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浮士德读后感(优秀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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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浮士德读后感篇一

《浮士德》讲述的是德国中世纪一个古老传说，年逾半百的
炼金术士浮士德向魔鬼出卖灵魂，换取青春和爱情。歌德借
这个题材演绎了广阔、深邃而崇高的人生内容，为人类自强
不息的进取精神唱了一出迄今响彻寰的凯歌。《浮士德》内
容博大精深，包括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各方
面的知识；形式错综复杂，其中有抒情的、写景的、叙事的'、
说理的种种不同因素，有希望式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
克寓言剧、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假面剧、意大利的行会剧以
及英国舞台的新手法、现代活报剧等等。《浮士德》是歌德
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宏篇巨著，值得细细品读。

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
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
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
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斗的精神历程。在这
里，浮士德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歌德是将他作为
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当然，所谓全人类其
实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扩大化
罢了。同启蒙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无二致，歌德也
是把本阶级视为全人类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
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
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
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



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
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从政的失败，表明了启
蒙主义者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与海伦结合的不幸
结局，则宣告了以古典美对现代人进行审美教化的人道主义
理想的幻灭。最终，浮士德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
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18
世纪启蒙主义者一再描绘的＂理性王国＂的影子，并依稀可
闻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唤未来的声音。

浮士德读后感篇二

《浮士德》是歌德根据流传于民间的有关浮士德的故事而写
成的一部悲剧，这个民间故事含有强烈的悲剧因素，在浮士
德身上反映了新旧交替时期宗教与科学、理智与情感、神性
与人性、因循与追求的各种冲突。

浮士德所得出的最后答案无疑是积极的，但有着空想的`性质。
离开改造社会单纯地改造自然，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幻想。
失明的浮士德把魔鬼为他挖掘坟墓的场面当作是他的人民与
大海搏斗的壮丽景象，为这种幻想提供了一个例证。这也正
是浮士德悲剧意义之所在。

我特别欣赏书中浮士德所说的一句话：“我要纵身跳进时代
的奔波，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车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
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虽然浮士德是一
个悲剧人物，但是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对人生的积极
态度和积极的进取、追求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浮士德读后感篇三

这个星期的任务是《浮士德》。

歌德这个老头子聪明得过分，他还永远有18岁的小姑娘的可
爱，这倒罢了，可18岁的小姑娘也爱他。怪不得他垄断了欧



洲的爱情。

我总觉得浮士德有些强迫症（歌德老先生你不要骂我啊！）
当然了，他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效仿的。
可我偏偏就是喜欢那个老和浮士德捣乱的靡菲斯特。

靡菲斯特实在是太酷啦！我私心里觉得他应该是披着斗篷，
带着兜帽，时而戏谑，时而冷笑，时而骂娘，时而跳脚的大
酷哥一枚。

他应该是冷笑地说：“尊贵的朋友，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
生活的金树常青。”omg，实在是太给力了！

我尤其振奋于他即将带领浮士德开始访问小世界时说：“我
祝贺你开始这段新的人生旅程！”哇哇，每次看到这句话我
的小宇宙就燃烧了，激动之情不能自已！恨不得也和靡菲斯
特签个契约。

歌德你实在是太伟大了！创造出这么酷的男二号！深深后悔
自己不学无术，如果勤奋些不就早一点读到这么棒的书了么？
哎，相见恨晚啊！我太失败了，学外国文学可现在才读经典，
惭愧啊！

另外我觉得浮士德对玛加蕾特示爱时说的话太有水平
了！“唉，我就不能在你怀里安安静静呆上个把小时，胸贴
着胸，灵魂搂着灵魂？”omg，以后我要是有儿子，他追女孩写
情书的时候我一定要强烈建议他写上这段话！

最后，我觉得我的这篇文章配上上面的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天
衣无缝，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大放华彩啦！

浮士德读后感篇四

“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这就是《浮土德》触动了我的一句话，也是浮士德性格“肯
定”、“善”、“否定”、“恶”的发展历程的概括。

《浮士德》被称为欧洲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诗
剧，分上下两部，共一万二千余行。浮士德本是十六世纪德
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在传说中，浮士德是一个追求世俗享
受而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术士。歌德借用这一题材，把浮土德
塑造成一个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写浮士德一生从
书斋、市民社会小世界走向政治、历史大舞台的过程，其中
经历了求知生活、感情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改造大
自然这五个阶段，从而总结了诗人自己一生的生活经验，也
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历史。

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形象。但是他有鲜明的个性，那
就是永不满足、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精神。他的内心充满
矛盾：一方面满足现状，享受现世幸福，另一方面不断追求
更高的理想。他一生中有过迷惘，有过错误，但是由于他的
自强不息，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最后能够找到人生真理的答
案，要做一个“每天争取上进和生存的人”，并被天使接到
天堂，见到了圣母。魔鬼在诗剧中作恶造孽，引诱浮士德堕
落，但实际上却促进了浮士德的前进与成长。套用苏格拉底
的话说，如果浮士德是一匹马，那么魔鬼被派遣到这个世上
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
正是他帮助浮士德走出书斋，投身于实际生活，也是他促使
浮士德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同时摸索前进，魔鬼其实成为了浮
士德在前进道路上不可分离的伴侣。

歌德的创作过程长达六十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构思此诗，
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告完成。可以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追求，
对文学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正是这种追求，使歌德在
晚年仍不断地学习新事物，探索新问题。而《浮士德》正是
这种追求所带来结果的最好验证，可以说，是这种追求造就了
《浮士德》几百年来的经久不衰。



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使目己的人生高度在不
断追求的过程中得到提升。每个人在人生追求中都会遇到各
种无法逃避的问题，必须选择，而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
于实践和自我否定的性格，将使其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
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浮士德，但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浮士
德顽强向上、热爱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品质。

浮士德读后感篇五

什么能使人类心满意得?恋爱中的人说：“爱情!”当官的'人
说：“至高无上的权力!”百万富翁说：“用不完的财富!”
艺术家说：“对美的追求和享受!”不知您会选哪一种?浮士
德享受过这些，但他没有心满意足，最终他围海造田，说出
了：“真美啊，请停下来!”

我从这本书里体会到做人总是会受小人误导，误入迷途，正
如魔非斯托误导浮士德，只要重新走入正道，就可以了。人
嘛!总免不了犯错，知错就改乃正人君子嘛!

同时，我们也不要受魔非斯托的引诱，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
家伙，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我也会变成
坏人了。

浮士德读后感篇六

“谁若不断努力进取，我们就把他救助。”歌德说过，浮士
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的身上有一种活力，
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
爱的拯救。是的，浮士德之所以能够被拯救，不止是这样，
还因为他不断行动，不断追求，不断克服迷误，最终走上了
正路。他的精神是向上的，这是我们应该学的。还要学习他
对学的追求，对学的热爱，对学的希望。我们要善学，乐学，



爱学，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浮士德的肉体毁灭了，但他的精神得救了。一个行动的人，
一个上进的人，一个不断自省并最终走上正途的人，最终会
得到救助。这就是浮士德这个形象上所体现出的不断追求人
生真谛的探索精神。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追求中都会遇到各种无法逃避的问题，必
须选择，而且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使自己免遭
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作品中还有些东西，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与思考。比如说，文
章中学生说，我要欣喜地投入学问，要怎样才能和学问相亲，
先生?靡菲斯特说，远的不必去过问，先看你如何选择课程?
学生：我期望做一个饱学诗书，既想学地理，也想学天文，
一面研究人文，一面研究自然。

靡菲斯特答，你的想法很好，不过你过于浪漫。要先学会还
原与分类……是呀，有时候我就有类似的困惑，什么都想了
解，什么都想知道，做一个饱学诗书，无所不知的人。结果
忙忙碌碌，最后啥都做不好。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学东西
做事情，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不要把一切想得过于美好与
浪漫，应该客观评价自己，正视自己。在学好学生阶段要求
学习的科学知识外，其他的就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性
地学习，不能好高骛远，否则最后只会得不偿失。在学习的
过程中，当遇到难题与疑惑时，我们就要学浮士德一样，积
极进取，自强不息，虚心向智者学习，这才是理性的学习方
式，也才会拥有充实快乐的人生。经过一番磨难，一番生活
的历练，不管成功与否，天堂幸福之门就会向你开启。

闲时读《报任安书》、《爱玲私语》、《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学学司马迁、张爱玲、海伦.凯勒、史铁生、安意如等
在逆境中求生的精神……天堂之门也许不存在，但成功幸福
之门会向你敞开!



浮士德读后感篇七

《浮士德》是歌德的一部代表作，他写这部巨著，前后曾用
了60年之久。《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8年法军入侵的
时候，第二部则完成于1831年8月31日，是时他已83岁高龄。
这部不朽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
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
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
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书是我的最爱，我喜欢看一些富有哲理的名著，从中汲取无
穷力量。朋友介绍我读《浮士德》，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读
歌德的这本经典名著，当我读完《浮士德》，有种无形的力
量促使我要不断奋进，促使我不要停歇追求的脚步。

《浮士德》是一部长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的诗剧，第一
部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分五幕，二十七场。全剧没有
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浮
士德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
建功立业五个阶段。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勇于实践
和自我否定，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
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
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
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
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
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
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
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河的对岸风景无限好。”也就是说，
自己所向往的东西往往是最美丽的，然而，正是这种美丽的
向往才促进你不断上进。

几个世纪过去了，浮士德这个人物原本就是一个虚构，但他



一直活在我心里，在我疲惫的时候，仿佛他在催促：“不要
停歇你追求的脚步!”

年轻的浮士德有诗人气质，年轻的浮士德热爱美热爱女人，
年轻的浮士德骄傲而且精力旺盛，年轻的浮士德有各种各样
的欲望。无论在诗剧内还是在诗剧外，我们都是生活中的浮
士德。

浮士德读后感600字

浮士德读后感篇八

我刚读完《浮士德》这本书，听到这个书名，你也许很惊讶
吧?因为这是一本西方版的书，好多同学都说看不懂。当然，
我也不例外，我只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光来看这本书
的内容，分辨故事中的真善美、假恶丑。

我喜欢故事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你们一定会觉得我
的思想有问题，但是我爱书中的魔鬼是有原因的。

梅菲斯特虽然是个恶魔，但是却有为成就大恶而行善的力量。
正如他在自述中说:“我是永远的精灵!”他总是想作恶，却
总是产生行善事的那种力量（）。梅菲斯特不是一个普通的
恶魔，因为他是考官，是神通广大的打手，是学识渊博的恶
灵，是一个促进者。

他喜欢突然邪邪的一笑，露出一个极有个性的笑容。他喜欢
一个人，就用心去爱;他恨一个人，就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我恨你!我就喜欢他这种直白、真诚的个性。他让我联想到人
类的“魔鬼”，那些人心里是黑的，表面上却笑嘻嘻的，一
副纯洁的样子;还有的人表面上称兄道弟，暗地里却各自打着
算盘;也有的娶了媳妇竟把含辛茹苦的母亲赶出家门。这些人



与梅菲斯特相比才是真正的魔鬼呢!

正邪只在一念之间，这是《浮士德》教我的，也是梅菲斯特
告诉我的。正视心中的邪念，找回与生俱来的善良吧!

浮士德读后感400字(五)

浮士德读后感篇九

我刚读完《浮士德》这本书，听到这个书名，你也许很惊讶
吧?因为这是一本西方版的书，好多同学都说看不懂。当然，
我也不例外，我只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光来看这本书
的内容，分辨故事中的真善美、假恶丑。

我喜欢故事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你们一定会觉得我
的思想有问题，但是我爱书中的魔鬼是有原因的。

梅菲斯特虽然是个恶魔，但是却有为成就大恶而行善的力量。
正如他在自述中说:“我是永远的精灵!”他总是想作恶，却
总是产生行善事的那种力量。梅菲斯特不是一个普通的恶魔，
因为他是考官，是神通广大的打手，是学识渊博的恶灵，是
一个促进者。

他喜欢突然邪邪的一笑，露出一个极有个性的笑容。他喜欢
一个人，就用心去爱;他恨一个人，就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我恨你!我就喜欢他这种直白、真诚的个性。他让我联想到人
类的“魔鬼”，那些人心里是黑的，表面上却笑嘻嘻的，一
副纯洁的样子;还有的人表面上称兄道弟，暗地里却各自打着
算盘;也有的娶了媳妇竟把含辛茹苦的母亲赶出家门。这些人
与梅菲斯特相比才是真正的魔鬼呢!

正邪只在一念之间，这是《浮士德》教我的，也是梅菲斯特



告诉我的。正视心中的邪念，找回与生俱来的善良吧!

浮士德读后感600字

浮士德读后感篇十

这就是《浮土德》触动了我的一句话，也是浮士德性格“肯
定”、“善”、“否定”、“恶”的发展历程的概括。

《浮士德》被称为欧洲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诗
剧，分上下两部，共一万二千余行。浮士德本是十六世纪德
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在传说中，浮士德是一个追求世俗享
受而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术士。歌德借用这一题材，把浮土德
塑造成一个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写浮士德一生从
书斋、市民社会小世界走向政治、历史大舞台的过程，其中
经历了求知生活、感情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改造大
自然这五个阶段，从而总结了诗人自己一生的生活经验，也
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历史。

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形象。但是他有鲜明的个性，那
就是永不满足、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精神。他的内心充满
矛盾：一方面满足现状，享受现世幸福，另一方面不断追求
更高的理想。他一生中有过迷惘，有过错误，但是由于他的
自强不息，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最后能够找到人生真理的答
案，要做一个“每一天争取上进和生存的人”，并被天使接
到天堂，见到了圣母。魔鬼在诗剧中作恶造孽，引诱浮士德
堕落，但实际上却促进了浮士德的前进与成长。套用苏格拉
底的话说，如果浮士德是一匹马，那么魔鬼被派遣到这个世
上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
正是他帮忙浮士德走出书斋，投身于实际生活，也是他促使
浮士德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同时摸索前进，魔鬼其实成为了浮
士德在前进道路上不可分离的伴侣。



歌德的创作过程长达六十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构思此诗，
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告完成。能够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追求，
对文学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正是这种追求，使歌德在
晚年仍不断地学习新事物，探索新问题。而《浮士德》正是
这种追求所带来结果的最好验证，能够说，是这种追求造就了
《浮士德》几百年来的经久不衰。

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使目己的人生高度在不
断追求的过程中得到提升。每个人在人生追求中都会遇到各
种无法逃避的问题，务必选取，而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
于实践和自我否定的性格，将使其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
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浮士德，但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浮士
德顽强向上、热爱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