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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诸葛亮的空城计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三国志―――――诸葛亮传后，有很多感受。

这一章主要写了诸葛亮的许多故事。他的确是一个有志之士，
他以自己出色的才华描写了一次次不败神话。

开始，刘备只是一个地方豪杰，投奔各方，一个小沛几失几
保，却有光复汉室的远大理想。开始只有曹操、袁绍、孙权
他们三个势力处于鼎立状态，而有了诸葛亮之后，刘备的势
力迅速壮大，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他们共争天下。在诸葛
亮的帮助下，刘备占据荆州。出征时，只要有了诸葛亮，就
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诸葛亮成为曹魏的一个心腹大
患。

诸葛亮，他被后人称为神人。他有远大的志向，他谦虚，他
富有智慧，他爱民如子。他政治上是先主的得力助手，他忠
诚主公。他奖罚分明，用兵如神，深得军心。他很多事情上
为农民着想，使人民安居乐业，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诸葛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早年如果刘备听了他的劝告
不要兴兵伐吴，或许，历史就会被改写，三国之后不是晋，
而是刘备创建的一朝。



诸葛亮，后人之所以都把他当做榜样，千古传唱，百世流芳，
就是他有许多可贵的精神品质。我也要把他当做榜样来学习，
学习他的精神，品格与智慧，成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
的人。

诸葛亮的空城计读后感篇二

诸葛亮（181―234）是西蜀的丞相，他以神机妙算而闻名。
他为子孙的打算，也是算计得比较久远的。他在给哥哥诸葛
瑾的信中曾特意说到他的儿子诸葛瞻：“瞻今已八岁，聪慧
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正器耳。”

诸葛亮担心的是：聪明过早外露，容易自满自足，反而成不
了大器。所以他给诸葛瞻起的名字叫做“思远”。他给外甥
的信也说：“志当存高远。”这都表明他希望后代有远大的
理想和志向。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他认为人要有才，就要刻苦学习，要学习就要有志气。还要
心静，心不静就不能专心治学。生活太舒适了，也容易分散
精力，立不了大志。生活俭朴才是涵养道德的主要条件。

他在给外甥的信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自己的远大志
向，“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这就是说，要
不考虑一时的得失，不贪图生活上的享受，广交师友，不计
较个人的恩怨，这样做了，“虽有淹留”也许一时不成
功，“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学习之中有乐趣，也一
定会有用的。怕的是“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
默默束于情”。受追求世俗的物质生活和情欲的影响，失去
坚强的信心那就会“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可见，诸葛亮让子孙生活俭朴，是为了使他们更有出息，其
眼光不能不说“超俗”远大！

诸葛亮的空城计读后感篇三

《诸葛亮传》读后感

《诸葛亮传》主要写了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平生经历，以及魏
蜀吴三国的争斗。

在人们的眼中，诸葛亮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在《三国演义》
和《三国志》中，都有对诸葛亮的称赞。诸葛亮之所以能成
功，是因为这几点：

一、他会用人。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蜀国的'败落
是因为诸葛亮不会用人，但事实证明诸葛亮一直是蒙冤受屈
的。比如说得到诸葛亮赏识的姜维，原只是一个小官位，但
诸葛亮一眼看出姜维的能力，以至于发挥了姜维不但骁勇善
战、而且足智多谋的这块金子。再比如说赵云，诸葛亮同样
看到了他的能力，以至于赵云成为诸葛亮今后最好的合作对
象。

二、诸葛亮有智慧。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利用吴国的孙权
和大将周瑜、鲁肃等人的疏忽，巧占荆州。周瑜和孙权大怒，
周瑜又让孙夫人出嫁，来杀刘备，但诸葛亮派赵云前去，成
功避开锋芒。

三、他战斗经验丰富。正是因为诸葛亮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才抵挡得住司马懿的团团进攻，好几次让司马懿吃了败仗。

四、礼贤下士，法道兼济（法律、道德兼用），懂得治国安
邦。吴蜀再次联合以后，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期。而这时，诸
葛亮减税增收，减少百姓税收，打击贪官，大批生产蜀锦，
建设诸葛堰、煮制井盐。短短数月，这些资源已经为蜀国支



起了巨大的护盾。之后，诸葛亮又立“宪法”制定“八
务”“七诫”“六恐”“五惧”其目的在于使一切制度化，
不需要特别努力，大家就能遵从。

诸葛亮的哲学，人们至今还在研究，我们要向诸葛亮学习，
学习他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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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空城计读后感篇四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风云万千的三国会让
人感叹万千！我将分享一位传奇人物他就是智慧的代表，家
喻户晓的孔明。

刘备三顾草庐，不顾关羽和张飞的反对，只为了可以让传说
中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帮助自己共成大业。诸葛亮也没
有辜负刘备，帮助了一个寂寂无闻的人，最后成为了帝王，
成就了辉煌的霸业!诸葛孔明的计谋非常高超，刘备十分器重、
尊敬他。他足智多谋，屡立战功。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三
气周瑜、智取汉中、七擒孟获、智收姜维的等精彩纷呈的典
故耳熟能详，让所有人很佩服，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孔明非凡
的军事才能，刘备因为有了他，因此可以和曹操、孙权三分
天下。

刘备对孔明非常信任。刘备因为不听诸葛亮的劝告所以兵败，
在退守白帝城托孤时对孔明说：如果自己的子嗣刘禅没有治
国的能耐，孔明可以取而代之称为蜀国的君主。孔明在刘备
心目中的到位是至高无上的，愿意把大汉的基业交给他。刘
备逝世后，虽然刘禅无能，但孔明仍然一直全心全意辅佐，
并没有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孔明也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

孔明也用他的才能和忠诚奠定了三国时蜀国的地位。风流人
物虽然已随滚滚大江而去，但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那页，久



久回荡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诸葛亮的空城计读后感篇五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中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
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诸葛亮早年在南
阳隐居。2，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问以统一天
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
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
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
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恳切地请
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
佐刘备，联孙抗曹，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
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
中。2，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
持朝政。蜀汉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
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
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前后六
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军中。

千百年来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
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他曾革新“连弩”，
可连续发射10箭;制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
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