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的第五回读后感 三国演义
第五回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国演义的第五回读后感篇一

1、今天我读了《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
关兵三英战吕布》。到现在我才发觉刘备、关羽、张飞三兄
弟是如此讲义气。在吕布连杀两元大将，伤一大将的情况下，
张飞毅然挺身出马救出了孙瓒并与吕布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
负，关羽见状把马一拍，舞动八十二斤青龙郾月刀来夹攻吕
布，战了三十会合仍旧不能战胜吕布，刘备便手拿双股剑出
马来攻吕布，最后大败吕布，把吕布赶回了老牢关。他们这
种无畏相助的精神让我很敬佩。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对手非
常强大，可还是毅然出战并相互配合打败了吕布。此外曹
操“发矫诏、招义兵，假借奉天子密诏，发布檄文。”也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采取各种手
段强大自己。并且为了不被人认为自己是夺权目的，还强烈
推荐当时实力雄厚的袁绍成为盟主，足见其老谋深算。

2、后陈宫又转念一想，认为此做法为不义之举，而弃操而去。
操觉，遂连夜到陈留，寻见父亲，备说前事;欲以家产来招募
义兵。操父教操去找卫弘相助。

见到卫弘后，将其意告之，弘愿相助。不数日间，便有人纷
纷投兵。各路英雄、诸侯也纷纷引兵来投。袁绍也领兵三万
来与操会盟。公孙瓒前来的途中与刘备三人相遇，说明来意
后，备三人便与公孙瓒一同前往。一群人便结盟，立袁绍为
盟主。孙坚请命出头战，绍允之。



李儒得知后，告之卓，桌慌张不已。布愿意去降乱，但有一
人愿先领兵去降乱，卓允之。途中遇鲍忠，将忠人头斩下，
领功，奉为都督。

雄伤了袁术手下数人，但却被关羽于酒还热时斩下。但袁术
瞧不起刘备三人，不加以奖励。

卓见折了雄，便亲自引兵来战。吕布英勇无敌，将对方手下
前来迎战者皆杀之，刘备三人上前战吕布，这一战打得昏天
暗地，八路人马皆看呆了。布跑，三人追之。张飞见青罗伞
盖，认是董卓。拍马上关，便擒董卓。

刘备三人虽机智勇敢，但却怀才不遇，这又能怪谁?在三国时
期又何来公平呢?

3、今天，我读了《三国演义》的第五回

这一回主要写了袁绍与公孙瓒、孙坚等十七路诸侯结盟，一
同讨伐董卓。他们刚与董卓开战，就损失了两元大将。此时，
关羽挺身而出，用他那著名的青龙偃月刀一刀斩了那人。之
后，董卓手下吕布前来挑战，被刘、关、张三人杀退。

读了这一回，我的感受是：团结力量大。因为袁绍在结盟前
的兵力很薄弱，而结盟后，他就得到了上万的兵马。还有，
一开始是张飞一人在大战吕布，久战不胜，关羽和刘备来战
后，吕布就支持不住了。

三国演义的第五回读后感篇二

在此之前，曹操等人正为敌人华雄头疼。他们曾派了不少人
去杀死华雄，不料全被华雄杀死。就在这时，关羽出来挑战。

过程为：关羽要求消灭华雄;遭到曹操等人的轻视;曹操抱着
试一试的心情同意了;关羽三下五除二地灭掉华雄，提着他的



头来见曹操。

在灭掉华雄之前，关羽就充满了自信，本来有不少人都被华
雄杀死，他却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华雄。他甚至还对曹操说：
“如不胜，请斩某头(如果我不能打败他，就请你们斩了我吧。
)”这更加体现出他的自信。

战之前，他与曹操喝了一杯热酒，而后他说：“酒且斟下，
某去便来。”只是很随便地去去就来”表现出对他来说，杀
死华雄是小菜一碟。

于是他便出战了：“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
如大摧地塌，岳撼山崩”，可见气势有多大!“众皆失惊”即
众人大惊失色，都为关羽担心——他们以为，这样令人心惊
肉跳的声音，外面必是华雄打败关羽了呢，其实不然，他们
刚想去看看，关羽便提着华雄的头进来了，“其酒尚温”刚
刚喝的酒还热着呢，可见他的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人佩服!

短短的一段文字，把关羽高超的武艺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也
是第五回里非常精彩的一段。

三国演义的第五回读后感篇三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为世人所喜爱，《三
国演义》被学者们列为“四大名著”之一，而它也确实无愧
于这一美誉。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第五回三国演义读后
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这个学期，我利用课余时间读完了《三国演义》这部中国古
典名著。书中主要讲述魏、蜀、吴三个国家之间的争斗，最
后三国归魏，从此天下太平的故事。

书中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



战……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鲜活的人物：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忠胆狭义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中。我还明白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周瑜打黄
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含义。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
“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

读完了《三国演义》，书中的精彩动人的故事和英雄人物的
事迹让我大开眼界，我不仅懂得了许多历史知识，同时还学
到了一些描写人物的方法，真是受益匪浅啊!

这段时间，经过老师的推荐我读了许多书籍，最令我难以忘
怀的还是非四大名着之一——《三国演义》了。

《三国演义》这本书主要讲了东汉末年直至汉末晋初这段时
间曹魏、蜀汉和孙吴三个国家进行战斗。这本书的主人公是
刘备，整本书以刘备为中心，写了一系列关于他的种.种事迹。

在这本书中，写了刘备打了许多胜战，因此我非常佩服他。
刘备也十分谦虚，就以《三顾茅庐》来说吧，他三访诸葛亮，
张飞因诸葛亮迟迟不出门见人都已经愤怒不已了，而刘备却
还是那么冷静地等待着诸葛亮。当然，关羽也很有个性，在
张飞生气时，他总是及时相劝，阻止张飞动怒。

在说说曹操吧。他在《三国演义》中虽然被称为“奸雄”，
但他对刘备说的话，刘备不入耳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什么叫
做宽容大度。本来我一直以为曹操是一个待人很坏、很冷酷
的人，但一读到这里时，我对他的看法完全变了。

读完这本名着后，故事情节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个故
事让我知道了对于朋友要讲义气，不能因为对方的官位或身
份的高低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就像文中的关羽，他对故主
忠诚，又因为斗争失败投降，没有半点儿想以陷害的方式击
倒对方，但在我的眼里，他并没有战败，因为他最后还是凯
旋归来，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只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忠。



在《三国演义》中，我见识到了各种风格的人物，他们的性
格和爱好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永远一样，就是重情重义，正
所谓“乱世世英雄”，他们就是情谊上最杰出的英雄。

在寒假里，我读了许多的书，有《昆虫记》、《水浒传》、
《岳飞传》……但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三国演义》。

这本书主要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30年间的历史故事，起自黄
巾军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它集中地描写了三国时期各封建
统治集团之间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的种.种斗争，斗争
的方式有公开的、有隐蔽的。通过这些斗争，作者揭示了当
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人
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也表现了他们对统治集团的爱
憎和向往，以及他们反对战争分裂、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众多的三国人物中，我最敬佩的人是赵云。赵云人称“常
山赵子龙”，赵云勇冠三军，是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
一。在长坂坡单骑救主时，他在曹操的十万大军中杀了个七
进七出，众多曹军名将与他交手，却奈何不了他。这件事让
我想起了一首描写赵子龙的诗：“血染征袍透甲红，乱世谁
敢与争锋。单枪救困扶危主，唯有常山赵子龙。”我佩服赵
云，佩服他在战场上无惧无畏的胆量，佩服他在做人上高尚
的精神，更佩服他的忠义。

我喜欢读这本书，这本书百看不厌，里面的每个故事妙趣横
生、惟妙惟肖，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
化瑰宝。当我读了它之后，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也明白
了许许多多的人生哲理。

我敬佩关羽那种讲义气的精神，更喜欢刘备那种渴贤求才为
君之道。刘备，不能说是一个枭雄，只能说是一个明主，他
能成为三国鼎立的一份子是因为他有一颗爱贤的心，要是他



没有这一份心，恐怕就不会得到诸葛亮这个大贤人的'帮助了，
也不可能当皇上了，最多只能在家喝喝茶，织织帽罢了。可
以说，刘备的天下几乎全都是诸葛亮打来的，而诸葛亮为什
么甘心情愿为他打天下呢?那是出于对刘备的爱贤的心的感激。
读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老班长邝泳韶，他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尽心尽力为班级做出了不少好事，是老师的好帮手，就有如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一样，因为老师相信他，放心地把事交
给他，他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关爱，工作自然就尽心尽力了。

《三国演义》，教会了我许许多多的道理和哲理，让我爱不
释手。

我曾佩服过一代英雄刘备。他虽然不是最后成功的人，但他
确实是最聪明的人。为求一贤士，他不顾兄弟劝说，三顾茅
庐请诸葛亮出山，为脱离曹操，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更
显出他的聪明才智，为了让赵云留在自己身边，他摔儿子以
表自己对他的珍惜。刘备确确实实是一个圣明聪颖的君主，
只可惜他没有好好地教育自己的后代。

《三国演义》是一本神奇的书，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活起
来似的——他们的人物性格太过鲜明，也太过典型。或许
《三国演义》所承载的，并不是一个群英荟萃的故事，更多
的是一个时代的特点与精髓。

我们生活中也有着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曹操的
奸诈，诸葛亮的聪慧，关羽的义气，张飞的豪爽，周瑜的小
肚鸡肠……但不管怎样，这些明快突出的性格特点也构成了
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哪一种元素都必不可少。

读一本好书，不仅仅是要读透它，更重要的是要尽自己所能
去参透作者藏在这本书背后的，那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或许
有一天你放下书本，闭上双眼细细琢磨的时候，你就会惊异
地发现，一个栩栩如生的社会，正诞生在你的眼前。



三国演义的第五回读后感篇四

割须代首

曹操有次带兵路过麦田，让兵管好马，不能踩踏麦田，违者
砍头。可是，曹操自己的马在走的时候，一只斑鸠飞过，收
了惊吓，踩到了麦田。曹操立即要人用军法处置自己的踩踏
之罪。众人大惊：没有这个将领以后怎么打天下？于是曹操
就用头发代替自己的头割了下来。

其实，曹操用头发代替头的方法是一种象征而已。因为头发
会长出来，可是头只能砍一次。所以看起来是以身作则，实
质是逍遥法外。就像现在某些犯罪的人，他们自首，交出赃
款，去除权利，甚至消除党籍，就可以减轻很多罪行了，难
道不是和“割须代首”同种性质的吗？所以我们要学会辨别
那些总是“割须代首”的人，那种人不能让人信服。

身在曹营心在汉

徐庶在刘备身边当谋士，曹操想拉拢徐庶，知道他是一个孝
子，找到了他的母亲，仿冒徐母的字迹写了信，让徐庶离开
刘备。徐庶临走之前给刘备推荐了更好的谋士。徐母知道了
这件事，自杀了。徐庶在曹操这里一生都没有为曹操做什么。

看起来，徐庶想做到忠孝两全，但是其实是误人误己。他的
初衷是救母，可是最后母亲自杀。曹操手下除了徐庶还有其
他谋士，徐庶的一言不发却使他的才华被自己埋没了。就像
现在的工作者，有些不满足自己的工作，就以为自己不可能
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于是埋没了自己，工作也做不好。所以
我们要乐业，要积极实现自我价值。

携民渡江

新野之战后，刘备逃到樊城，曹操打到樊城。刘备在弃城逃



跑之际，说：“现在这城已经撑不住了，愿意追随我的和我
一起过江。”全城人都带着老老小小来了。刘备奔向江陵，
众将叫刘备弃下百姓，因为百姓耽误了时间，刘备不肯。在
当阳，曹操追到，刘备抵敌不住，独自逃走。

这段故事后人觉得体现了刘备“爱民如子”。但是我们不难
发现，刘备在真正的危机袭来的时候，独自逃跑。那么“携
民渡江”应为“挟民渡江”，爱民实为害民。现在，一些官
员要处理城市污水，让市民捐款，市民觉得合情合理就捐了，
他们拿钱去挥霍，正事从不做。这也是“携民渡江”。所以，
我们遇事不要意气行事，要用理性来看到事情的本质。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是古代的经典名著，我们可以在里
面学到很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能在我们以后
的生活中，得到很大的帮助。

三国演义的第五回读后感篇五

接着曹操立刻找到卫弘，说出自己的抱负，求其相助，得到
财力支持;曹操很有眼光，很有口才，很有抱负;很有能力，
且能成事。网罗各路人才，且处处安排好，证明其有能力礼
贤下士;曹操发矫诏，诸侯们相应;证明曹操有谋略;且诏书写
应该很好，从侧面也说明曹操文采也应该很好;实际上历史书
上的曹操的诗歌写的实在是很牛。

孙坚的战功，写的非常详细，这个时候也表现孙氏的性格特
点:有胆气，有能力;孙坚和孙策性格基本一致;，如果每遇战
斗即冲锋在前，孙坚，孙策父子，不可能是个很有谋略的'政
治家，最多是个出色的统帅。所以也决定父子二人在乱世时
候不得善终。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

刘备三兄弟的性格写的也很好，张飞的冲动“张飞曰:“当时
若容我杀了此贼，免有今日之事。”关羽的自傲:关公
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刘备作为老大，但是在战吕布



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出场，是刘备的性格决定，出色的政治
家，绝不轻易冒险，关羽和张飞已经稳站上风，才冲过去打
落水狗吧。同时也证明三兄弟关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