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经济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经济读后感篇一

大家都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可我一直不爱看，
被―逼无奈之下，我读了着本著作，我发现此书使我受益匪
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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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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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敬佩的要数诸葛亮了，他是一个忠臣，一个能够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而且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
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可为是个奇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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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聪明就是让我
学习的最好榜样！

再说关羽，一个黑脸，大胡，丹凤眼，卧蚕眉的大将军，也
是五虎大将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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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关羽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仍算忠，



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而且我对他的感觉也不
好，虽说是一个人才，非常聪明，且善于打仗，但有谋权篡
位之心。不过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而且没有杀刘备，
虽当时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并不是很
坏，毕竟他还有大度。但周瑜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
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眼中只有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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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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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这本书之
后我大开眼界，不愧是名著

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博大精深，我对四大名著也情有独
钟。《西游记》，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令我留恋忘返，回味无
穷。但今日今时，再次拜读《西游记》，我的领悟却变了
（四大名著读后感）

中国经济读后感篇二

其中最让我佩服的是诸葛亮，在《草船借箭》中讲到：周瑜
向诸葛亮立下军令状，要诸葛亮十天之内造好十万支箭，诸
葛亮不仅面对这样的困难镇定自若，还说只要用三天。之后
诸葛亮借来二十条轻快的小船，用黑布把小船蒙住，派来三
十名士兵，再扎上一千多个干草捆，在第三天后半夜，大雾
漫天之际，诸葛亮他们向曹营驶去，假装要攻击，上当了的
曹兵一个劲地放箭，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因此利用草船“借”
到了箭。



读了这小节故事，我觉得诸葛亮太聪明了，他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巧用天时，利用大雾天气，让曹兵看不清虚实，上
当中计，圆满地完成任务。我们要学诸葛亮遇到问题要沉着
冷静地面对，并用清醒的头脑解决问题，从容地对待。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节很好看的故事――《三顾茅庐》。
这节故事讲刘。关。张三次请诸葛亮下山，后来诸葛亮被刘
备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深深地感动了，答应出山，帮助刘备。
刘备为了天下统一和平而不厌其烦地等待，求贤若渴。

读了影响我们一生的《三国演义》这本好书，我觉得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让我们明白很多道理，难怪人们常说：
读三国，明道理。

中国经济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在阅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当我读到"诸葛亮火
烧博望坡”的时候，我忍不住要赞叹他的神机妙算。

他派关羽、张飞二人做好埋伏，各代一千人准备点火，又让
刘备做好增援准备，最后派赵云去做前锋，只需输不许赢。
说罢，立即让人准备庆功宴。

大家见他信心十足，自己心里也没底。

一切就绪，没等一会儿夏侯惇的兵马就杀来。忽然一声炮响，
军队两边大火冲天，烧死了夏侯惇的一大半兵马，另外一些
有的互相踩踏而死，有的又被赵云的军队杀死。博望坡一战
大获全胜。

后来，大家问诸葛亮如何肯定此次战役定胜呢?他笑着
说：“博望坡多处有芦苇，用火攻是在好不过了。”原来这
次获胜的原因这么简单，只需稍稍动一动脑筋就能想得出来。



但是，我就不像诸葛亮这样善于动脑，记得我正在做试卷，
忽然，我遇到了不会的数学题，才粗略地读了读题，就马上
离开座位去找家长问怎么做，后来养成了不勤动脑的坏习惯。
相比诸葛亮，我羞愧极了。

所以，我一定要向学习诸葛亮的勤动脑!

中国经济读后感篇四

《西游记》不尊重佛教。玄奘到大雷音寺求经，佛祖两个助
理——阿难和迦叶跟师徒几个要人事。没有?对不起，只能取
无字经。师徒找如来评理。如来说：前两天我们这边有人下
去给人家做法事，收了三斗三升米粒黄金，你们来取经也应
该给点东西吧。把佛教的最高领袖描写成了一个市侩之徒。

《西游记》也不尊重道教。很多妖怪都是以道士的面目出现
的，有的还是“国师”、“国丈”，飞扬跋扈，滥用邪术，
危害百姓。

两大宗教在《西游记》中被贬抑，这反映了汉族的传统国民
性里面，没有固定的信仰。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汉人对
信仰缺乏敬畏之心，只信能给自身带来好处的东西。从唐僧
仨徒弟的人物设定可以看出汉人期望的理想状态。

沙和尚什么重活都干，什么好处最后才能捞上，但这个老实
人在唐僧眼里基本没有地位。孙悟空有能力，但是不驯服，
可西行求法，要靠他消灾。不好管怎么办?紧箍咒。

猪八戒最舒服，担子主要是沙和尚挑，打架主要是孙悟空去。
唐僧永远非常体谅猪八戒，他说什么，唐僧一般都信。这么
一个好吃懒做、投机取巧的人，却很受上峰的喜爱。这说明
汉民族内心非常羡慕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不负责任，利益均
沾。



中国经济读后感篇五

大家都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可我一直不爱看，
被-逼无奈之下，我读了着本著作，我发现此书使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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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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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敬佩的要数诸葛亮了，他是一个忠臣，一个能够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而且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
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可为是个奇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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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聪明就是让我
学习的最好榜样!

再说关羽，一个黑脸，大胡，丹凤眼,卧蚕眉的大将军，也是
五虎大将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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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关羽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仍算忠，
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而且我对他的感觉也不
好，虽说是一个人才，非常聪明，且善于打仗，但有谋权篡
位之心。不过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而且没有杀刘备，
虽当时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并不是很
坏，毕竟他还有大度。但周瑜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
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眼中只有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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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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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这本书之
后我大开眼界，不愧是名著

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博大精深,我对四大名著也情有独钟.
《西游记》,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那光
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令我留恋忘返,回味无穷.但今
日今时,再次拜读《西游记》,我的领悟却变了(四大名著读后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