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优质13篇)
请示是一种具有职业素养和智慧的行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和应对复杂的工作环境。请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
好的结果，因此，在进行请示时，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
期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请示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
习，请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一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去年寒假爸爸帮
我买了一套共48册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这是我最喜欢的
一套书，这套书我已经读过许多遍了，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我
非常喜欢的，比如“三顾茅庐”、“火烧赤壁”、‘草船借
箭’……而“三顾茅庐”的故事更是让我过目难忘。

“三顾茅庐”的故事讲的是：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以后，
刘备就非常想去把诸葛亮请来。于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刘、
关、张三人一起去请诸葛亮。他们来到诸葛亮家的时候，正
巧诸葛亮出门了，他们只好无奈地返回。过了几天，刘备得
知诸葛亮回来了，又要去拜见他，这时关羽和张飞都来阻止，
说派个下人去就行了，犯不着我们一块去，结果叫刘备斥责
了一顿。他们又去了一趟，可是这一次诸葛亮又去朋友家了，
刘备无奈又回。转眼到了冬季，下着大雪，刘备三人又去了
诸葛亮家，可是诸葛亮在睡觉，刘备就耐心地等他醒来。后
来，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答应出山辅佐刘备平
定天下。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二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处处散发着水墨清香，在这些文豪的
著作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三国演义》，而说到《三国演



义》，就不得不提《三顾茅庐》的故事。

话说皇叔刘备开始辅佐皇室，臣相曹操三翻五次来功打他。
刘备无智者相辅，大败于曹操。后经徐庶推荐，刘备三次前
去卧龙先生的隐居之地求贤，前两次刘备未遇见诸葛亮，第
三次去时，他不听众将劝阻，仍执意前往诸葛亮住处，最后
用远大志向和诚意请到了诸葛亮。

这个故事中，刘备显现出他的求贤若渴，同时也让人感到他
做事懂得坚持，也非常有诚意。我想，这可能正是他能兴汉
建蜀的原因，心诚与坚持，是我们多么应该学习的品质呀！

将目光投向以前，几乎所有成功的君王都懂得这个道理。汉
高祖刘邦，与项羽对侍了十几年之久。成吉思汗他花了十几
年统一了蒙古。这些人能成功，不就是因为坚持吗。再看看
我们，平时里遇到一点儿小困难就想着放弃，很少事儿能向
刘备一样带着诚心和毅力去做，所以做不好事情。如果我们
能像刘备及以前的贤人一样，就不会有“困难”这个词存在
了。

在夸赞刘备的同时，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号
称卧龙的诸葛亮一直是刘备以及许多能人敬佩的人，更是一
些诸候国的“抢手货”。而他如此受人敬重的原因，无非就
是他有学问，会思考。因此，可以看出，学习与思考是让人
尊敬的根本。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思
与学相结合时，必定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三顾茅庐》的两个启示如两缕光照亮了我求知道路的迷茫，
总结起来只有四个词：诚心、坚持、学习、思考。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三

刚才看到一个问题，“三顾茅庐”是真是假，刚想回答就跳
不见了，我就在这里回答吧，勉强算“文对题”。



“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确实有的。有两个最明显的史料：

1、《三国志》中记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
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
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
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
见。

2、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也写到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许先帝以驱驰。

3、不同学者对于这个“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去了三
次都见到了，有的`认为第三次才见到。我感觉这“三”就是
个数量词，形容去了很多次。刘备去见了诸葛亮很多次，当
然见了面也就很多次了。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四

在这次寒假，我看了许多本书，但其中我最喜爱的书还是
《三国演义》啦!下面就让我来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谈一谈
我读这本书的读后感吧!不过要说到这本书里最好看、最有名
的`篇章，我认为那就是《三顾茅庐》的故事了。

《三顾茅庐》里讲到了主人公刘备为了完成复兴汉室大业的
理想，诚心诚意的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来辅佐他的故事。
书中记载了刘备在第一次邀请诸葛亮出山时，诸葛亮的仆人
告诉他，诸葛亮不知去哪里了，或许三五天，或许十天半月
才有可能回来，刘备便只好带有遗憾离去。

第二次刘备去邀请诸葛亮时，刘备派人打听到卧龙先生诸葛
亮已经回来了。当时正是寒冬，还下着大雪，张飞阻拦刘备
说：“现在正是军队在打仗，改天再去了。”但刘备却坚持



要去见诸葛亮，当刘备、关羽和飞三人来到茅屋外，却发现
只有卧龙先生之弟诸葛均在家，诸葛均说：“二兄诸葛孔明
昨天出去闲游了”。因为又没有见到诸葛亮，张飞和关羽认
为诸葛亮是故意不理睬刘备等三人。张飞怒气冲冲声称要用
一条麻绳把诸葛亮捆过来，刘备却狠狠地斥责他们。

第二年早春，刘备第三次去了卧龙冈，路上遇见诸葛均。诸
葛均说：“昨晚家兄已回，今日将军可以一见。”当刘备来
到卧龙冈时得知诸葛亮正在睡觉，一个时辰后才醒来，刘备
就在寒冷的门外等了足足一个时辰才见到了诸葛亮。

我读了这本书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被刘备不厌其烦的毅力深
深感动，刘备注重以诚待人、以仁待人，刘备为了能够统一
国家大业，屈尊求贤、礼遇下士，不怕碰钉子，不怕路途遥
远，不顾天气恶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刘备得到诸葛亮后
感觉就象鱼儿得到水一样，说明刘备胸怀大志，尊重人才，
善于团结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充分发挥大家的长处。生活中
也有这样的例子，懂礼仪之人必定会取得成功。遇到事情要
有礼貌，不能莽撞;做事情要有诚意，要诚心诚意地去做，遇
到困难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不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有
毅力、有目标，最终也会成功。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五

《三国演义》大家都不陌生，它的作者是罗贯中。里面的一
个个小故事都流传千古：“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其
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三顾茅庐》这个故事。

《三顾茅庐》讲述了：刘备三次去诸葛亮的茅庐前，想让诸
葛亮做自己的军师。前两次诸葛亮军不在家，第三次时，诸
葛亮终于被刘备所打动，刘备终于成功地得到了诸葛亮这位
足智多谋的军师。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感慨万千。刘备不厌其烦的去找诸葛亮，



并且不让童子打扰诸葛亮午休，这是多么高尚、谦虚、礼贤
下士的品质呀！这让我想到了“程门立雪”这个故事。杨时
和刘备的学习精神值得我去学习。以后在学习中，我也要有
谦虚好学，不骄不躁的品质。

我也再一次感受到诸葛亮不谋名利，只求益于百姓的人生观。
诸葛亮虽然足智多谋，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他从不
骄傲自满。当刘备请他做军师时，他便说：“待成功之日，
自当归隐。”体现了他“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精神。
他身上这种不慕名利的精神更值得我去学习。

《三顾茅庐》这个故事充分的告诉我：做人要有谦虚好学、
不慕名利的品质！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读了一部名著《三国演义》，其中的一则故事《三
顾茅庐》给我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备那礼贤下士的形象
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你看，刘备两次前往隆中拜访诸葛亮，诚心诚意地邀请他出
山，辅助自己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但都没有见着。刘备决
定第三次到隆中去，可是他的结拜兄弟关羽和张飞都不同意。
可是刘备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离诸葛亮的住处还有半里多
路，刘备就下马步行。到了诸葛亮的家，刘备上前轻轻敲门。
出来开门的童子告诉刘备，诸葛先生正在草堂午谁。刘备让
童子不要惊醒先生，吩咐关羽、张飞两人在门口休息，自己
轻轻地走进去，恭恭敬敬地站在草堂阶下等候。

我读完后，刘备那礼贤下士的.形象深深地印我的脑海，他的
毫不气馁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小学生学习。不经风雨，怎见
彩虹。无论干什么事，我们都不能气馁，直到成功事情完成
为止。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七

我听了王老师上了《三顾茅庐》这篇课文的第一课时，感受
深刻。

它像胶水一样深深地把我吸引了。我贪婪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看着看着，我被“三顾茅庐”的画面吸引住了。因徐庶帮刘
备打了胜仗，曹操的谋士设法将徐庶骗走。临行前，徐庶向
刘备推荐了诸葛孔明。于是，刘备打点行李，便与关羽和张
飞一起来到了隆中卧龙岗。第一次，孔明的小童回答：孔明
出去了，不知何时才回来。听完，刘备觉得惆怅不已。几天
后，刘备又去拜访时，却只见到了孔明弟弟诸葛均，刘备无
奈，只得怏怏不乐离去。转眼过了新年，刘备打算再次拜访
孔明。此时张飞、关羽劝刘备不要再去浪费时间了，而刘备
却训斥了二人。到了孔明的茅庐，刘备得知孔明虽在，可正
在午睡。当孔明醒来，发现三人便急忙召进屋。刘备拜请孔
明出山相助，孔明不肯，刘备情急流泪，说：“天下大乱，
百姓苦难深重啊！”孔明被刘备的诚恳打动了，答应了刘备
的邀请。

通过“三顾茅庐”的故事，我被刘备不厌其烦的`毅力深深感
动。我想：不管在我们的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前面
的道路多么泥泞，不管我们多么困难，只要我们有毅力、有
目标，最终也会成功。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八

《三顾茅庐》同学们都读过吧，那豪情壮志，那手足情深，
那气势恢宏，那回肠荡气，使每一个好学者，都深深的迷恋，
令人心旷神怡。而我最喜欢的那一张，并不是官渡之战;也不
是智慧满腹的诸葛亮，不是巧妙的草船借箭，而我最喜欢的是
《刘玄德三顾茅庐》。



这一章的大概内容是：刘备从徐庶口中得知卧龙岗上，住着
一位奇才——“卧龙先生”诸葛亮。刘备想：“如果我寿这
样的一位贤士，让他辅佐我，肯定大业必成!刘备心动不已，
决定请他出山。第一次请他出山，门口的童子拦住了去路，
他说：“诸葛先生有事出去了。”

刘备只得败兴而归。而鲁莽的张飞说：“大哥，还不如直接
把他捆来。”刘备瞪了他一眼。第二次，刘关张三兄弟又来
相请，却发现有一人极像诸葛亮，问后，却得知是他的.弟弟。
直到第三次，诸葛亮正在睡觉，三兄弟耐心等候，诸葛亮终
被他们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

这篇文章让我受益匪浅，一个人想要成大事，身边必须人才
济济。那又有什么办法使人才为他人所用呢?一定要善待人才，
爱惜人才，重用人才，把它们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还
要赏罚分明，这样一来，一定就能成就大业了。

三顾茅庐不一定单单指用于军事上，现在也同样会用到。比
如，某企业的人员不充分，突然打听到一位很有才华的人，
便三番五次的去拜访，用诚心，对待这些人;同样会受到别人
真心的回报。所以，总体来说，就是要善待人才，要讲诚信，
要有礼貌。

然而，讲礼貌，懂礼仪，不正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吗?是啊!美
德是什么呢?美德时一句安慰别人的话语;美德是一座搭起的
爱心桥;美德更是在别人生病的时候，送来的一杯热水。因为，
整个世界，没有了美德就不会在和平，让我们携起手，共同
把美德发扬光大，让人人都懂得美德!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九

刘备回到孙野以后便派人去打听诸葛亮回来了没有。派出去
的`人都说诸葛亮已经回来了，刘备听后便再次去请诸葛亮。
刘备等人到了卧龙山庄以后走进草屋，看见有一个人在吟诗，



一位此人便是诸葛亮，谁知走进一问才知此人是诸葛亮的弟
弟——诸葛均。刘备经不住常非的催促，只好留下一封书信
边走了。

新年过去了，刘备准备再挑个好日子再去拜见诸葛亮。在卧
龙山庄旁边又遇到了诸葛均，得知诸葛亮在家，就走进草屋，
等诸葛亮午休过后，刘备一再苦苦相求，诸葛亮最终同意了
辅助刘备。

读了这篇文章我知道了我们做什么事都应该持之以恒，坚持
不懈。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十

《三国演义》中有一篇简单而又重要的一篇文章，那就是三
顾茅庐。

刘备因为通过徐庶的推荐，前两次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想
请他出山，但就是见不到诸葛亮。但是刘备仍然没有放弃，
通过第三次恭恭敬敬地拜访，冒着雪在门口等诸葛亮醒来，
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而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同意出
山与刘备共图大业，而刘备得到了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开头说简单，是因为这是一篇简短易懂的文章，重要是因
为刘备得到了诸葛亮。我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最有智谋的
人，诸葛亮的几条计谋是家喻户晓的，例如火烧赤壁，草船
借箭，空城计等。用刘备自己的话说就是有如鱼儿得到了水。
也为以后三分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诸葛亮投靠了刘备，
就等于投靠了明主，因为刘备是个仁德至善，弘毅宽厚，求
贤若渴的人。

我十分钦佩刘备，因为他不顾天气的恶劣，不听别人的劝告
去请求诸葛亮出山。而且即使前两次没有结果，刘备也没有
放弃，最后终于达到了目标。当时张飞和关羽都劝刘备放弃，



可是如果当时刘备真的放弃了，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会这么顺
利吗?这就让我知道，做什么事都要有目标，有毅力，不要鲁
莽，遇到挫折也不要放弃，其实有时能不能成功就在你的一
念之间。

不管在我们的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前面的`道路多么
泥泞，不管我们多么困难，只要我们有毅力、有目标，最终
也会成功。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十一

星期六，我读了《三国演义》，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
《三顾茅庐》。

这篇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刘备、张飞和关羽想去请神机妙
算的诸葛亮成为他们的`军师，就到了诸葛亮居住的地方——
卧龙冈。三人遇到了几位农民，正在唱着动听的歌谣，他们
问：“农民，是谁创的词？”一位农民回答：“是卧龙先生。
”刘备听到后，心里增加了一些敬佩，三人到了诸葛亮门前，
刘备轻轻地敲门，出来了一位童子，刘备从童子口中得知，
诸葛亮不在家，过了几天，有人说诸葛亮回来了，并回到了
家中，三人再次来到诸葛亮的家，在门口听见读书声，过了
一会儿，一位先生出来了，可他并不是诸葛亮，是诸葛亮的
弟弟诸葛均，三人只好回去，又过了几天，三人又去他家，
看到诸葛亮正在午睡，就在院子里等，过了很久，诸葛亮醒
后见到刘备，刘备流下眼泪，请他出山，帮助他完成大业，
他被刘备的诚意感动，就成为了刘备的军师。

我很敬佩刘备诚心诚意、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十二

我觉得这个诸葛亮肯定是个人才，他竟然能让刘备这样位高
权重的人反复求请。可见诸葛亮的能耐不小啊！由此也看出



了刘备的求贤若渴的'人才观。

在现代社会，人才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加重要，古话说：
“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我们要更加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和重用，还要为人才提供一个舒适的发展环境，还要有好的
工作，还要让他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小孩上学无后顾
之忧。要把人才真正放在眼里，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读完三顾茅庐的读后感篇十三

诸葛亮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有胆有识、才智过人，是
刘备的得力军事家。但在刘备邀请诸葛亮的时候，就发生一
件令我感动的`事，那就是《三顾茅庐》。

三国战乱时期，诸葛亮住在隆中，刘备十分敬仰诸葛亮。曾
两次到他家去拜访，但恰好诸葛亮两次都不在，当刘备第三
次去诸葛亮家时，诸葛亮正好在午睡，刘备不急不躁，在诸
葛亮家门口等了两三个小时，直到诸葛亮醒了才去迎接。

第一次读完这个故事，我就被刘备那种沉着冷静的做事风格
感动了。他没有叫诸葛亮醒来，也没有放弃请诸葛亮的决心。
我想：“诸葛亮之所以选刘备做他的都督，就是因为刘备有
遇事冷静、求贤若渴和虚心接受的优秀品质。”

从这以后，诸葛亮和刘备各显神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一起抵抗侵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