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 诸葛亮读后
感(模板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一

诸葛亮小时候聪明好学。

他在一位先生的学堂中上学，先生养了一只鸡以鸡打鸣上课
下课，诸葛亮很喜欢听先生讲书，特别是春秋战国、乐毅、
孙子兵法的故事，可是正听到兴头上先生就宣布下课，这让
诸葛亮十分的扫兴。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上学时在口袋中装满了大米，当鸡
快叫时他便偷偷向窗外撒米，鸡吃米便忘了打鸣，等鸡一叫
大家都饿了，在一次撒米时被先生看见了先生一气之下把他
赶出了学堂。

先生回想起诸葛亮平时的表现很，好便叫人把诸葛亮叫了回
来，此后诸葛亮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智谋的，有时
可用，有时不可用聪明要有在正道上。

从此他更尊敬先生了常下河摸鱼给先生滋补身体。

我知道了聪明要用在正道上，而且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智谋。

读《诸葛亮少年时代的故事》有感



《诸葛亮少年时代的故事》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诸葛亮
小时候为了多听先生讲课就把米撒给打鸣的鸡吃，鸡就不打
鸣，先生就不能按时下课。这件事被先生发现后，诸葛亮挨
了一顿批评。经过这件事后，诸葛亮明白了聪明要用在正地
方的道理。

我也经历过和诸葛亮类似的事情。记得有一次，爸爸从外地
给我带回来一条用珠子做的手链。它用好几种颜色的珠子做
成，十分漂亮。我像爱护珍宝一样爱护它。一天，我又把手
链从盒子里拿出来把玩，一会儿把它戴在手上，一会儿又用
双手把它撑大，就这样不停的弄来弄去，最后手链就断了，
珠子哗一下撒的满地都是，那一刻我快要哭出来了，但我强
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并以最快的速度把地上的珠子捡了
起来放到盒子里。这时妈妈走进来了，问道：爸爸给你买的
手链呢？把它戴出来给我们欣赏一下吧。”我这时已经急得
满头大汗，心里异常得紧张、害怕，说话吱吱唔唔地，心想
要是被妈妈发现了可怎么办呀？！妈妈见我的表情很是奇怪，
就又问怎么了。我说：“我 我把手链 借给对门的张静
了。”妈妈说道：不可能吧？她们家一大早就都出去了，我
刚打电话家里还没有人接呢。”我知道我的谎言快被揭穿了，
于是我把真相告诉了妈妈。但妈妈并没有责备我。我的心情
慢慢的平静、轻松了下来，头也不冒冷汗了。后来妈妈从柜
子里找来一条细细的绳子，叫来和她一起把珠子穿上。穿完
后我把它打了个结，这样我就又有一条和原来一样漂亮的手
链了！

读完《诸葛亮少年时代的故事》这篇文章我就想起自己的这
件往事。我明白了和诸葛亮一样的道理：遇到困难时应该多
想一想办法，把聪明用在正地方，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二

“乱石穿空，惊涛怕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
豪杰”《三国演义》中，再现了无数英雄在战场上临危不惧，



通往直前的形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

论诸葛亮，必先提到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刘备们一行听
说有个叫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就请诸葛亮出山帮他统天下。
刘备两次请诸葛亮都未请到，刘备第三次请诸葛亮时，终于
如愿以偿。自从诸葛亮加入了刘备集团，刘备集团的势力越
来越大。诸葛亮的计谋屡屡成功，成为刘备手下一股强大的
力量。

有的人拿诸葛亮当神仙，这是个大错。世上没有神仙，诸葛
亮也是人。他为什么能在战役中屡屡获胜?这靠的是学问。当
然，诸葛亮用的最多是心理学。在草船借箭中，诸葛亮识周
瑜的诡计，什么?嫉妒。他知道如果不答应，周瑜会另想出计
谋陷害他。他也了解曹操深信多疑，所以在大雾天行船靠近
曹军水寨，结果曹操损失了十多支箭，让周瑜自叹不如。诸
葛亮识人心的准确，他的计谋邓得了成功，既然周瑜心服口
服，又为刘孙联军增加了十万多支箭，真是两全其美!

“空城计”这个策略家喻户晓，诸葛亮因城中空虚，司马懿
大军趁机来攻打西城，诸葛亮急中生智，让剩余官兵先躲在
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则坐在城楼上，一边弹琴一边悠闲自
在，城楼下自有二三十名百姓低头扫地。司马懿大军来时，
看此情景，司马懿觉得不对劲，赶紧收兵回去，就这样，他
不花一兵一卒就保住了西城。其中，诸葛亮这次计谋像一次
生死赌博，他在弹琴时也害怕和紧张，但都忍住了。这种为
了国家的利益而不畏牺牲的谋士，才能称得上是“忠”。司
马懿再能斗，也敌不过诸葛亮的计谋，若不是诸葛亮去世，
三周必定归蜀了。

诸葛亮最终死于五丈原，他旧病复发，吐血不止。他
说：“如果七日之内主灯不灭，我寿可增加十二年，如灯灭，
我必死矣。”可到了六夜，只见魏延禀告，并把主灯灭了，
诸葛亮无奈，把自编的著书与一些计谋给了他最信任的人。
传授之后，于建兴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去世。后人评价他说：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死的可悲啊!苦不是他早先去世，
三国就归蜀了!

诸葛亮，他神机妙算，识人心，知天文，晓地理，他的智慧
一直知古流传!我虽比不上他的智慧，但敬仰他诸葛孔明!在
学习中也要像他那样，遇到困难时，冷静思考，多读多分析，
这样一定能解开困难!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三

根本的原因就是把名和利看得太重，始终放不下名和利。当
你得不到的时候就烦恼，就生病，有的时候还会走极端，走
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如偷盗抢劫等，就是把金钱看得太重，
当通过合法劳动得不到的时候，就想用非法的手段。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开导自己，我们不能改变现状，我们可以
改变自己的态度。金钱是身外的，荣誉是过去的，地位是暂
时的，只有身体是自己的。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
如果我们把名和利看得淡一点，把健康快乐作为我们的'最高
追求，这样我们不就想开了吗？我们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
而是精神上的，我们追求的层次不就更高了吗？进而对工作
中的名和利看得更开，不被其所困、所扰、所累。这样就会
提高我们的生活境界、生活质量，我们就会得到健康快乐的
人生。

只有淡泊名利，才能有更高的志向，把人们的共同的快乐和
幸福作为个人个追求的目标，就会有持久的快乐。只有静下
心来认真的思考，才能对事物的规律有更清楚地认识，才能
对人生有更深的领悟，才能在努力奉献的过程中少犯错误。
心浮气躁，不能静下心来，是不会真正地认识世界，也不会
真正地领悟人生。因此，只有淡泊才能明志，只有宁静才能
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的《诫子书》虽然短短八十六字，但阐述的却是敬业



奉献、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读来发人深省。是
诸葛亮对其一生的总结。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
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言中。通过这些智
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
达得如此深切。

它不但对古人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现在的育人工
作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四

寒假里，我重读了《三国演义》我对“诸葛亮三气周瑜”的
故事印象深刻。

周瑜和诸葛亮约定，要是周瑜夺南郡失败，诸葛亮才可以去
攻打南郡。周瑜在第一次战争中受伤，曹军被击退。诸葛亮
趁机夺取南郡。这样一来，诸葛亮既没有失约，又抢到了地
盘。周瑜被气得摔下马来。第二次，周瑜本来设计，假装将
自己的夫人许配给刘备，不料中了诸葛亮的计，竟“赔了夫
人又折兵。”周瑜气得金疮迸裂，倒在船上。第三次，周瑜
被诸葛亮打败，而刘备、诸葛亮等人却在山上饮酒取乐。周
瑜心中郁闷，旧疾复发，活活气死，发出千古名言：“既生
瑜，何生亮？”

周瑜为什么会被诸葛气死？因为周瑜心胸狭窄，肚量小。

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很多小茅盾，是像周瑜那样生闷气呢，
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我想到的问题。

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翻了同学的铅笔盒，他看见了，大怒，
那是他最喜欢的铅笔盒呀！他发誓再也不和我玩儿了！我也
怒气冲冲，我明明已经道过歉了，我又不是故意的。只是打
翻一个铅笔盒，捡起来不就得了，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两
个小鸡肚肠的人，友谊就此破裂了。



这样的小事，我和姐姐之间就更多了！我们俩常常因为争东
西而弄得“你死我活”。有一次，我俩因为最后一块蛋糕
而“大开杀戒”。最后蛋糕被糟蹋了，我和姐姐“两败俱
伤”。我不禁叹道：“既生姐，何生妹！”

当我读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后，我打算改变我自己。这一
次，姐姐跑过来，故意气我：“呦！小钰，你怎么又变丑了！
真是一点都不像我呢！”她眨巴眨巴眼睛：“你难道是基因
突变了吗？”我不理她，我可不要做周瑜那样心胸狭窄的人！
姐姐见我不反驳，就无趣地走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你拥有多
大的度量，你的世界就有多宽广。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五

大家都知道周瑜有多么记恨诸葛亮！整本书全部围绕着周瑜
嫉妒诸葛亮来写。

比如:诸葛亮造出了飞鸡，周瑜就要争着造飞鸭；周瑜发明了
换血法，就要给诸葛亮换笨血；周瑜每天想象着诸葛亮的无
数种死法，来维持生命……但诸葛亮是很聪明的，他的神机
妙算躲过了周瑜的各种圈套。而这本书刻画了智慧、料事如
神、神机妙算、胆大心细的诸葛亮，善良能干、尊重人才的
刘备，小肚鸡肠、马虎的周瑜，勇敢的张飞，诚实的鲁肃，
厉害的魔法师于吉，会写诗的曹操，身体健壮的典韦，幽默
的蒋干和神医华佗等这些经典的主人公。语言也特别幽默，
深受大众喜爱。

我记得我在看《三国演义》时最佩服的就是诸葛亮！和诸葛
亮有关的我记的特别清楚，包括周瑜和诸葛亮做对。周瑜死
前那声：“既生瑜，何生亮！”不仅透露了周瑜对诸葛亮的
嫉妒，也表出了诸葛亮的智慧是无人能比的。



我经常像张飞一样:马马虎虎。上低年级时，我厌烦透了作业！
回到家连书包都不想碰，我就草草地应付了作业，根本没想
后果。然而后果就是:作业撕了，重写！从那以后，我可再也
不敢应付作业了。

这本书根据《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来“再次改编”让我
重新认识了三国！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六

有很多人包括学者也好读者也罢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蜀
国本来就弱小，无论是民力还是军力都不占优势而且是占着
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应该学孙权，退守保国是上策，何必劳民
伤财的连年北伐，完全是在自取灭亡吗！

其实我觉得并不尽然，为什么会选择坚持北伐，因为刘备在
猇亭大败蜀汉内部面临着各种动荡，内部矛盾重重，留给诸
葛亮的是一个烂摊子，荆州人士和益州人士之间的'派系争斗
该用谁不该用谁，会不会激化内部矛盾，这都是当时诸葛亮
考虑的问题，诸葛亮当时可能想我本就弱小如若不思进取很
有可能就会让魏吴两国吞并，不如我先发起进攻以攻代守，
这样既可以让两国既不敢轻视我国又可以将矛头一致对外，
既可以化解一定的内部矛盾，又秉承了刘备兴复汉室的遗志。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七

《弟子规》有云：“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
是也。

诸葛亮辅佐刘禅时期，南王孟获起兵十万造反，诸葛亮亲自
率兵前去征讨。军队前进时，马谡来慰劳军队，对诸葛亮说：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但愿丞相这
次南征真正的战略目标，在于使他们内心归顺。”



诸葛亮派魏延、赵子龙，第一次生擒孟获。诸葛亮设宴款待
他，接着审问孟获：“如今你服不服?”

“不服!丞相靠山路狭窄，一举把我擒获，我回去一定要和你
一决雌雄!”孟获斩钉截铁、理直气壮地回答。于是诸葛亮放
孟获于山中。

第二、三次，诸葛亮生擒孟获，孟获皆不服。

第四次，诸葛亮当作大发雷霆的样子，命手下人道：“给我
拖出去斩了!”

孟获脸上毫无惧色：“若丞相今日放我回去，我定报四纵之
雪恨也!”诸葛亮见他还是不服，又放了孟获。

第五次，被自家洞主杨锋擒获，但他依旧不心服口服，高高
昂起头：“这是被自家洞主擒获的，非丞相之功也!”

直到了第七次，诸葛亮在盘蛇谷内用大火烧死了兀突骨与三
万藤甲军，孟获以为诸葛亮必死无疑。道盘蛇谷，火光四起，
臭气熏天，方知中计，被诸葛亮满门擒获。诸葛亮派使臣于
孟获帐中：“我们丞相还想放你回去，特派我来告知你。”

孟获滚下热泪：“七擒七纵，古今未之有也，我今日必服
也!”

孟获和一家老小匍匐于诸葛亮脚下：“丞相，我今日必服
也!”

诸葛亮问：“你真的服了吗?”

“丞相之大恩大德，世代皆不忘也。”孟获拍了拍自己的胸
脯。

于是，诸葛亮封孟获永为南人洞主，直到诸葛亮道沪水时孟



获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武力压服别人，用自己的智慧
和诚意打动别人，让别人心服口服才是明智之举。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八

今天，我有幸看了《诸葛亮教子》这一篇文章，真让我可谓
是受益颇丰。

诸葛亮自己的儿子诸葛瞻，年八岁就聪慧外露，这岂不是一
件大好事?但诸葛亮的考虑要比我们平常人要深远的多，他不
仅不这样认为，还觉得自己儿子聪明外露太早，会很容易就
自满自足，从而成不了大器。他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有远大的
抱负。

怎样能有远大的抱负呢?然后，诸葛亮就给了两个字——一个是
“静”，另一个就是“俭”，他曾这样说：“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人要有才，就必须刻苦，要学习，
要有志气，还要心静，心不静，就不能专心治学。生活太过
富裕，只顾享乐，容易分散精力，难以立大志，生活俭了，
才有养德的.条件。

他还说：“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啬。”不要去想
一时的得失，不贪图生活上的享受，广交师友，不与别人去
计较恩恩怨怨，做到了之后，即使一时不成功，那失败的也
有理由。

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明确志向;不安定清静就无法实现远
大的理想，这些话是多么富有哲理啊!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九

如果说中国古代能够一口气就能说上名字的人我觉得诸葛亮



就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读了陈寿的《三国志》正好看到了
《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先祖在汉朝时虽然也是小官，但是家境其实还不错
的，到了诸葛亮时期，家道中落，小时候他就岁父亲从琅琊
搬到南阳，在南阳种地，他非常喜欢《梁父吟》，并且常常
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的人都不相信，只有博陵崔州
平、颍川徐庶和诸葛亮关系好，相信诸葛亮很有才华。

当时刘备非常器重徐庶，徐庶告诉刘备，诸葛亮是一个很有
才华的人。刘备听了之后想要去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
拒绝多次后终于答应了刘备。在出山前诸葛亮向刘备分析了
天下大势。诸葛认为天下诸侯只有曹操和孙权需要注意，于
是向向刘备提出连孙抗曹的策略。刘备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这时张飞和关羽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刘备对他们说：“我拥
有诸葛先生，就像鱼拥有水一样”。

当时曹操率百万大军南下，想要统一天下，孙权本来想投降。
诸葛亮接受刘备的派遣来到孙权营中，他告诉孙权，曹操军
队远道而来，已经是疲惫之军了，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而
且曹军都是北方人，不善于打水战。现在你拥有几十万军队，
是完全可以打败曹操的。孙权听从了诸葛亮的话，于是将曹
操败于赤壁。

后来刘备得到了一些城池，又占领了益州，诸葛亮在刘备外
出的时候帮助刘备治理成都。在诸葛亮治理之下，成都兵足
粮足。后来刘备称帝，诸葛亮也是用心辅佐，深得刘备信任。
刘备死后诸葛亮掌管了蜀汉的所有事物。但是诸葛亮有一个
梦想就是要出师北伐，还于旧都。

但是由于军事准备和国力的原因，诸葛亮北伐没有成功。当
他五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太过操劳，病死于五丈原。

读完《诸葛亮传》我想到杜甫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



雄泪满襟”。诸葛亮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人，
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光复汉室这
件事上，在刘备最落魄的时代，诸葛亮不离不弃，就因为刘
备的知遇之恩。我觉得诸葛亮将中国古代文人的优点显示的
淋漓尽致。尽管失败了，但是他的人性的光辉依然光芒依然
闪烁，后人也必然对他铭记。

诸葛亮训子戒子的译文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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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