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读后感(通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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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三国读后感篇一

近期，选煤厂工会组织“我最喜爱的一本书”读后感活动，
在二十六年的工作历程中，我觉得“三国演义”这本书，从
内容、构思、欣赏价值和人生借鉴上都可以说是小说中的经
典、军事上的典范和思想上的一次洗礼。就其一百四十余回
的内容记载而言，为我们展现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
阅读之余，让人感慨万千，受益匪浅。《三国演义》是我国
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人物描写淋漓尽致，场面刻画栩栩如生，
使人流连忘返，掩卷难忘。人物性格描写中有威风不可一世
且又奸诈多疑曹操曹孟德；有仁义可敬而又心慈面软的刘备
刘玄德；又有雄踞江东且豪气云天的孙权孙仲谋。而这些性
格又成为他们雄霸一方的资本，究其背后他们又有着心胸宽
阔、唯才是用、胆略过人、治国有方的雄才大略，尤有曹操
胜之一筹。在军事战略上，此书是三十六计的一次成功演变；
谋略上“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再次伐城”运用得恰到好处。
有闻名之“赤壁之战”、“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
连营七百里”等等，至今仍然被军事称之为教科书般的经典。
在治国之道上，正如诸葛孔明在出师表中所言“亲贤臣，远
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
颓也”。又如“宜开张圣听，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等等，
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时期都成为不可或缺的治国方略……这些
感触颇深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刻画的深邃，阐述了“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深刻而又浅显的道理，不仅让人感叹：
“三国真实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经典，是让人
们真

切地感到：“英雄终有用武之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忠贞之士人人敬仰”等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
就其个中故事，浅谈几个个人的观点：

一：共同创业要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志不同，道不合，不
相为谋”。如刘皇叔与刘表、曹操与司马氏、董卓与吕布等
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反之，刘、关、张三结义，曹操的排除
异己，孙权与周瑜等是追求共同目标、共同利益的知己，办
起事来也事半功倍。如今的企事业单位也是一样，一个人的
力量是有限的，要善于发挥群体（集团）的力量和潜能，才
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事业发展的基石。在“三国
演义”中无数章节都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三个鼎力国家的
领袖都有爱才、惜才、用才共同特点，发挥人才的最大潜能，
成就霸业。当今的人才战略和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人才，
如“卧龙、凤雏得一人者得天下”便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
反之，用才疑才，晾晒人才，甚至是攻击迫害人才，那么他
的事业或大家集体的企事业迟早会毁在这个人的手里。
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是成败的关键。人人都想追求
成功，但成功的办法又各有不同。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兼听
则明”，“十个臭皮匠，能顶诸葛亮”也表明了这一浅显的
道理。如今的群力群策、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都说明了兼听则明的重要性。反之如
桓、灵帝的覆灭，刘表之执拗，后汉的刘禅等都快速地走向
灭亡。

“三国演义”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如研究历史
规律，

人物性格的复杂，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等等。一代伟人毛泽



东同志就读了五遍“三国演义”，原因也在于此吧。名著是
值得反复阅读和推敲的，好的名著会伴人一生成长。

三国读后感篇二

刘备.我在想：他跟皇家或许八杆子搭不到一起.胡乱扯也说
不清楚.就因为他.为了光宗耀祖.实现个人宏愿.在混乱中揭
杆而起.把人民带入了战争的深渊.

诸葛亮、是拉长战争的制造者、是分裂民族的罪人、没有诸
葛亮.孙权也成不了气候.也不可能三国鼎立.历史就会改
写——、曹操一统天下、人民提前过上太平盛世、什么奸雄
英雄、只要天下太平.人民免受战争之苦.谁当家都欢迎拥护.
姓李.姓王.姓赵.抢来抢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汉高祖刘邦
一个二流子闹事、成功登上历史舞台、谁又敢对他指手划脚?
这是人最狡猾的一面、有权有势老子说了算、制定一些维护
统治者利益的愚民政策.诸葛亮、刘备趁天下大乱、分裂祖国.
分裂人民的暴动分子、犯下反人类罪、他们虽然比别人聪明.
聪明没用到正路上.应该受到人民的审判。

三国读后感篇三

我今天读了《三国演义》，但我发现了问题，没错，就是不
以成败论英雄，书籍是智慧的翅膀，在我读过的所有书中，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国演义，这本书他使我受益匪浅，看
刘备的谦逊，关羽的豪爽，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
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为了体现出刘备的
仁义，他被写成了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仍然没有抹杀。
他在短时间的几年中东征西战，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
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曹操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
国是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



下，所以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曹操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奸雄，
可能是因为他儿子篡了汉。曹操在梅园没有杀刘备，这时使
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曹操还是实干家。曾经，行刺董卓，
矫招聚诸侯讨伐董卓，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伟大之处。

总得来说，通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

三国读后感篇四

在茫茫书海中，让我感受最深的书就是《三国演义》。

它把战场描写得惊心动魄，把人物的动作，表情写得一清二
楚，其中，令我最心惊胆颤的，最拍手叫好的就是“关云长
刮骨疗毒”那段。它讲的是：关羽被毒箭射中后，华佗亲自
来给他治伤。因为毒已经进了骨头，华佗就把关羽的右臂用
刀割开了一个口子，然后慢慢地把毒从骨头上刮下来，然后
缝好。关羽竟然一直也没哼一声，一直和马良谈笑风生的下
棋。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到了我自己。去年夏天，我在楼下和朋
友们玩的时候。我正跑着，不小心摔了一跤，皮儿被擦破了，
红红的鲜血流量出来。虽然只有一点儿。我还是坐在地上哇
哇的大哭了起来，在一旁聊天的爸爸妈妈把我送回来家，在
抹药时，酒精弄得我沙沙的痛，我大哭大闹了起来。过来几
天，我的伤就好了，就跟好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了。

比起关羽，我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啊，我感觉他好像就是天
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星，而我只是快烧尽的蜡烛上最后的一
丝光亮。他的勇气值得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想想他，在听者伤身，闻者丢魂的巨大疼痛下，能一声不吭
地下棋，而且还跟没事一样；再想想我们，为了芝麻绿豆大
点的事就吓得大哭甚至绝望，他简直是太英雄了。

我敬佩关羽，也敬佩把他在《三国演义》这本书里描写得栩



栩如生的作者。

三国读后感篇五

哈哈，这就是三国的世界。《三国演义》出自元末明初的罗
贯中之手，想必作者也是为自己所处的朝代所愤怒，希望有
英雄出世，拯救乱世吧。《三国演义》从汉室 末代到晋国统
一，无不是令人兴奋的动人片段。

天下就随他分吧，分！江山就随他战吧，战！

蜀国的创造者，刘备，本就是平平一介布衣，却有着“鸿鹄
之志”想统一江山。于是乎，结二虎，识子龙，出卧龙，伏
黄忠，定荆州，平马超，创蜀国。令人不住感叹，真是一介
英雄之辈。

魏国的霸主，曹操，也是书中比较倒霉的一位君主。与五虎
上将打下的江山，到后来却被刘备、孙权二人蚕食。曹操虽
诈不奸，只是英雄之才不尽人意。曾经写下“神龟虽寿，犹
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的他也是壮心已矣了。反过头来，看到儿
子自相残杀，怎能不对天下失去信心，世人对其也就只是评
论几句“君子之德，五世而折”了。实在是令人辛酸啊！

三国读后感篇六

我第一次读《三国演义》(白话版)时，才五岁。从那时到现
在的八年中，《三国演义》被我翻了不下二十遍。

记得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我只是走马观花般地浏览一遍。
随着浏览，我渐渐明白了故事情节，各种感情油然而生：我
赞叹关羽的义、张飞的勇;我喜爱孔明的智、赵云的忠;我痛
恨曹操的奸、董卓的暴……一切感情抒发完毕后，很长一段
时间内，我认为那一次我读懂了《三国演义》——那只是本



故事书。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逐渐形成了个认识，战争是智力的较量。
怀着充实我的大脑的目标，我又开始读《三国演义》。那一
次，我读得格外认真，它的字字句句都震撼着我，我的感情
有了巨大的更新：关羽的水淹七军让我赞叹不已，吕蒙的白
衣过江使我赞不绝口，孔明的火烧上方谷的小漏洞令我扼腕
叹息……加上我读过的《长征》中毛泽东战时经常看《三国
演义》，我更认为那一次我读懂了《三国演义》——那是本
兵书。

突然，我又发现：一本书，永远无法彻底读懂。你读多少遍，
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见解。读一本书，一个人读不到最懂的
境界，但能读得更懂。

三国读后感篇七

《三国演义》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在不同的时期品读它，
都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看的是连环画《三国演义》，它在我
心中是一本书写传奇、富有趣味的故事书。桃园三结义、三
顾茅庐、赤壁之战……每一个故事都精彩纷呈、扣人心弦。
小小的我带着好奇心，懵懂地走进了三国的世界。在爸爸妈
妈的讲述里，我还明白了俗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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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有
意思啊。

在小学中低年级的时候，我看的是青少年版的《三国演义》，
它在我心中是一部意蕴深刻的长篇历史小说。它不仅使我知
道了许多历史知识，更让我记住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足智
多谋的诸葛亮、忠胆侠义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在他
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与方法。



我最崇拜的是诸葛亮。从火烧新野、骂死王朗、空城计等故
事中，可以看出他的非凡才智。可他并不是神仙，他让马谡
去守街亭，导致街亭、柳列城两个军事重镇失守。但这也不
能否定他的丰功伟绩。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不犯错误，人
无完人，不应该因为别人的一点过失而指责，也不应该因为
自己的一次考试失利而灰心气馁，更不应该为自己取得的一
点成绩而沾沾自喜。我相信，只要我们自信、勇敢、坚持、
细致，我们也能和诸葛先生一样，在学习上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

日渐成长，我每次读《三国演义》都有不同的体悟。我相信，
它会永远伴随我，为我指引人生的方向!

三国读后感篇八

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周锐老师写的《幽默三国》，这本书是根据
《三国演义》改编而来。周锐老师把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写
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想象力非常丰富，也和我们的生活
非常相近。唯一不同的是，这本书主要是用魔法打仗，魔法
钻研；而《三国演义》没有涉及到魔法。画家郑凯军把里面
的人物画的可爱极了，胖胖的曹操，诡计多端的曹丕，文采
出众的曹植，身手矫健的曹彰，擅长雕虫小技的曹熊……郑
凯军叔叔画得好，周锐老师写得更好！

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魔法游戏，故事是这样的：右老师的
女儿左雀斑来找曹熊玩，左雀斑用妈妈教的魔法在地上画了
一条长长的方格，里面画上老鼠，然后用两只脚夹住一块板
砖，向格子里的老鼠砸去，砸掉所有的老鼠就算胜利了。而
且，第一关只有五块砖，接着往上递增。一关比一关难，最
后一关的十二只老鼠不仅会“一隐一现”术，还会“缩地”
术，困难极了！

但是曹熊很快就被这个游戏迷上了，第一天，曹熊轻而易举
地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第二关的两只老鼠跑得更快



了，曹熊从放学玩到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通过了
第二关。

可是，第二天曹熊学也不上了，只顾着打老鼠。于是，左雀
斑在格子里画了一个小人，让曹熊打掉他，其实，那个小人
就是曹熊自己。从此曹熊再也不玩魔法游戏了。

我喜欢周锐老师写的《幽默三国》，它带给了我无限的欢乐。

三国读后感篇九

今日看到了曹操、刘备三兄弟和吕布、孙策几个强强联手，
共伐袁术。这种场面，恐怕也就只有这一次。袁术私藏传国
玉玺，在淮南自称帝王，势力又日盛，所以各方英雄眼里又
怎能容忍这么大的威胁存在。这四人，一城的东南西北各自
守住，让袁术在城内出也出不来，打也打不得，只能一天一
天将粮食耗尽。这样宏大的场面，让人震撼。

除了在军事的领导上，在一个小细节中，曹操的灵敏、机智
又呈现了出来。当时被缚张辽在大庭广众下大骂曹操是曹贼
云云，任谁听了，都难容忍。如果私下里或许还可以算了，
但这么多人在，曹操又是位权重者，几乎让他没有颜面，所
以他扬言要手砍下这等人的脑袋。刀都已经拔出来了，但关
云长因为与张辽交厚，便以忠义为张辽求情，见关云长如此，
张飞与刘备自然也上来求情。当时那曹操可是刀在手上不得
不发呀，而且他也放下了话，可是聪明的他话一转，就
说“吾戏汝耳”，顺带将刀扔了，还亲自为他解了捆绑的大
绳。

他这一刀砍下去，那不止是与刘备他三个树敌，更会留下个
杀害忠义之士的臭名，这些可是当时的他承受不起的。

曹操的小聪明让人印象很深刻，就如他给董卓献刀一样。在
万分紧急下，竟然脑子转得那么快，膝盖一屈，刀一举，杀



人变成了献宝刀，让他留下了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