后群龙无
首，奸臣篡位，蜀国却没有，原因不仅仅是诸葛亮等人才的
存在，更有决定性的是，刘备的怒摔阿斗，爱才惜才，用眼



泪无数次的打动着臣子的心，所以，蜀国一次次重新站起。在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被塑造成德仁宽厚的形象，我却读出
了刘备的心计和聪明。

知事论人，读白帝城托孤，论刘备，也许比起文人学者的谈
论要显得狭隘。但是，读三国思三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
心中不一样的三国人物。

三国演义初中生读后感篇八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东汉
末年魏、蜀、吴三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和一系列故事。内
容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生动形象。

我喜欢其中的诸葛亮和关羽。其中关羽对我的感情最深：以
酒杀华雄，以汉不杀曹，以五关六将。但最后，由于他太骄
傲和粗心，荆州，战略地位的蜀，放弃了吴国。这就是“不
小心失去荆州和梅城”。关云昌失去了生命。所以我想到了
我的数学成绩在期末考试：由于我的骄傲和粗心，我的数学
成绩不令人满意。这是真的：关羽一不小心丢了荆州，而我
一不小心丢了分。从这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做任何事都不能
骄傲，要用心去做。战斗中的骄傲导致失败。我将努力争取
下次考试取得好成绩。

诸葛亮，姓诸葛，是孔明和卧龙居士。他被称为“卧龙先
生”。离开茅屋之前，刘备知道他有三次机会请他出山。我
最喜欢诸葛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
能，想杀死他，让他在十天内造出十万支箭。诸葛亮
说：“才三天。”周瑜很高兴，让他下一道军事命令。一开
始，我担心他怎么能在三天内造出10万支箭。那只是一次夜
间谈话。直到我理解了他的计划，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原来
他计算过这条河三天后会有雾。鲁肃会帮他保守秘密。曹操
射箭。第三天，果然，雾已经弥漫了整个天空。果然，他得
到了十万张弓和箭。诸葛亮真是神通广大。他懂天文和地理。



这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