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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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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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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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一

话说诸葛亮屹立江边，正思考着，没想到突闻大都督周瑜的
召唤，于是前去听话，周瑜说军中缺箭，想让诸葛亮负责造
箭，限期十天造出十万支来，读后感.诸葛亮略一思忖“原来
意欲借机杀我!”于是张口边说“只需三天，并可立下军令
状!”周瑜一听，如此甚好，变取来笔墨纸砚，当场签字画押。

事后鲁肃去找诸葛亮，怪他不自量力，准备放他逃跑，诸葛
亮说只需借我二十只草船，按我得到要求布置即可。

第三天夜晚，诸葛亮带上鲁肃和一般士兵划船去往曹军营寨，
大张旗鼓呐喊造势，曹操以为敌军来犯，限于江上雾气太大，
就命人射箭御敌，直到清晨方知中计，后悔不已!

诸葛亮回到吴地，周瑜前来检查，发现诸葛亮有如此神鬼莫
测之能，心理暗暗生气“既生瑜，何生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危机时，应该灵活应变，不能困在
危机中不能自拔，很多时候，你只要肯动脑筋，就会出现一
些奇迹，当然了，诸葛亮用他的学识和智慧解决问题，这是
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更明白了知识的力量。

草船借箭的故事读后感心得体会：出自小说《三国演义》的



经典故事，给我带来的是很多启发性的思考，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困难，也应该学习诸葛亮，用知识武装自己，成功化解
危机。

《三国演义》读后感2

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

一次，周瑜借讨论军事来陷害诸葛亮，让他十天造十万支箭。
可是诸葛亮说要三天造成，并立下军令状。周瑜以为诸葛亮
上了当，心里暗暗自喜。

周瑜派鲁肃去打听情况，诸葛亮让鲁肃替他准备二十条船，
每条船上三十名军士，还有二十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并
用青布幔子遮起来，不让鲁肃告诉周瑜知道。

第一、第二天，诸葛亮没什么动静，第三天四更，诸葛亮带
上鲁肃去取箭，他把二十条船连成一排，朝曹营开去。

到了曹营的水寨，诸葛亮命令把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一字
排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曹操见对
手突然来袭，他看不清虚实，只让弓(弩)手朝船上射箭。一
万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箭好像下雨一样。诸葛亮
又下令把船掉过了，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仍旧擂鼓呐喊，
逼近曹营水寨受箭。

天渐渐亮了，雾还没有散开。这时候，船两边的草把子上都
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
接着叫二十条船驶回南岸。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追也来不
及了。

船靠岸时，五百个军士正好到江边搬箭。每条船有五六千只
箭，二十条船总共有十万多支。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他借箭
的经过。周瑜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



上他!”

《三国演义》读后感3

答案就是读书!诸葛亮博览群书，因此知识渊博，这才懂得了
天文地理，然后又知道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了解在大雾迷江
的情况下，曹操不敢贸然出动，读后感.只会射箭阻击，这需
要多种巧妙的组合才能实现目的，但是诸葛亮就做到了。可
见，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分析书中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和深意，不能一味地读死书，成为一个书呆子，要能够应用，
这才是读书带来的价值，也就是实践出真知。

在草船借箭这个故事中，我对鲁肃这个人还是很佩服的，他
为了孙刘联盟的共同利益，暗中帮助诸葛亮，让他没有被周
瑜杀害，也正是这种肝胆相照的品质，使得诸葛亮在后来的
借东风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孙刘联盟能够大败曹操。

读过这个故事，我懂得了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方能有诚实可
靠的朋友;也懂得了要多读书，学习知识，让渊博的学识成为
武装自己的最好武器。

《三国演义》读后感4

我最喜欢里面的《草船借箭》：周瑜嫉妒诸葛亮的聪明才智，
想找一个机会除掉诸葛亮，故借军中缺箭，叫诸葛亮三天内
造十万支箭，否则人头落地。诸葛亮请鲁肃借来二十条船，
六百名士兵，在每条船两边扎上草人。第三天半夜，诸葛亮
下令把草船划到离曹营不远的江面，二十条船船头朝东，船
尾朝西，一字儿排开，然后命令士兵擂鼓呐喊。曹操一听，
急忙起床，但由于江中大雾，惟恐有埋伏，不敢出兵，急忙
下令弓弩手放箭，一时间，万箭齐发，全都射在了草人上。
诸葛亮又叫士兵把草船调转方向，逼近曹营，大声呐喊，擂
鼓助威，虚张声势，而自己和鲁肃却在舱中饮酒。曹军以为
敌军来功，拼命放箭，一会儿工夫，二十条船上的草人都密



密麻麻受满了箭，诸葛亮下令鸣金回营，边撤边喊：“谢谢
曹丞相送箭。”曹操方知中计，再要追时，可诸葛亮的船顺
风顺水，怎么追得上!诸葛亮回到东吴，一卸箭，足足有十五
六万支。这一计，使周瑜不得不自叹不如，嫉妒之心更强了。

我真佩服诸葛亮，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我还
敬佩他，为了天下黎民，放弃了平静的田园生活，陷入了打
打杀杀的生活。我还敬佩他大公无私，为汉室江山鞠躬尽瘁
的精神品质。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不能为自己的一丝利
益而不顾他人，不顾大局，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些琐碎杂事而
背信弃义。

要做像诸葛亮那样神机妙算聪明过人的人，从小就应该不知
疲倦，勤奋好学。

《三国演义》读后感5

《草船借箭》这篇课文是我国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中的一个故事。学习了这篇课文后，感想颇多。

故事中的周瑜心胸狭窄，他见诸葛亮很有才干，非常嫉妒，
便一次次地陷害诸葛亮，总想置他于死地，而诸葛亮也一次
次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了周瑜。后来，周瑜也不得不被诸
葛亮的聪明才智所折服。

读到这里，一股股敬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佩服诸葛
亮的才智，更佩服他豁达大度的品质。他明明知道周瑜不怀
好意，处处和自己作对，但他总是那么从容镇定，总是那么
宽宏大量。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像诸葛亮那样心胸宽阔的人
却不多。就拿我们班集体来说吧，有的同学学习成绩好，有
些同学就心怀嫉妒，他们不但不努力去学习，还在背地里说
长道短，甚至还要说些人家的坏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搞得同学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有时候同学之间发生一些矛盾，
这都是很正常的，可就有些同学去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



非要弄个我是你非不可。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诸葛亮那样心胸开阔，豁达大
度，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会多一份融洽，多一份信赖，
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是多么美好呀。

《三国演义》读后感6

周瑜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

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用三天造十万支箭来为难
诸葛亮，诸葛亮答应了周瑜的要求，并立下了军令状。周瑜
请鲁肃去探听消息，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向鲁肃借20条
船，每条船上三十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并在船的
两边排一千个草把子，还让他不要告诉周瑜，鲁肃答应了。

前两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四更时，诸葛
亮请鲁肃和他一起去取箭。这是，江上大雾漫天，船靠近曹
军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弄，还
叫军士们擂鼓呐喊。

曹军听到鼓声和呐喊声，不敢轻举妄动，只叫弓弩手朝他们
射箭。不一会儿，船的一边插满了剪，诸葛亮又下令调转船
头，逼近曹军水寨受箭。

天渐渐亮了，诸葛亮叫插满了箭的船驶回南岸。

诸葛亮如期交货，周瑜听了借箭的经过后自叹不如。

《三国演义》读后感7

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华，总是千方百计陷害诸葛亮，于是他
就让诸葛亮在三天之内，吧十万之箭造好，并立下军令状，
三天造不好，必须重罚，诸葛亮爽快的答应了。



周瑜见诸葛亮只用三天就造好这十万支箭，很是怀疑，便让
鲁肃去打听打听。

诸葛亮要在三天之内造好十万之箭，得请鲁肃帮忙，诸葛亮
向鲁肃借了二十艘快船，两旁布满了青布幔子和草把子，吩
咐好将士，而且不让周瑜知道。

到了第三天，大雾漫天，长江之中，对面看不见人影，诸葛
亮请鲁肃一齐去取箭，诸葛亮命令将士把船头朝西，船尾朝
东，并擂鼓呐喊，只可惜曹操疑心太重，便吩咐手下射箭攻
击，不一会儿的功夫，箭像下雨一样飞向草把子，船就像刺
猬一般，于是他们满载而归，鲁肃对孔明佩服的五体投地。

周瑜知道了借箭的经过，觉得自己真的比不上诸葛亮的神机
妙算啊!

《三国演义》读后感8

周瑜很嫉妒诸葛亮的才干，想让他在三天内造出十万支箭，
并让他立下军令状。

诸葛亮想让鲁肃帮忙，让他就二十条船，每条床上要三十名
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
的两边，而且诸葛亮特别叮嘱鲁肃不要告诉周瑜。

鲁肃回去之后，按照诸葛亮的话准备起来。第一天和第二天
都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四更的时候，大雾漫
天，江上对面看不见对面，诸葛亮密集鲁肃让士兵到船上来，
然他去取箭。他们靠近曹操的水寨，并把船排成一排，诸葛
亮让士兵擂鼓呐喊，曹操听见了让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一面
的草把子上插满了箭，诸葛亮下令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
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两边的草把子上
都插满了箭，诸葛亮让士兵高呼：“谢谢曹丞相的箭”，于
是诸葛亮让他们顺风回去了。



鲁肃把借箭的事告诉了周瑜，周瑜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神
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三国演义》读后感9

周瑜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很想陷害他。

于是有一天，要求他在十天之内造十万支箭，诸葛亮虽知这
是周瑜的诡计，但还答应，并立下军令状，三天内完成任务，
不然甘受惩罚。周瑜叫鲁肃去探听探听诸葛亮怎么做，诸葛
亮让鲁肃帮忙，借二十条船，每条船上三十名军士，还要一
千多个草把子，诸葛亮还叫鲁肃保密。鲁肃答应了。第三天
天还没亮，诸葛亮借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也看不清。所
借的船只已靠近曹军水寨。船尾朝东，一字摆开，一边擂鼓，
一边呐喊。曹操果真中计，以为敌人突然袭击，不敢轻易出
动，慌乱之中只叫弓弩手放箭，不让他们近前，诸葛亮又下
令把船调过来，仍旧擂鼓呐喊，直到两边插满箭为止。于是，
船顺风顺水，诸葛亮借箭——满载而归。

当鲁肃告诉周瑜借箭的经过，周瑜长叹一声：“诸葛亮神机
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三国演义》读后感10

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干。

一天，周瑜假意请诸葛亮商议军事，用三天造十万支箭来刁
难诸葛亮，并让他当面立下军令状。周瑜还要鲁肃去探听消
息。

诸葛亮向鲁肃借了20条船，船用青布幔子遮这起来，要1000
草把子。并强烈要求鲁肃不能让给周瑜知道，鲁肃答应了诸
葛亮。



第一天和第二天都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四更
的时候，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去取箭。

这时候大雾漫天，什么都看不清。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
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又叫船上的军士擂鼓呐喊。曹操听见
了，起了疑心，下令让弓弩手朝他们的船射箭，不让他们进
前。曹操还调来了6000名弓弩手。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来，
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

天亮了，诸葛亮叫20条船驶回南岸。

周瑜听了诸葛亮借箭的经过自叹不如。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二

每当我阅读《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故事的时候，都十分敬
仰诸葛亮，他真不愧是智与勇的化身，草船借箭读后感。

故事讲述的是：赤壁大战时期，周瑜十分嫉妒诸葛亮的才干，
于是叫诸葛亮三天赶制十万支箭。这本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没想到诸葛亮一口答应了。后来，原来是诸葛亮假装向曹操
发动进攻，诸葛亮知道曹操疑心大，不会水上交兵，于是诸
葛亮成功地利用了草船“骗”到了十万支箭。

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常常学习诸葛亮的勇于挑战：勇敢面对
第一次游泳，勇敢面对第一次跳长绳，勇敢面对第一次写英
语小作文。一直到每次游泳都被称为健将，跳长绳稳拿第一，
英语作文那都是轻而易举！这都是我挑战的结果。

我想告诉我身边的人，要有挑战的勇气，要有精心的准备，
有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成功的道
路，读后感《草船借箭读后感》。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三

我最喜欢三国演义里面的《草船借箭》：周瑜嫉妒诸葛亮的
聪明才智，想找一个机会除掉诸葛亮，故借军中缺箭，叫诸
葛亮三天内造十万支箭，否则人头落地。诸葛亮请鲁肃借来
二十条船，六百名士兵，在每条船两边扎上草人。第三天半
夜，诸葛亮下令把草船划到离曹营不远的江面，二十条船船
头朝东，船尾朝西，一字儿排开，然后命令士兵擂鼓呐喊。
曹操一听，急忙起床，但由于江中大雾，惟恐有埋伏，不敢
出兵，一时间，万箭齐发，全都射在了草人上。诸葛亮又叫
士兵把草船调转方向，逼近曹营，大声呐喊，擂鼓助威，虚
张声势，而自己和鲁肃却在舱中饮酒。曹军以为敌军来功，
拼命放箭，一会儿工夫，二十条船上的草人，密密麻麻受满
了箭，诸葛亮下令鸣金回营，边撤边喊：“谢谢曹丞相送箭。
”曹操方知中计，再要追时，可诸葛亮的船顺风顺水，怎么
追得上！诸葛亮回到东吴，一卸箭，足足有十五六万支。这
一计，使周瑜不得不自叹不如，嫉妒之心更强了。

要做像诸葛亮那样神机妙算聪明过人的人，从小就应该不知
疲倦，勤奋好学，我要向他学习。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四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个性鲜明，特点突出，故事情节曲折
动人，我很喜欢看。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几篇文章，希
望你们喜欢阅读。

我读了《草船借箭》这本书知道了自古以来总有那么一些人，
只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有才干，就会十分生气，不是
去奋发图强，而是去嫉妒别人，想方设法去害比自己强的人。

三国时候的周瑜就是一个爱妒忌别人的人，他看到足智多某
的诸葛亮，便起了嫉妒之心，他让诸葛亮一天造出十万支箭，



否则，就要处罚诸葛亮。诸葛亮用计谋借了曹营十万支箭，
让周瑜的计谋落了空。

有些人因为怕别人超过自己，才产生嫉妒心理。当别人有了
成绩，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众人的尊重和爱戴的时候，这种
人不是探究别人取得成绩的原因而是讥讽，造谣多么愚蠢的
表现。

读了《草船借箭》我不由想到了自己，有时我也有嫉妒心理。
比如自己考试没考好，不总自身找原因，却希望别人下次考
不好，这就是我的嫉妒心理，嫉妒这个东西害处太大了所以
以后我一定要杜绝它。

《草船借箭》是我国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
个故事，读了这篇课文，我的感想颇多。

故事中的周瑜心胸狭窄，他见诸葛亮很有才干，非常嫉妒，
便一次次地陷害诸葛亮，总想置他于死地，而诸葛亮也一次
次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了周瑜。后来，周瑜也不得不被诸
葛亮的聪明才智所折服。

读到这里，一股股敬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佩服诸葛
亮的才智，更佩服他豁达大度的品质。他明明知道周瑜不怀
好意，处处和自己作对，但他总是那么从容镇定，总是那么
宽宏大量。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像诸葛亮那样心胸宽阔的人
却不多。就拿我们班集体来说吧，有的同学学习成绩好，有
些同学就心怀嫉妒，他们不但不努力去学习，还在背地里说
长道短，甚至还要说些人家的坏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搞得同学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有时候同学之间发生一些矛盾，
这都是很正常的，可就有些同学去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
非要弄个我是你非不可。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诸葛亮那样心胸开阔，豁达大
度，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会多一份融洽，多一份信赖，



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是多么美好呀。

今天我读了本书叫《草船借箭》，故事中的周瑜因为嫉妒诸
葛亮的才能，而想要置他与死地。有一天，周瑜对诸葛亮说：
“你必须在十天之内给我十万支箭，否则死罪。”

可诸葛亮却出乎意料地说：不用十天我就用三天。并且还立
下军令状。原来他利用雾天开了二十多艘插满稻草人的船，
去接近曹操的水寨，由于雾太大，看不清，曹军不敢出兵，
只能放箭。就这样，诸葛亮很顺利取到十万支箭凯旋而归。
周瑜不得不心服口服，感叹道：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我也
比上他。

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不是天生的，是因为他博览群书知识丰富。
天文地理知识了如指掌。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多读书，积累更
多知识，长大才能应对更多挑战。另外我们不要学习周瑜嫉
妒别人的才能，更不能陷害别人，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提
高各项才能，去赢得胜利。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五

草船借箭形象的描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懂天文、会地理。
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几篇文章，希望你们喜欢阅读。

暑假里，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它是中国的四大名著
之一，作者是明朝的罗贯中。

《三国演义》是有非常多回的故事组成的，其中比较有名的
是：关公温酒斩华雄、赤壁之战、三顾茅庐、空城计、关羽
过五关斩六将等等。而我最喜欢的一个小故事是草船借箭。

草船借箭这个故事，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心胸狭窄的周瑜见
到孔明比自己还要能干，想要害死孔明，就让孔明十天造十



万只箭来，如果孔明办不到就杀了他，这已经是非常难办的
事情了。但是孔明认为三天就能做出十万只箭。因为足智多
谋的孔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早已预算到三天只后会大雾
漫天，而且孔明胆大心细，知己知彼，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
余自然环境及气候变化来玩成用兵，不费吹灰之力就的到了
十万只箭，因此轻松的摆脱了周瑜的暗算，让周瑜觉得自己
神机妙算，从而自叹不如。

从草船借箭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孔明的三个优点：巧筹备、
识人心、懂天文。

巧筹备：孔明叫鲁肃备二十只小船，每条船上要有军士三十
人，船上全用青布为幔，千余个草包分布在两边。孔明知道
这样的装备，箭一定会穿不过去，而是插在上面。而且孔明
刚好算到二十只小船差不多能装十万只箭。

识人心：孔明知道周瑜心胸狭窄，想要暗算自己，但又知道
刘备的力量很弱，要借用东吴的力量去打曹操，因此不敢与
周瑜明着翻脸，而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与周旋，摆脱
了周瑜的暗算。他还知道鲁肃的性格非常老实、善良，不会
有小心眼，就叫鲁肃去办这些事情，最合适不过的。而且，
孔明还利用了曹操多疑的性格，让这个看起来冒险的行动有
惊无险。

懂天文：孔明能料到第二天的凌晨一定有大雾，让对方看不
到自己的虚实。所以非常容易地借到箭了。

孔明的心胸宽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

《草船借箭》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东汉末年，曹操、孙权、刘
备各占一方。当时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能，想以“公事”为
由陷害他，让他十天造好十万支箭。而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
还立下了军令状。诸葛亮私自找鲁肃借了船、草把子和军士
等，并让鲁肃保密。前两天诸葛亮都没有动静，直到第三天



凌晨，诸葛亮约鲁肃坐船去曹营。这时大雾漫天，曹操看见
有敌船到来，怕其中有诈，只叫弓弩手放箭。诸葛亮见一边
受不下了，就调转船头，让另一边也受箭。天亮了，诸葛亮
带着箭满载而归。周瑜知道后，自叹不如诸葛亮的才智。

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啊!有人说诸葛亮是天生的聪明才智，但
我认为不靠自己的努力是不会一直聪明的，只是偶尔运气好
罢了。就拿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来说，他并不是天生的才干，
在他知道有大雾这件事上，他之前肯定是花了许多时间去学
习预测天气的方法的，不然他怎么敢神态自若地说“只要三
天”，还立下了军令状?只有平时勤奋努力的人，到了关键时
刻用上了自己平生所学，去帮助别人或保护自己，才会得到
大家的肯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而不是在生死关头才来拼
命学习，这时已经为时已晚。诸葛亮并不是天生的聪明，只
不过比其他人多了一个心眼儿罢了。

聪明的人总是会被人妒忌，周瑜妒忌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周瑜心胸狭窄，小肚鸡肠，心中容不下他人。他一旦
知道了有人才能比他高，便会用计陷害他，让他置于死地。
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妒忌是人们经常会有的，但他这种不
择手段的毒害别人，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后还不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让诸葛亮连气三次给气死了。更可耻的是，
临终前居然还说“既生瑜，何生亮”这种话，连要死了的时
候还恨别人，对于这种执迷不悟的人，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所以，在学习上，我们应该学习诸葛亮这种不断上进的精神，
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在生活中，千万不要像周瑜那样有强烈
的妒忌心理，要心胸开阔，才能长命百岁。

我喜欢看许多的书，可是在这些书中，让我最喜爱的是《三
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

这个故事讲的是，周瑜妒忌诸葛亮很有才干，就叫他十天内
造好十万支箭，而诸葛亮说只需三天，并立下了军令状。还



请鲁萧帮忙。要了二十条船，三十名军士和草把子。第三天
四更的时候，诸葛亮和鲁萧去曹营“借”箭。“借”箭成功
后周瑜自叹不如。

他的成功使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有胆有识、足智多
谋、才智超群。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诸葛亮料事如神、宽宏大
度，谦虚礼让的大将风格。使得气量狭窄、妒才忌能，才气
输诸葛亮一筹的周瑜不得不叹服。

我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如一天下午第一节课是
数学课，铃声刚响，曾老师快步走进教室，在黑板下飞快地
写起了一道思考题说：“同学们，现在拿出2号本开始做黑板
上的这道思考题。”我一看题目，信心十足认为自己一定能
做对，我心想：这不就是小菜一碟嘛。不过，我认真按着老
师的方法去做这道题，想了好大半天，总是卡壳，一点也没
有进展，这时候，曾老师开始在黑板上讲评这道题。讲完后，
我茅塞顿开，我刚才的方法只用换一个角度想就行了呀。

一次，我在一本书中看过这样一则故事，讲了一位阿姨开了
一个时装展，就在时装展的前几天，衣服还没有做完，阿姨
急得团团转，突然，她想到了可以搞一个不是成衣的时装展，
没想到还受到人们的喜爱。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做一件事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思考它。

这是我眼中的诸葛亮，这些闪光点也正是他让我敬佩的地方，
值得我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