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 三国演义读后
感三国演义心得(优秀8篇)

学习心得可以帮助我们回顾学习的进程，发现问题并及时加
以改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一些实习心得范文，供大
家参考。这些范文涵盖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实习经历，希望
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写好自
己的实习心得报告。大家一起来看看吧，相信一定会有所收
获和启发。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一

今天，我读了《三国演义》一书，真是受益匪浅啊!《三国演
义》是一部断代体古典名着小说，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到晋
代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正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这句话不无道理。从周朝末年七国纷争，并入于秦
统一天下开始，楚汉相争，又并入于汉……书中有上百个人
物、无数的军事谋略，加上作者本身借着历史人物，来阐述
忠、教、仁、义、爱的道理，更是深入人心。罗贯中笔下的
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董卓，心胸狭窄的周瑜，长
厚的鲁肃，机智的孔明……这些鲜明的人物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受到感染的就是关羽。文中描述的
文字极其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
刀”后骑一匹“赤兔马”，他降汉不降曹、秉烛夜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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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刮骨疗毒，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他的所作所为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其所描绘每个有血有肉的



人物笔法令我敬佩，抓住人物个性，突出人物的特点，还巧
妙地运用了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等手法。故事中“赤壁之
战”令我最为激烈，使读者都有身临其境之感，真为作者高
超的笔法折服!

《三国演义》——四大名着之一，值得同学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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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读书心得最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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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读后感最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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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读书心得800字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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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三国演义》读后感范文精选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二

假期里，我把一本厚厚《三国演义》读完了。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很多，“草船借箭”是我最喜欢的故
事，这个故事是说：因为诸葛亮聪明博学、用兵如神，让周
瑜十分妒忌，心怀诡计，他把诸葛亮看作是东吴的一大患，
想找借口害他，就对诸葛亮说，箭是水上打仗的最好的兵器，
要诸葛亮在当时没有造箭的条件下，在三天之内造使万支箭，
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严惩。诸葛亮便胸有成竹地凭他的智慧



和常识，在三天之内向曹操“借”了十万支箭，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

《三国演义》中我喜欢的人物还是诸葛亮。他是个死而后已
的忠臣，他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而且一生
谨慎，鞠躬尽瘁，他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空城计，
七星灯，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他的所做所为给大家一个
很深的印象。

我长大后要向诸葛亮学习。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三

假期，我读完了《三国演义》这本书，读过之后我受益匪浅。

“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活赛神仙。”同学们猜
一猜是书中的哪个人？是的，他就是诸葛亮，也是我最喜欢
的人物。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凭着出色的才华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

提到诸葛亮，他那胆识过人、临危不乱、深谋远虑的形象便
浮现在人们的眼前：舌战群儒——诸葛亮运用谋略，与东吴
群臣纵论天下大事，巧舌辩驳，说服他们和孙权要与刘备联
合抗曹；借东风——诸葛亮登上七星坛，自己在坛上做法。
几天之后，果然刮起了东南风；乘着浓浓雾气“草船借箭”，
骗过了曹；空城计——马谡失街亭，孔明撤退不及，被迫使
用空城计。听闻司马懿大兵来到，身边的人“个个吓得面如
土色，手足无措”，诸葛亮却“手摇羽扇，捻须一笑”……
同时，《孔明空城之计》这一章诸葛亮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轻摇羽扇,说：“一个人只有做事小心，谨慎，
才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我以前就没能做到“谨慎”二字。

有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愉快地去上国际象棋课。
一路上，我像一只快乐的喜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到了上课



的时候，我也没有刹住闸，仍旧和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地聊
了起来。老师看到后，示意了我一下，可是我并没有放在心
上。我仍然和刚才那位同学悄悄地说着，哪知这一切全部被
爸爸看见了，回到家后，爸爸沉着脸，严肃地说：“到我身
边来！”我战战兢兢来到爸爸身边，他接着说道：“今天上
课有没有做错什么呀？”我红着脸，低下了头，吓得大气都
不敢出一口。然后，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都要分清场合，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你
应该分清场合，只有做到谨慎做事才有可能学有所成。”

爸爸的告诫也让我明白了，做人做事一定要谨慎，说话做事
必须要符合时间、地点，否则既伤害了别人，也让自己不快
乐。难怪清朝康熙皇帝曾说：“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
一念不慎，即贻百年之患。”

法国大作家雨果说过：“谨慎是智慧的长子。”今后，我要
史为诫，以诸葛亮为榜样，做一个谨言慎行的人。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三国演义》。这本书主要讲的是
魏、蜀、吴三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最后，三国被晋朝所灭，
天下归于了晋朝的故事。书中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如：
爱国忧民的刘备，重视友情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威武
神勇的赵云……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书中许多故事体现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比如《草船借箭》、
《空城计》等，今天我们一起通过《巧借东风》这个故事感
受一下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周瑜叫黄盖带着二十只堆满了可
燃物的大船去火烧曹营，这个计谋必须要借助东风才能完成，
无奈迟迟没有东风，周瑜因此生了一场大病。诸葛亮去看望
周瑜，说他能借来东风，周瑜大喜，病一下子就好了。到了
约定的时间，果然刮起了东风，曹操的大小战船都被烧坏了。



虽然书上写的东风是诸葛亮借来的，实际上是诸葛亮根据地
理知识和气象知识推算出那个时候会刮东风。这说明诸葛亮
足智多谋是源于他知识渊博。从中我明白了，学习能使人变
得聪明，我们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将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三国演义》可是一本好书，你也快来看看吧！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五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有一次，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被阴险
的庞德叫人偷偷从背后放毒箭。关羽的那个伤口没过多久，
毒药就渗进骨头里去了又青又仲。大家见关羽受伤了，都劝
他去治病，但关羽放不下战场上的事情，大家就请来了神医
华佗来治病。华佗来的时候，关羽正好跟别人下围棋。华佗
皱紧眉头说：“要用刀刮走骨头里的毒药才行。”但关羽没
有退缩勇敢的忍着巨大痛苦成功治好了病。

和关羽比起来，我真是没用。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
在学校里发高烧，烧到将近四十度，妈妈得到消息的时候，
把我从学校接了回来，带我去了医院，医生说我扁桃腺发炎，
需要针。我非常害怕，然后我大哭了，过了一会儿我慢慢冷
静下来了，但看见针缓缓的刺进皮肤里，我又哭了。

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当然我已经没有那么软弱了，通
过这个故事我懂得了有些困难要像关羽那样用坚强的意志去
战胜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六

阅读，是人生的引导，帮我们找到智慧的源泉。一本书像一
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

《三国演义》是历史背景上的着作，它描写的是约百年间的
的历史：三国鼎立。它从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



三国鼎立到诸葛亮五丈原病逝是第二阶段，而魏国司马懿家
族兴起，晋朝统一天下就是第三阶段了!

《三国演义》中最让我惊心动魄的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救
阿斗赵云护公子》，它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刘备兵败，而
他的家人由赵云保护，但如同滔滔江水一般的、源源不断的
曹兵还是将赵云和刘备的家人冲乱了。于是，赵云他孤身闯
敌营。只见他在千军万马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威
武异常，势不可挡，杀得曹兵血肉横飞。虽然曹兵人多势众，
但武功高强的赵云还是突破了曹兵的围攻，救出了阿斗和甘
夫人，不过，糜夫人投井自杀了!

第二章是《借东风火攻烧赤壁》，它讲得是曹操中了周瑜的
连环计后，周瑜又请诸葛亮“借”东风。于是，诸葛亮故弄
玄虚，“借”来了东风。结果，这一场火、一阵风，再加上
东吴的水陆两军，打得曹军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八十多万
大军迅速瓦解，但曹操还是逃离了周瑜设下的埋伏圈!

《三国演义》，回味无穷!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七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四大名著之
一的《三国演义》，我早就有所耳闻，近日一读，真是让我
爱不释手，受益匪浅。

以前我听说过《三国演义》，所以我买了一本，看了没几页，
因为看不懂，于是不感兴趣了。现在，当我再次拿起这本书
时，才懂得什么叫“三国天下大事”。

《三国演义》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如：《桃园三结义》
《草船借箭》《三顾茅庐》等。其中我最喜欢的篇章就是
《草船借箭》了，诸葛亮神机妙算，鲁肃忠厚老实，周瑜心



怀妒忌，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让我不得不敬佩。

同样《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英雄好汉，如：武艺高强的关
羽，粗鲁的张飞，到死也忠服于刘备的诸葛亮。

读完《三国演义》后，我懂得了：在学习中，我们应该以周
瑜为鉴，当别人的成绩超过自己时，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一下
自己退步的原因，虚心向成绩好的同学学习，弥补自己的不
足。同时，我们应该虚心听取爸爸妈妈的劝告，不应该因为
考试失利就失去信心。我们该像诸葛亮一样，心胸宽阔，宽
宏大量，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篇八

近期我读了中国古内四大名著之一——由罗贯中所著的《三
国演义》，使我深有感触。

《三国演义》讲述了在三国时期，三个大国：魏、蜀、吴中
的明征暗斗，但最终全归于晋国。其中我最喜欢诸葛亮，因
为他聪明机智。

当读过诸葛亮草船借箭后，我的心为这一震。三天呐，三天
内交出十万支箭，那要动用多少人手才行呢?但诸葛亮第一天
没有行动，第二天没有行动。我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他可是立了军令状，三天交不出箭可就要人头落地了，一代
英才就这样死了吗?还是他另有妙计?往下看，第三天四更有
毋分，诸葛亮终于行动了，但他只是用草船，我心想：这跟
箭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像鲁肃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急不可待地往下看，原来诸葛早有妙计，用草船向曹操借
箭。诸葛亮可真是聪明绝顶啊!

当读完诸葛亮空城退敌后，我不禁呼道：“妙计，妙计!”虽
然马谡自负失街亭，但诸葛亮则胆大心细，以空城退城外百



万之兵，这一计不伤一兵一卒，用得妙，用得巧，用得准，
司马懿也是对孔明心有余悸，不敢冒然进攻，可见诸葛亮做
事情小心谨慎，熟知敌人的弱点。

读过《三国演义》之后，我会向诸葛亮学习，多读一些书，
多积累一些知识，热爱自己的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许多重担还等着
我们去挑，我们应该热爱国旗、国徽，热爱祖国美丽的一山
一水，绝对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我们的内政，绝对不容
许敌人侵犯我们神圣的领土，长大后用我的满腔热情去报效
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