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操读后感 读曹操发迹史有感(优质8
篇)

考虑到项目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请示上级之后才能继续推进。
在请示中，我们要尽量简明扼要地表达问题，避免冗长而模
糊的叙述。请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提问和回答，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请示的奥秘吧。

曹操读后感篇一

自从读完《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以后，我对曹操有着浓
厚的感情，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描写比起诸葛亮他们，
却是少之又少，因此也激起了我对曹操的好奇心，所以最近
买了着重描写曹操的《曹操发迹史》，给他做了一次三百六
十度的全身鉴定。

曹操是高干子弟，早年少不经事，不好好学习，吃喝玩乐，
干了不少荒唐事，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小子。后来，坏小子发
迹为世所罕有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统一了北中国。对曹
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毛泽东多次褒扬曹操，为曹
操“翻案”，认为曹操是“真男子”，还说“我的心与曹操
是相通的”。后人对曹操津津乐道，一方面是因为曹操是个
有故事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偷师曹操的政治手腕和阴阳谋略。

以往人们提起曹操，人们只是看到了曹操的阴险、狡猾的一
面，却未看到他治国有方的另一面。曹操其实是一个很有本
事的人。经过多年的战乱，当时的农业生产遭受到极其严重
的破坏，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弊平原”的悲惨景象。于是，
曹操积极推广“屯田”方针。“屯田”方针分为“军屯”
和“民屯”两种。“民屯”就是召集百姓编成组来开荒种地，
屯田农民直属国家管理，可以不服徭役，收获时只交给国家
四至五成的粮食。“军屯”就是边防将士守边种地，收获的
粮食全都上交给国家。曹操此举，使中原农业得以很快的恢



复。

此外，曹操的知人善用也是很突出的一个优点。他打破了汉
朝以来官位世袭的传统，宣布重用那些出身低贱却有专长的
人。如张辽、徐晃等人虽然出身寒门，但有一技之长都被提
拔成大将。所以当时自愿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了
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为他日后夺取天下打下基础。

曹操为什么能？曹操为什么能在群雄并起的三国乱世中脱颖
而出，成为北中国的霸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能网罗和正
确地使用人才。那些优秀的人才之所以愿意投奔曹操，除了
他拥有汉献帝这面大旗，曹操还是一个坦诚、率真的人。我
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
人称帝，几人称王！”坦率中流露出一种霸道和自信。“让
我就此交出统领的军队，把军权还给朝廷，回到武平侯国的
封地去，实在是不可以。为什么？实在是担心自己离开军队
后遭人谋害。”“此前，朝廷加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曾
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改变主意想接受，不是想再以此为荣，
而是想让他们做我的外援，为确保安全着想。”这都是入情
入理的大实话，也体现出曹操坦荡的心胸和真我风采。一个
具有真性情、嬉笑怒骂溢于言表的人，对周围的人具有天然
的吸引力，这也是领袖魅力的源泉。相反，那些善于伪装、
深于城府的人，给人的感受则味同嚼蜡，无法对其推心置腹，
产生不了信任和归属感。曹操的人格魅力还来自于他的才华
横溢。除了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之外，曹操在文学、书法、
音乐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一个雄心勃勃、南征北战的军事家
又如此多才多艺，怎能不让天下的有识之士神往，趋之若鹜。
曹操不是道德上的完美主义者，他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他也使过很多阴谋手段，残害过正直之
士。但这不就是人性真实而复杂的一面吗？科技在进步，知
识在爆炸，世界在变化，但人的智慧和本性却亘古不易。不
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曹操，但每个人都可以从曹操身上学到一
些有用的东西。“说曹操，曹操到。”曹操是我最钦佩的人
物！



曹操读后感篇二

《三国演义》是一本经典的名著。而在《三国演义》中，有
一个由始至终都被人们认为是残暴、阴险和奸诈的人物――
曹操。

今天，我读了《曹操》这本书，我沉重地合上书本后，对这
个臭名远播、遗臭万年的人物有了全新的了解。

以往，人们说起曹操，我就会马上联想起那一位“挟天子以
令诸侯”的白脸奸臣。在《三国演义》里，人们只认识到曹
操阴险和狡诈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治国有方和才华横溢的
另一面。曹操，其实是很有本事、很有肚量的人。

试看，经过多年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受到及其严重的破坏，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于是曹操积极
推广“屯田”方针。“屯田”方针分“军屯”和“民屯”两
种。“民屯”就是召集百姓，编成组来开荒种地，屯田农民
直属国家管理，可以不服徭役，收获时只交给国家四至五成
的粮食；“军屯”就是边防将士守边种地，收获的粮食全都
上交给国家。由于曹操此举，才使中原农业很快的恢复。由
此可以看到曹操的聪明才智。

此外，曹操的知人善用也是很突出的一个优点――他打破汉
末以来宫位世袭的传统，宣布重用那些虽出身低贱但有专长
的人，所以当时自愿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也很多，形成了猛
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为他日后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另外，曹操的肚量，更是许多人所没有认识到的。他的肚量，
可以堪称“宰相肚里能撑船”。可能你会问，“宰相肚里能
撑船”这句话，能用在世称“奸雄”、生性“好忌”的曹阿
瞒身上吗？那么，你就错了。在《文和乱武》一章里，曹操
曾以一副不咎既往的态度，满腔热枕地接受了宿敌张绣的投



降。当年郡县多叛曹应吕之时，曹操曾不无得意地对手下说：
“我相信魏种肯定不会抛弃我。”话音刚落，就接到了魏种
叛变的消息。曹操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地发誓道：“除非你
有本事逃到飞头之国，断臂之乡，看我不收拾你。”随着曹
操大军的节节胜利，不多久，叛逃的魏种即被兵士绑得结结
实实，押到曹操面前。“哪能这样对待魏先生”，曹操喝退
兵士，亲自上前为魏种解开绳索，仍旧让他官复原职，就像
两人之间根本没有过节，就像自己根本没有发过
誓。――“唯其才也”，曹操这样解释道。

对我特别有启发意义的，是曹操的“任人唯贤”这一点。从
入学时定下来的班干部，一直到毕业班时，还是没有变化过。
一些组织能力差的同学仍连续几年担任班干部，而一些有工
作能力的同学却不能在班上大显身手。在这个方面，我们就
可以借鉴曹操的用人方法。

《曹操》这本书，不仅使我更全面地了解了曹操这个著名的
历史人物，而且使我增长了许多历史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
是，它对身为班干部的我来说，还提供了很多管理班级的好
方法呢！其实，我们应该学习曹操的优点，因为，曹操这个
人物，也许能使我们明白许多道理……。

曹操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看了《曹操谋杀董卓》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也知
道董卓是一个很坏的人。所以曹操就想去谋杀他。现在让我
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吧！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因为董卓很坏，经常杀人。所以让大臣们很不服，他们商议
怎样杀死董卓。曹操自告奋勇的去杀董卓谁知失败了，还被
董卓追捕。陈宫知道后就投靠了曹操。曹操到了吕伯奢家，
误会他们要捉自己。把他们一家给杀死了。陈宫知道后就自
己走了。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曹操是想杀董卓为民除害，可是没
有杀成这也不能怪他。但是我觉得曹操疑心太重了，这使他
误杀了吕伯奢一家。我觉得曹操不应该对别人起太大的疑心，
因为曹操到吕伯奢家是代表他信任吕伯奢，那就因该要相信
自己的眼光没有看错，不要对他们一家起疑心。我们要记住
一句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读了这篇故事更让我
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对。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别人这样才会有
美好的事情发生。读了这个故事突然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信
赖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只珍珠鸟，可这只鸟
却很害怕他。但小男孩坚持相信小鸟会理他，而没有坚持要
小鸟不害怕他。终于有一天小鸟终于跟他玩了起来。小男孩
就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所以说我们要信赖别人，而不是怀疑别人。同学们，你们知
道了吗？

曹操读后感篇四

读《曹操》有感今天，我读了《曹操》这本书之后，我对曹
操这个人又有了新的认识，

读《曹操》有感

。“军屯”就是边防将士守边种地，收获的粮食全都上交给
国家。曹操此举，使中原农业得以很快的恢复。

此外，曹操的知人善用也是很突出的一个优点。他打破了汉
朝以来官位世袭的传统，宣布重用那些出身低贱却有专长的
人。如张辽、徐晃等人虽然出身寒门，但有一技之长都被提
拔成大将。所以当时自愿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了
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为他日后夺取天下打下基础。



读了《曹操》这本书，不仅使我全面了解了曹操这个著名的
历史人物，而且使我增长了许多历史方面的知识。

邵东县两市镇五完小96班

曹操读后感篇五

在我眼中《卑鄙的圣人曹操》这本书堪称历史上的著作，他
的语言十分简洁，富有幽默气息，作者笔下的曹操有时阴险
狡诈实在卑鄙，有时心胸宽阔不愧为一世豪杰，有时胸怀大
略目光甚远，有时柔情仁义体恤天下众生。

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曹操，作者完全颠覆了我以前在课本
上和在电视剧中所看到、了解的曹操。

曹操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奸诈狠毒的人，他不信任任何人，
因为对自己好友吕伯奢的疑心而杀害了他的全家老小，手段
极其险恶。

虽然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有屡屡突破道德底线的时候，但
他也有大丈夫正人君子的一面，父亲曾经让他以钱换官，他
拒绝了，最终凭自己的实力考取了官名，并成为了的政治家、
思想家、军事家。

曹操读后感篇六

今天，读了《曹操》这本书后我对曹操这个人又有了新的认
识。

以往人们提起曹操，我就会联想起戏台上那一位“挟天子以
令诸候”的白脸奸臣，在这里，人们只是看到了曹操阴险，
狡诈的一面。曹操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试看，经过多
年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及其严重破坏，中原地区出现了“白
骨敝平原”的悲惨景象，于是曹操积极推广“屯田”方针。



屯田方针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就是召集老百姓
编成组来开荒种地，屯田农民直属国家管理可以不服徭役，
收货时只交给国家四至五成粮食；“军屯”就是由边防将士
守边种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给国家，曹操此举使中原农
业得以很快的恢复。

此外曹操的军事才能也是极其突出的，在战争中他常能以人
之长补己之短，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创造了许多
以少胜多，以弱势胜强势的辉煌战例。如官渡之战中袁绍想
用十万大军直攻曹操腹地许昌，曹操立刻与谋臣商议，最后
以袁绍优柔寡断，内部意见不统一这一弱点，大败袁绍平定
了北平。

通过读曹操这本书，我能更能加倍的了解了历史故事，也对
我今后的学习有许多帮助。

曹操读后感篇七

曹操（公元1―2），字孟德，小字阿瞒，安徽亳州人。东汉
末年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
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

曹操是中国百姓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对他
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称其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
臣贼子。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是一个乱世英雄，
他也有他的缺点和历史局限，比如诡诈多疑、心狠手辣，好
战嗜杀等等。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他的才华和功绩，他雄才
大略，统一北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知人善任，才华横
溢，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

《曹操的启示》这本书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曹操的一生进行剖
析，在大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笔者从书中选取曹操
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几事情进行分析，从而让曹操的形象更加
清晰，让人回味无穷。



胸怀理想，目标坚定。公元174年，曹操20岁，任洛阳北部尉，
按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洛阳市北区公安局长。新领导上任，
就下了一份政治宣言“划清界限，树立威信”曹操走的就是
这个路线。当时洛阳作为国家的首都，地方豪强和乡村恶霸
都因为在朝廷有靠，所以都不怎么把王法放在眼里，曹操一
心想整顿治安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以在衙门口摆了两排五
色大棒。专门用惩治违反禁令的人，不管对方后台有多硬，
只要违法照打不误！这其中就打死了一个曹操父亲曹嵩的朋
友，曹嵩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如此鲁莽，竟然把自己圈子里
的人给打死了。曹嵩想的是小圈子，是个人私利，而曹操想
的是远大的政治抱负，不被小圈子利益所束缚。做大事，必
须要有大算盘，放下小算盘。只有大算盘，没有小算盘，是
伟人；只有小算盘，没有大算盘，是庸人；为了大算盘，放
下小算盘，是高人。能教育人人都放下小算盘的，那是圣人。

真才实学，活学会用。曹操当年辞官归乡的时候，有过一段
闭门读书的经历，他在学习方面下过不少功夫。“拜议郎，
常拖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
猎，以自误。曹操读书，不关读书上的内容，同时对字进行
评判和分析，形成自己的思想逻辑体系，这一点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曹操把自己对兵书战策的
学习成果整理成著作，直到今天仍是兵法经典，如《孙子略
解》，《兵书摘要》，《兵法》等等。不过这两点不足以帮
助曹操很快的提升，只能说明他在知识上进步了，理论功底
扎实了。但是他不是一个死学书本的人，他喜欢尝试、探索，
喜欢冒险，把知识和直接的体验及间接的经验相结合，让知
识活起，把知识点和生动的场景、人物、故事，特别是亲身
体验相结合。

集思广益，尊重事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人一旦遭
受了挫折和失败，最大的麻烦就是陷入自责和悔恨，无法从
痛苦的情绪中走出。其实，高人从都不是从不犯错误的人，
而是出错之后保持清醒，能用高明方法补救的人，痛失兖州
是曹操事业早期的一次重大挫折，但这样的经历也教会了他



很多，他放下架子，充分尊重事实，并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
在重新夺回兖州的过程中，他听取了两次建议，分别让他躲
过了袁绍的阴谋诡计，以及在攻打徐州和兖州的选择上做出
了正确的决定。

广纳贤才，惜才爱贤。”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
下归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佳宾，鼓瑟吹笙“这
些声情并茂的字，表达了曹操对贤能人才的爱慕和思恋之情。
同时，在对待可用之人的态度上，曹操也是做得游刃有余，
让人折服。他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军事进攻创造条，
政治招抚打开局面。"凡是能够归顺的，一律接纳，并且既往
不咎，封官封爵。例如张辽，曹操大破吕布之后受到了张辽
的辱骂，曹操不仅没有杀张辽，反而‘亲解其缚，解衣衣之，
延之上坐’，张辽感动不已，愿意归曹，并成为了一员大将，
官至征东将军，受命拥重兵坐镇东南，从而成就了张辽小儿
闻名夜不敢哭之威名。

曹操的一生是真实的一生，也是精彩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从
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人物的奋斗史，也是一个飞鹰走马的不
良少年成长为雄才大略的管理者的个人发展史。从曹操身上，
我们发现很多，了解很多，学会很多，这些经验都是我们宝
贵的财富，我们应该把这些运用到实践中去，去追寻和创造
我们个人以及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曹操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读了《曹操》这本书以后，对我们这位曾经权倾一
方的盖世霸主曹操这个历史性风云人物又有了新的认识。

以往人们一提起曹操，就会联想到戏台那位“挟天子以令诸
侯”的白脸奸臣，在这里，人们只是看到了曹操性格阴险，
狡诈的一面，而却未看到他治国有方的另一面。其实曹操这
个人是个很有本事，很有谋略的一个人。



我们试看，春秋战国经过多年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其严
重的破坏，中原大地出现了“白骨蔽平原”的这种悲惨的景
象。于是曹操积极改革推广“屯田”的这种方针。屯田方针
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就是召集普通老百姓，编成小组
来开荒种地，种出来的粮食一部分留给自己一部分上交国家；
军屯就是边防将士一边守边疆一边种地所收获的.粮食全部都
上交到国家。这就是曹操推行的田地的改革方法。

这两种方法的实施有效的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有效的增强
了国家的综合国力长治久安的这种局面。就这一例子，就足
可以证明曹操是个很有管理能力很有谋略一代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