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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有感(优秀8篇)

通过读后感，我进一步拓宽了阅读的视野，提升了自己的文
学素养。在写读后感时，要注重细节的描写和分析，通过具
体的事例和描述来展现对书籍的理解和感悟。在阅读《红楼
梦》这本书后，我思考了人性的复杂和虚妄的现实，也让我
懂得了珍惜眼前的美好。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一

《三国演义》是我在四年级上期的寒假开始看的，直到四年
级下期的暑假我才看完。这本书的作者是罗贯中，他用他手
中的笔勾画了东汉末年一个个身在乱世的英雄人物。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东汉末年战乱发生，分成了魏、蜀、吴
三个国家，继而浮现出了许多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努力奋
斗的英雄。由于三个国家在这一百多年的三国历史中战争发
生的极为频繁，导致许多英雄在战争中倒下，而继承这些英
雄未尽事业的后辈却越来越无能，最后三国还是被魏国的皇
帝司马氏统一了，并改成晋国。

看完了《三国演义》，里面我最喜欢的人是赵云和诸葛亮。
赵云的武器是长枪，另外在长坂坡之战时得到了一把削铁如
泥的青钢剑。赵云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对蜀国的皇帝刘备忠
心耿耿，在长坂坡时为了不让曹操军追上刘备，赵云一人独
挡几十万大军，并且把刘备的儿子刘禅救了回去。诸葛亮每
时每刻都拿着他的扇子，显得有几分神秘，他是蜀国里最聪
明的人，草船借箭、借东风、七摛孟获、空城计、木牛流马
等就足已证明这一点。

《三国演义》中我最喜欢的情节是长坂坡之战。长坂坡的不
远处就是一条河，关羽和刘琦已经备好船在等刘备了，但身



后却是几十万曹军。赵云一人挡住了全部军队，还救出了阿
斗，夺得了青钢剑。在杀了五十多名比较有名的战将后回马
朝当阳桥骑去，只见张飞已经在桥头等着了，张飞让赵云过
去后，大吼了一声，吓得几十万曹军没有一个人敢冲上去，
反而后退了几步。张飞又连续吼了几声，曹军转头就跑。张
飞命令将士们把桥拆了，就追刘备去了。

关于三国的人和情节实在是太多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
了。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三国演义》的书喔!我还是用
一首歌来结尾吧:“不是英雄，不谈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
不懂寂寞。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啰嗦，一
心要拿荆州。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摸。东汉末年分三国，
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
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挠挠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
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
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话题都让我有深刻的思考，但是，
让我感触最多的就是比较符合现在人们生活气息的话题——
职场、人脉。

东吴孙权则更善于用人，为了抗击曹操、夺取荆州，可以用
诈让自己的妹妹去嫁给刘备，这样孙刘联军可以更好的抗击
曹操。但没想到，因为国太心疼自己的女儿，假戏真做，刘
备真成了孙仁(孙尚香)的夫君。这也可以间接地看出，父母
都是疼爱自己的孩子，许多孩子却不领情，套用一句广告
语“过年回家，别成为父母永远的等待”。而孙权相对于刘
备而言，更不容易在于，父兄已经打下一大片江山，守住这
片江山自然比打江山难。

《三国》在人脉方面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一个人好比就是



一个零散的点，当你和你的朋友聚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圆
圈，而一个圆圈的力量、范围一个零散的点。当然，这个圆
圈也不是那么牢不可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所以，
当圆圈出现一点小空白、小漏洞时，你就必须要想尽办法去
弥补，如果你善于动用人才，你也可以借助你的朋友去完成
弥补的工作。

其实，我也曾在此方面吃过亏，有一次我和我的死党因为分
数的问题闹了一点小矛盾，我也没有在意，一直在等着她先
向我认错，可是，一个学期过去了，我们中间的隔阂越来越
大，最后，昔日的亲密无间的好友差点成了仇人。当时，我
就用尽办法补救，对于我来说，结局总是美好的，我们终于
有回到那个亲密无间的时代。

而在人脉中，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技巧。《三国》中也曾很
好的体现，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贤人举荐同样富有才华的人才，
而一国之主都会为了国家的前途欣然接受，正是因为有了他
们，国家逐渐富强、打下更多的江山。如果用圆圈来解释的
话，就是这个圆圈中可能在某一方面无法帮助你，而你的朋
友的圈子却有众多专业人才，那你就可以通过你的朋友，把
他的圈子发展成你的。你可能会说，这么多朋友你能顾上来
吗?实际上，只要你能尽力帮助他们的就帮助，这样，你的人
脉网络就永远不会用除法，只会用乘法。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二

最近我看了《三国演义》，感受颇深。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三国演义》主
要写了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从时局动乱、军阀纷争中崛
起，一直到最后被西晋所灭的历史故事。

在《三国演义》的所有人物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身长七尺、
细眼长髯的“三绝”中的“奸绝”，沛国谯郡人曹操。



操小时候游手好闲，他叔父见了极为神奇，告知曹父操嵩。
嵩便训操，操恨叔父。

一天，操戏与庭院，叔父过之，操作中风状，叔父忙禀嵩。
嵩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现已愈?”操
曰：“吾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诬陷吾!”嵩信其言。
后凡叔父言操过，嵩概不听。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过往拜之，问曰：“吾何如其
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也。”操闻言大喜。

操因生逢乱世，成了奸雄，可爱的奸雄。操性格开朗、大方，
识人才，谨慎。

吾身边有一位“操”也!

那天，我和她一起回家。一个人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好像
是没有看见我们一样，径直把水泼了过来。我闪开了，但她
却成了落汤鸡!

我正准备冲上去质问一番，却发现自己的手被她给抓住了!她
冲我摇了摇头，粲然一笑：“算了吧，她不一定是存心的!就
放了她吧!”“好吧!既然你这个当事人发话了，那，就算了
吧!”我把她往回家的路上推，“快回家换衣服啦!小心感冒
了!”

她，就是我的、有菩萨般心肠的好邻居，沈新月!

我要向二“操”学习!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三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在三国时期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有三个



实力最为强大，分别是魏，蜀，吴。

读了《三国演义》这本名着使我受益匪浅。这本书的作者是
罗贯中，讲述了在三国时期发生的事，里面塑造了许多有血
有肉的英雄人物。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在三国时期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有三个
实力最为强大，分别是魏，蜀，吴。他们三国都有着深仇大
恨。经常发动战争，争夺城池，谁也不让谁。

其中有忠勇双全的关羽，忠厚老实的刘备，老奸巨猾的曹操。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神机妙算诸葛亮。周瑜十分妒忌诸
葛亮的才干。一天周瑜在商议军事时提出让诸葛亮赶制十万
支箭。诸葛亮答应三天造好，立下了军令状。诸葛亮事后请
鲁肃帮他借船、军士和草把子。第三天四更时，诸葛亮请鲁
肃一起去取箭。这时，大雾漫天，对面看不清人。诸葛亮便
下令让军士擂鼓呐喊。曹操叫弓弩手朝来船射箭。船两边的
草把子都插满了箭。诸葛亮下令回师，这时曹操想追也来不
及了。十万支箭“借”到了手。周瑜得知借箭的经过后自叹
不如。

接着说曹操，他在山国中被称为奸臣。他最重情义，最喜欢
收纳些有才华有武艺的人。虽然刘备是他的瓮中之鳖，但却
没有杀，可见他的大度。和周瑜的目光短浅，气量狭小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读完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做人要心胸开阔，做事要顾全大局，
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成为国家的栋梁。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四

我读了小说《三国演义》，读了一遍。我和爸爸一起看了
《三国演义》动画片，看了好多遍。这里，我就要说说我喜



欢的人物和我不喜欢的人物。我每个说5个吧。

我喜欢赵云，因为他一个人能打过十万大军。还有马超，因
为他英勇无比。还有刘备，因为他有很多大将。还有关羽，
因为他很勇敢。还有张飞，因为他拿自己的短处比别人的长
处。

我不喜欢的有吕布，因为他杀了自己的两个干爹。还有姜维，
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大事完成不了任务，就自杀了。
还有张飞，很喜欢喝酒，但喝完就打士兵。还有刘备，因为
他只管自己的人，不管别人的'人。还有关羽，因为他瞧不起
别人。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五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编写的一本书，很多人都很喜欢，可
既然是小说，那么内容必定有所改编，可能少数内容与历史
不符合。比如说对曹操个人才德的完全否认，比如说对诸葛
亮的略神化，都是不合历史的。不过其中的英雄也是另人敬
佩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共饮，曹操问：
刘兄你觉得这世间谁才是英雄?刘备将孙权等人一一说来，曹
操都说不是，然后曹又言：今英雄你我二人也。桃园三结义
刘、关、张三人生死之交。三顾茅芦的求才之诚心，诸葛的
忠君，死而后己。周瑜的聪明才智却因无历练而被气的吐血。

三国人物丰富多彩，为谋天下不惜对兄弟下手，身在乱世非
有一能而不可活。易中天认为关羽能独挡一面是个人才，他
认为曹操有才，也很温柔，待丁夫人很好。但历史总是由胜
利者写下的，曹操有才也只能被人评为奸臣，戏台之上也是
个白脸。对于三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三国演义》
就是罗贯中对三国的看法，易中天品三国，那便是易中天先
生对三国的看法。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六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
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
写的，但是不像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
《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
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
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
是这样。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
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
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
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
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
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
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
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
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
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
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
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诸葛亮被神
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
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
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



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
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
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
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
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
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受
《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
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
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丑
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
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
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
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
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如，写张飞，第
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郃的战例进行
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
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
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
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
文学手法。《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
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
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
的。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
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
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四、封建与王道

《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
思想——王道与仁政。《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
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
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
“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
尽笔力，大肆渲染。

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
锐、处事比较有胆识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然而，他之所
以具有这些优势，就是因为它重视实践。如，在曹操攻占荆
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
操必败，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敌我双方的优
势和弱点作了比较的缘故。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空城计”，
就是因为他对敌我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料知司马懿了解自己
“生平谨慎，必不弄险”，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
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然
而，在更多的章节中，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
的人物。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七

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在三国之中，有追梦者有手足之情。

“丞相祠堂何处寻?”我仿佛听见了千百年前杜甫的一声叹问。
情不自禁地，我拿起了《三国演义》这部记录了三国兴衰的
小说。看罗贯中笔下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读那天下三分的
故事，写下我千万分之一的感慨。

《三国演义》以时间为顺序，交错叙述魏蜀吴三国形成的历



史，我见刘关张桃园结义，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董
吕二人被司徒王允一招美人计所消灭。曹刘煮酒论英雄，张
飞怒鞭督邮，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更是展现了他们的鲜明性格。
而刘备三顾茅庐得卧龙，自此天下三分有其名。

毛宗岗：“《三国演义》有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关羽
的”义绝“，孔明的”智绝“。”虽然我为孔明的才智折服，
为关羽的重义吸引，但我更欣赏的是曹操这个千古奸雄，他
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显乱世中的智慧;他费尽心机笼络关羽，
更显奸诈，却不同于董卓之流的小人之奸;他礼贤下士，求贤
若渴，更显雄才伟略。但他也更接近世俗，他曾言”宁教我
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这样狭隘的话语。但在我看
来，这样的他，更接近普通人，不似”刘备之德近乎伪，孔
明之智近乎妖“。

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在三国之中，有追梦者有手足之情。不
论是曹操抑或是贩履织席为业的刘备，都有统一天下的雄韬
伟略，他们都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乱世之中，去追
寻自己的理想。刘关张在桃园结义，自此肝胆相照，祸福与
共，相互扶持。

这样有情有梦的三国，有怎会不令人感动呢?

曹刘孙三人统一天下的梦想在当时被称为雄才伟略，而现今，
有人说要当为梦想却会被众人耻笑为痴心妄想。何解?少年之
志不复哉!老骥伏枥尚有千里之志，何以少年不再有凌云之
志?时势所造，年少不复英雄哉!

为成就梦想，曹操求贤若渴，刘备三顾茅庐，而21世纪的大
学生却向“床协”求助。在这个时代里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心
灵的沉淀而非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慵懒。

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个说出来会被
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



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的作文水平都能有
更大的提高！

三国演义读书有感篇八

一卷在手，获益匪浅。今年暑假，时间充裕，我认真拜读了
许许多多的好书。其中，使我倍受启迪、心胸激荡、久未平
静的一本古典名著，当然非《三国演义》莫属了!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国古代长篇
历史章回小说，是元末明初罗贯中耗费毕生心血写成的。该
书以史为据，以儒家思想为本，强调“忠义”，描写了魏、
蜀、吴三国从东汉末年纷繁浩荡的战争中崛起，到最后被晋
国统一的一百余年历史中发生的故事。书中刻画了近二百个
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各具个性。有神机妙算、鞠躬
尽瘁的诸葛亮，有求贤若渴、胸怀大志的刘备，有义重如山、
武功高强的关羽，有粗鲁冲动、英勇无畏的张飞……好一幅
浓墨渲染、精彩纷呈的古代历史人物画卷!

在这些形形色色、个性彰显的人物中，我最喜欢、最敬佩的，
还是蜀汉的领导人刘备。他身上有许多闪光处，我喜欢他，
并不只是喜欢他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雄才大略，还有他一
心为汉、爱民仁慈的胸怀，以及屡战屡败、持之以恒的顽强
精神!

时光消逝，不觉千载。无论社会怎样演变，怎样发展，刘备
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最要学习的，是他执着梦想、不懈
努力的精神，因为这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动力源
泉!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好书亿万，更需读此本。《三国演义》
真是一本流传广泛、百读不厌、给人启迪的经典好书啊!



最近我读了一本名著，它就是——《三国演义》，中国四大
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
名著。

其中我被“白门楼吕奉先殒命”这个故事吸引了，特别是后
面写“曹操号令三军：践踏麦田者斩。不料自己的坐骑受惊
窜入麦田，糟蹋了一大块麦田。曹操想拔剑自刎。众将规劝，
他便用割发代替自杀。将士们看到曹操如此守法，没有一个
不遵守军法的。”看到这里我突然很佩服曹操。

因为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而在这个故事中他
却又是这么的遵纪守法，从此它改变了我。

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假期里，早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今天
你能完成作业，妈妈就带你去玩五天。”“不用啦，我今天
早上就能完成。”我仰起头得意的说，“因为我就还差预习
了”“哇!这么快呀!真棒!”妈妈说道，妈妈再三叮嘱，写完
才能玩，我答应后，妈妈安心的去上班了。

写着，写着，我抬头看了看时间，“哇，已经11点了呀!”我
说着站起来伸了伸懒腰，突然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爸爸
妈妈去上班了，奶奶带弟弟去玩了，爷爷带妈妈去公园玩了，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不如玩一会儿电脑吧!突然妈妈说的话
提醒了我，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写作业。

我写完了，妈妈也回来了，看见我写完了作业，表扬了我，
还说要带我去看电影呢。

我做到了诚信，所以我很高兴。

我原来不喜欢读书，但《三国演义》让我喜欢上了读书，让
我知道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三国演义》是中国
古代第一步章回体长篇小说，是古典文学名著之一，更是历
史演义小说的经典文作，数百年来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原



著描写了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
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以蜀汉兴亡为主线，
塑造了智谋惊人的诸葛亮，义气深重的关羽，勇猛粗鲁的张
飞，狡猾奸诈的曹操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传播
之广，影响之深，为中国小说之最。

小说对三国的描述是这样的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恼
骚。纷纷世事无穷尽，无数茫茫不可逃。这是对三国的描写。

通读三国让我知道了，吕布手拿方天画戟，身跨赤兔马，英
勇无比。董卓为人非常残暴，解雇让人将刘辩毒死，还放纵
士兵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张飞身高八尺，黑年大胡子。刘
备是汉朝远支，性情温顺，喜欢结交天下豪杰，与公孙瓒等
人是至交好友。关羽身高九尺，胸前长须飘飘，年色像红枣
一样。三国中成大事者必须不拘小节，胸怀天下，义薄云天，
为常人所不能。

今天，我又看了一遍《三国演义》，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合上
这本书了。

我对三国人物中大智大贤的化身——诸葛亮敬佩得五体投地，
有人说诸葛亮是教人学得老谋深算的，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诸葛孔明神机妙算，是智慧的化身。

看完整本书，你会觉得小说重点描写蜀汉，可是到了最后，
蜀汉却打出了白旗，如此没劲的故事，还有什么艺术可言，
可我却不是这么认为，恰恰是这一种“撕碎的艺术”让悲惨
的结尾比大团结更加耐人寻味。

《三国演义》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不能因小失大，
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本来蜀汉兵多将广，粮食充足，文有
卧龙、凤雏，但却因为东吴杀了关羽和张飞，而一举率七十
五万大军进攻，那一仗，被陆逊烧的片甲不留，蜀汉就从此
走了下坡路。



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忍”，毕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
一步海阔天空”嘛!

生活中有许多书令人受益，或令人如痴如醉，或令人大饱口
福，或令人浮想联翩。但令我最难忘的好伙伴是《三国演
义》。《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 篇章回小说，是历
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
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国演义》故事中我感受最难忘的是“火烧赤壁”，在看到
“火烧赤壁”这一章时，就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生活中，
我就像曹操一样，中了“连环计”，记得那一次，我去买菜，
本想挑便宜买个大西瓜，结果回家后才发现西瓜虽大又便宜，
但是不甜。我当时就后悔了，后悔中了老板的“连环计”啊!

当我又看到“草船借箭”，文中讲述了他三天造十万支箭的
事。我觉得我们生活中，要放聪明点，虽说到不了诸葛亮的
聪明程度，但也要机智变通。生活也是这样，当时我在算一
道数学题，用一种方法不行，就变换另一种方法，换一种思
路想问题。果然，我很快地算出了答案。看到文中第十八回，
周瑜气的不行，既赔了夫人又折兵，当时，我突然有些感悟：
这一章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轻易地下决定，要考虑周全
后才能做行动。

《三国演义》的故事令我浮想联翩，使我更加快乐。我不但
学习到了文化知识，而且也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爱我
的好伙伴——《三国演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