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 堂吉诃德名著
读后感(模板8篇)

团队标语通过简短有力的语言表达团队的信念和追求，激发
团队成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印象深刻：团队标语应该能够
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心手相牵，共同向前。

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一

一本好书，会让你感动，会让你有空灵飘逸感，会让你百看
不厌，会让你捧腹大笑阅读作为人类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
自有书籍文字伊始，人类就在阅读中传承着文化，开启心智。
而一些经典名著的阅读，更是人类思想文明的精华，值得后
人去研究，发现。读后感栏目为您提供以下读后感，希望对
您有所帮助！

《雷雨》具有一种诗意之美。这不单单得自文辞的优美，许
多段落被人们反复背诵，也不仅是得自剧中人物诗意的性格，
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这一切，包括舞台提示、角色分析，
汇总而后升发出的一种形而上的气质和品位。雷雨从开始似
乎就注定了这个是一个悲剧。然而悲剧的造成者便是故事的
男主人公：元锡公馆的大少爷――周朴园。

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二

四百多年前，《堂吉诃德》首次出版，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
牙骑士正式开始驾着驽u难得驰骋在所有读者的幻想世界里。
这位骑士挥动长枪，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至今
仍未平息，反而愈加猛烈。

别林斯基这样评价这部小说：“在欧洲所有一切文学作品中，
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
大的美丽如此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



诃德》。”确实如此，可《堂吉诃德》又并不是单纯的悲剧
和喜剧，它更多的是如同史诗一般的庄重。它绝不仅仅是为
了引起我们的欢笑和泪水，更是要引发一场深邃得令人生畏
的思考：有关信仰。

塞万提斯在这部作品中，将堂吉诃德塑造成这个世界唯一的
一位信仰者，也正因如此，堂吉诃德无法融入，甚至无法忍
受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于是他用想象为自己创造了一
个世界，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恣意驰骋，
信马由缰。

最初，人们将堂吉诃德视为一位滑稽角色，认为他疯了，竟
如此奋不顾身地捍卫信仰。可他们不知道，在堂吉诃德眼中，
他们才应该是被嘲笑的对象，竟如此可怜，连信仰都没有。
堂吉诃德曾对侍从桑丘。潘沙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
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或许，堂
吉诃德已是世界上最后一位信仰者了，尽管他只活在文学世
界中，这才是这位骑士最深的悲哀。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体会到那令堂吉诃德奋不顾身的力量，可
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尊敬。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为了心中
的骑士道被斫掉了一只耳朵，也曾在交战中摔断过双腿，还
有他一次次忍痛提起长枪继续冲锋，一次次夜晚忍着饥饿默
默擦拭铠甲。

终于，在这样的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里，堂吉诃德最终失败
了。憔悴的晚花奄奄殆尽，花上压着沉甸甸的泪珠，夜莺早
已不知下落。我们的骑士瘫倒在地上，面盔也没有去掉，向
着对手银月骑士喊到：“你举枪刺罢。”

天色渐淡，夕阳沦落，最后一位骑士消失了，最后一丝信仰
黯淡了。

四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有幸，还能从文字中领会那令人震撼



的信仰之美。

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三

当我一翻开吴承恩老爷爷写的书，随着他的精彩描绘，我被
他里面的情节深深吸引住了。

孙悟空神通广大，力量无边，去西天取经路上，是他一路除
妖斩怪，尽心尽力地保护唐僧，唐僧一路上只有被妖怪捉的
份儿。有时他辩不清是人还是妖，孙悟空打死妖怪，他却要
惩罚他，它实在是太心软了。有时孙悟空不听，硬要打，唐
僧就念起紧箍咒，让他受不了为止，有时甚至不顾他的解释
把他赶走。悟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听师傅的话，没有死
皮赖脸地跟着师傅。但是当八戒又来找他帮忙时，他一听到
师傅有难，就不记前嫌、义无返顾地跑去救师傅，没有半句
怨言。

猪八戒是个贪色、贪吃、贪财的猪，自从上了西天的路以后，
还想着高老庄的媳妇儿，想着他俩什么时候还能再见上面呢。
再说说沙僧，为人忠厚，还十分老实，一路上都是他挑的担
子。

还有个功不可没的角色就是唐僧的坐骑马白龙马，要是没有
白龙马任劳任愿，夜以继日的赶路，唐僧准去不了西天取经。

虽然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西
天取经，不怕千难万险，上刀山下火海，哪怕八十一难，也
没难倒他们。这使我想到了自己，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会退缩，
做事总是三分热度，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虽然不能和他们
比，但是他们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直得我们学习的。

我读《西游记》翁少敏

那些年少的过往，那些青春的写照。——题记



当时光把所有的稚嫩碾成青春的烦恼，当风儿把童年的风筝
带向远方，不知不觉中，我们已长大。

再读《西游记》，不再是因为当初那份浅薄的好奇，也不是
因为倾慕某个人，而是沉醉之余的思忖生活，回味过往。

孙悟空，纯真的初一

取经路上，孙悟空总是主角，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
他，如磁铁吸引铁屑般理所当然。他有着七十二般变化，火
眼金睛，筋斗云等诸多本领。细品，陡然发现那是我们纯真
的初一生活写照。孙悟空总是天不怕地不怕，自由自在，甚
至是易怒易躁：逗引猪八戒，小妖的恶作剧是他的最爱，充
满纯真，顽皮和无畏，也充满对未来世界的好奇。看着他，
仿佛看到了年少的我们，总能勾起几丝甜蜜。

猪八戒，懵懂的初二

提起《西游记》，老猪那憨厚老实的摸样总第一时间跃然于
脑海。他时常横冲直撞，像个懵懂的少年：他朴实，知错就
改，重情重义，但难免带着些缺点，懒惰，贪吃，是常事，
毕竟是一个青年。陡然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初二的时候，雄
心万丈却屡屡出错。

沙僧，顿悟的初三

印象里，沙僧似乎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挑着担子走在最后，一
副任劳任怨的样子，充满了干劲。不难看出他的嘴角始终挂
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微笑。奋斗并快乐着，或许这就是他诠释
的幸福。同样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还有为中考奋斗的我
们。脱去了初一的稚幼，走过了初二的激情，我们该“上路
取经”了，摒弃年少的轻狂，带着和沙僧眼中一样的坚定，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西方”。



《西游记》诠释的不仅仅是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更是
初中生活的写照，让我们充满孙悟空的蓬勃朝气，带着猪八
戒的纯真朴实，携着沙僧的沉着稳重风雨兼程吧!未来属于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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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名著，也就是我最最喜欢的名著——《西
游记》。它是由吴承恩所著作的。

这本书主要描述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和沙和尚师徒四人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书中展现了精彩的情
节、奇特的想象。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悟空大
战红孩儿。这个故事主要讲了红孩儿装作一个小孩吊在树上，
博得唐僧的同情，而心的很善良唐僧见这个小孩很可怜，于
是就让孙悟空背着他一同去西天取经。而红孩儿一心想吃唐
僧肉，就施法把唐僧带走了。孙悟空为救师傅，大战红孩儿，
结果技不如人，输给了红孩儿。唐僧的其他两个徒弟积极想
办法，最终猪八戒想到了观音菩萨，于是它就上天去请菩萨。
最后心存坏心地红孩儿被观音菩萨给收服了。



唐僧的四个徒弟中，我最喜欢孙悟空。这是因为它勇敢、机
智、聪明、足智多谋、行侠仗义……从孙悟空的身上，我想
到了警察叔叔身上也具备同样的精神。警察叔叔为了保护人
民群众，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舍己为人、为民除害、大公无
私……想想警察叔叔的正能量是多么伟大呀!我以后一定要向
警察叔叔学习!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西游记》，与众不同吧?快来阅读
吧!

看《西游记》有感

《西游记》原来对于我来说就只是孙悟空在当中为了救唐僧
而跟群魔作斗争的事，可现在我看了《西游记》原著之后，对
《西游记》有了不同的认识。

《西游记》原著首先讲的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地上的一块
仙石孕育出了孙悟空。孙悟空一诞生，变显露出不同凡俗的
灵性和战斗精神。后来又讲了孙悟空拜菩提祖师为师，学的
了长生不老术和“筋斗云”、七十二变。之后说的是我就不
说了，因为这谁都知道。

我要讲我记忆犹新的一句话那就是：他就顾不得沙僧，一溜
往那荆棘葛藤里，不分好歹，一顿钻进，那管划破头皮，撇
伤嘴脸，一下睡到，再也不敢出来，但留半边耳朵，听着梆
声。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猪八戒的懒和蠢。

读完之后，我觉得人要做一个像孙悟空那样机灵的人，不能
做一个像猪八戒那样的人。

《西游记》读后感余国庆

我读过一本书，叫《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
很好看。



读完了这本书，我最喜欢孙悟空，因为他的行为让我知道了
很多道理，比如，使我知道陌生人不能相信，在没认清是好
人是坏人的时候，不能乱动手，如果是好人你就不能伤害他，
如果是坏人，就要为民除害。孙悟空他行侠仗义，武功高强
本领也很高，他会七十二变、翻筋斗云等很多本领。当然孙
悟空有优点也有缺点，孙悟空最大的缺点是，太鲁莽了，干
什么事情都太操之过急了，这点很不好。

哇!《西游记》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呀!

读《西游记》有感孙姝萌

《西游记》主要写了孙悟空、猪八戒和沙悟净护送唐僧去西
天取经的故事，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取回了真经。其
中写了三打白骨精、大战蜘蛛精、三借芭蕉扇等惊险离奇的
故事。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三打白骨精，白骨精为了吃唐僧肉，
分别变幻成村姑和老夫妇，三次全被孙悟空识破，唐僧却不
辨人妖，误会孙悟空，将孙悟空赶回花果山。最后孙悟空还
是回来救了唐僧。

我喜欢孙悟空的机智勇敢、随机应变、本领高强、坚持正义。
他对待妖怪横眉冷对，对待师傅和师弟们情深意重，有困难
都冲在最前面。

在生活和学习中，我也要学习孙悟空的勇敢坚强、坚持正义。

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五

看名著看的是种内在的精华，如果你深入了这本书里面，其
实会发觉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里面。阅读是种精神的享
受，是灵魂的升华。对于名著尤其如此，希望大家多学习，
多多阅读名著，对自己提高修养都很有帮助!



《巴黎圣母院》读后感这本书看完好几天了，那感觉就像是
有一团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一直堵在心里，很想找人和自己
探讨，很想让它澄清。书里面的经典情节很多很多，那里面
展示的很多，我不能一一的重复，就这样借着几个点，简单
的说几句好了，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作者笔下的当时的那
些建筑，那些奢华的象征权力的教堂，人们还不知道可以拥
有自己的思想，以及为了自己的愿望可以做什么事情，一切
都假借神圣的宗教，一切都假借神圣的教堂来展现，展现建
筑家的审美观，也就是个人的才华，或者展示自己的能力，
我想那时的人们，把人性深深地埋在一件神圣的宗教的外衣
下面，典型的人物就是副主教--克洛德。从那许多的错综复
杂的毫无章法的建筑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的内心是
怎样的压抑，怎样狂躁，那些像雨后春笋一般从地下冒出来
的教堂的尖顶，正是人们扭曲的灵魂在对着苍天做这无声的
哀号!

教堂里面是那么的阴森恐怖，这让人联想到在宗教的遮拦下，
当时社会是怎样的肮脏和败坏，真善美的宗教和利用宗教制
造血腥事件，形成了强烈的感官刺激。通篇都是在这样的对
照下进行的，让人的心灵深刻的体会出迷茫，困惑，和不安，
如果有一把利剑，你会尽你的全力去刺破那层蒙在社会上空
的阴云，那阴云是邪恶的，你对它充满了愤怒和鄙视，就像
书里面的那些流浪汉们对待社会的疯狂的报复。可是你不能，
因为如果你想刺痛那些邪恶，你就先要将代表着真善美的上
帝打倒在地，那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还有比人丧失本性更悲
哀的么!

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几个人物，代表美丽善良的姑娘--爱斯
梅拉达。她不仅有迷人的外貌，更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灵，
从她对待那只山羊，救下那个落魄的诗人，对于伤害过自己
的卡齐莫多，送上的水和怜悯，对待爱情的牺牲，等，我们
看到她是美丽的，她的身上心灵上没有污垢，她是没有被污
染的。可是，这样的天使一样的姑娘，受到的是怎么样的对
待呢?流浪，在最肮脏的环境里面生活，被所谓的上流社会排



斥和嘲讽，被玩弄，被抛弃，被诬陷，被威胁，最后，作了
彻底的牺牲。

书中描写了一个那样的社会，和在那个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人
物的状态，麻木的如那个弗比斯，最底层的如老鼠洞里的那
几个隐修女，疯狂的副主教，还有尽全力反抗的最丑陋的卡
齐莫多，副主教和卡齐莫多形成了人性上的鲜明对比，同样
爱上了美丽的姑娘，同样的遭到了拒绝，他们的爱都是那么
的热烈，那么的诚挚，可是，一个是占有，一个是奉献，已
占有为目的的，当目的无法达到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毁灭，
毁灭别人;以奉献为目的的，当无法奉献的时候，想到的也是
毁灭，毁灭自己。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对这本书，所以让我们尽情畅想
吧。

[中外名著读后感1500字]

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六

时间，距离都不是问题，有心的父母，你那颗不眠的爱子之
心，就是不可替代的教科书，人生的加油站。

这种关爱不是意识一个阶段，而是伴父爱而来。这位严肃的
父亲，从来就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即使在上海被日本包围
成孤岛时，他就把孩子关在家中，而且很早发现在他幼小的
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正如他对自己对人
对工作对生活各方面都要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
对待幼小的孩子一样，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
一一以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他规定孩子怎样说话，
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他做到了，也
一同要求儿子做到了。真乃真父子。我为人间的这一遭父子
情惊叹，对，是朋友，是同志。



除了感慨傅雷在创作上甚丰的翻译作品，骄人的成绩，还为
他是这样一个集艺术与生命都美妙地融入自己生命中的一个
近乎完美的人。他的生活有规律，人生就是优美的弧线，那
留给我们的点点滴滴那样温暖每个少年、青年、父母的心。

对待儿子，他说：“我高兴的是我有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
成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长的。”而且，
他谦虚诚恳地说：“我与儿子的相处中，学得了忍耐，学到
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教会我们如何和孩子相
处，以怎样的一种姿态交往。”孩子经受痛苦时，他
说：“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
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他不为孩子包办，而为
孩子这种蜕变的过程而高兴，并且鼓励他艺术要有更诚挚的
心，“得失成败尽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

为了指导儿子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习上，多用理智，少用
感情，用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的烦恼，他说“艺术是目的，
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

面对现在大学生邮给父母的待寄汇款单，没有其余的问候，
而这位父亲告诫儿子写信就是强迫你整理思想，也是极好的
训练。在如今是多么需要啊。

在日常生活中，他告诫儿子“人总得常常强迫自己，不强迫
就解决不了问题，最基本的就是要抓紧时间”；“做事要科
学化，要彻底”；“在外面世界均勿难为情，被人家随便多
留，才能不打乱事先定好的日程”；“修改小习惯，就等于
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我觉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急需解决
的问题。

而这样严于律己教子的人，他却说：“身外之名，只是为社
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却没有
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
精神上‘富贵’之列，智者自甘淡泊，因此我们不因该受羁



于贪念和欲望”。对成名成家的儿子不忘人生指南。

而当成年后，儿子面对感情的选择，他竟也不失时机的帮助：
“要找一个双方缺点各自都能各自认识，各自承认，愿意逐
渐改，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这一点很重要），要找永久
的伴侣，也得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服人的眼光---结
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都不相信事先要想不到这一着，必遭
后来的无穷痛苦。”而当他们成家后，他有叮嘱切勿钱在手
头，撒漫使花，越是轻视物质，越需要控制物质。

随处读来，有反复叮咛，有温馨提示，有如朋友交心，有的
甚至连点重重的着重号，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如细流般温
润人心的句句话语，难道只是一般父母意义上的唠叨，这是
千年修来的服气。翻动着每一页字字沁人心脾，我的心总能
被染的金灿灿的。

随书还附录了儿子傅聪，傅敏给父亲的信，看来这些信并非
一去不复返，并有幸被我们读者读到这样一本好书，比起其
余诫子书更增添几分民主平等。不幸的是这样幸福一家被时
代过早的拆散，作为一名教育者，一位家长，我力推这本书，
或许你从中可以领略的更多，不妨亲自拜读。

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七

在图书馆一次偶然的邂逅，我翻开了这本书，认识了她——
林黛玉，她最后可以说是患忧郁症死的，但他(她)给我留下
了很深(深刻)的映像。她那张眉清目秀的面孔，天真的想法，
还有和贾宝玉的那段悲惨(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上个星期，回头望瞭望图书角，又发现了《红楼梦》这本书，
又(一时)心血来潮，借接回家看看，回顾回顾这本中国的经
典名著。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很奢侈，贾府的贾母很有权势，
说话很有分量，贾府上下全都听她的。但她特别疼爱贾宝玉，
把他当作心肝宝贝。也许因为是贾府上上下下都是姑娘，只



有贾政(贾府的老爷)和贾宝玉两个男人吧。贾宝玉有一个表
妹叫林黛玉，她很爱哭，但很有才华，很漂亮，也就是那个
令我映像最深的人物。做诗、画画样样精通。她和贾宝玉很
谈得来，经常一起玩耍，但别人都说宝钗比林黛玉好，
唉......不过，林黛玉不是很坚强，还有些疑心病。现代的
孩子要坚强些，不要那么多愁善感。我觉得，林黛玉在我心
里是《红楼梦》里最喜欢的人物，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人物。
最后他们贾府也是死的死，嫁的嫁。

最后，还是以悲剧(悲惨的结局)结束了这段故事，贾宝玉和
林黛玉那绝后的爱情故事真是让人深思。想想红楼梦，真的
想别人说的那样红楼梦中梦难醒，但林黛玉的知书达理还是
我们女孩子要学习的哟。

名著堂吉诃德读后感篇八

我阅读了海明威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中篇作品《老人与
海》，这是一部描写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小说。它既接近现实
主义，又富于浪漫色彩。它描述了一位老渔人一连八十四天
没有捕到鱼，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硬是驾着一叶孤舟，独
自一人到茫茫大海中追踪他要战胜的鱼类。在历尽千辛万苦
之后，他终于捉到了一条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马林鱼，而在
满腔喜悦的回程中，却被一群穷凶极恶的鲨鱼撕咬得只剩下
一副骨架，落得空手而归。在作品中，一方面，流露出作者
一贯的悲观情绪（这可能与他早年的喜欢冒险、叛逆的性格
以及遭遇的一些战争的悲惨刺激有关），他认为，在人和大
自然或外界势力的搏斗中，总难免归于失败，最后的胜利只
不过存在于人的乐观的想象中，归根结底还是免不了悲惨的
结局，这里掺杂着一些宿命论的唯心观点。但另一方面，作
品中强调了应当不向失败低头的“硬汉”精神，在这篇小说
中，老人就保持了这种精神：老人和上了钩的力大无穷的大
鱼斗，和掠夺他的战利品的一群贪婪凶恶的鲨鱼斗，和狂风
巨浪无边无际的大海斗，和他自己的伤痛、疲劳斗。最后虽
说是一无所获地回到自己的茅屋里，但他没有认输，他不承



认自己被打败。老渔人在丝毫没有绝望的因空手而归的失望
后，寄希望于下一次出海，认为只要不驶出那么远，就大有
成功的可能。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和鲨鱼的苦斗中，
他大声呼喊：“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
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在海明威的许多作品中，总是贯
穿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
一种是积极的`不向失败低头的“硬汉”精神。这两种对立思
想在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的写作手法上，突出表现了富有感情
的人物性格刻画、深刻的心理剖析和故事情节及景物之间的
协调与和谐，他还运用他贯常的独白手法来表达老渔人内心
深处的思想感情，使人们看到老人是多么勇敢、坚毅、镇定。
如，在驶回小港登岸之前，老人曾经问自己：“是什么把你
打败的呢？”回答是干脆的、充满自信的——“什么也不
是！”他提高嗓子说：“是我走得太远啦。”在看这部作品
时，我发现，作者还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描绘了大海的浩瀚景
色，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将大海写得如此之绚烂变幻、气象万
千，宛如大自然雄伟瑰丽的画面就在我们面前。

我在读这一伟大的巨作时，一开始，只是拿到书就读，读得
很辛苦，觉得这样的作品只是描写老渔人的心理和他与孩子
之间发生的一些小事而已，语言朴实、通俗易懂，写得很一
般。而且身在当代社会的我们，无法与这作品中的生活与思
想融合，只觉得格格不入，我无法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