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吉诃德读后感(模板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一

《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原名叫阿伦锁﹒吉哈达，是
一个乡坤，他读当时风靡社会的骑士小说入了迷，自我也想
效仿骑士出外闯荡。他从家传的古物中，找到一副破烂不堪
的盔甲，自我取名叫堂吉诃德，又物色了一位仆人桑丘和邻
村的一个挤奶姑娘，取名杜尔西尼娅，作为为自我终生效劳
的意中人。然后他骑上一匹瘦马，离家出走。堂吉诃德按照
他脑子里的古怪念头行事，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闹出
许多荒堂可笑的事，他的行为荒诞不经，自我也经常挨打受
苦。他最后一次到家后即卧床不起，临终才明白过来。他立
下遗嘱，唯一的继承人侄女如嫁给骑士，就取消其继承权。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二

我阅读了《堂吉诃德》这本书，我觉得他疯疯癫癫的，因为：
一次，他和仆人桑丘看到了一群羊，便以为那是一支“军
队”，于是举起长矛，就向羊群杀了过去，很多羊都被他杀
死了。惹得牧羊人愤怒的拿起木棍把堂吉诃德打得狼狈不kan，
结束了这场“战争”。

同时我也觉得堂吉诃德很勇敢，因为：他有次在林子里看到
了一个男人正用bian子抽打着为他放羊的`少年，原因是那个
少年看diu了几只羊。堂吉诃德马上制止了男人，救下了少年。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三

堂吉诃德是由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其书成功的塑造了
醉心于骑士事业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这个既好笑又有正义感的
人物，和忠诚老实的.桑丘·潘萨。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堂吉诃德对骑士事业的忠诚，我感觉我们
小学生以及青少年们都应该具有堂吉诃德这种醉心事业的精
神，为了自己的理想得到实现而付出所有代价。堂吉诃德同
时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把皮带当作魔鬼，把羊
群当作敌人。可是在关键时刻，为了维护正义，竟然可以牺
牲生命，把生死置之度外，这种精神是崇高得。

最后。我希望人们都可以学习堂吉诃德这种精神，维护正义，
维护理想。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四

堂吉诃德是由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其书成功的塑造了
醉心于骑士事业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这个既好笑又有正义感的
人物，和忠诚老实的桑丘·潘萨。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堂吉诃德对骑士事业的忠诚，我感觉我们
小学生以及青少年们都应当具有堂吉诃德这种醉心事业的精
神，为了自我的梦想得到实现而付出所有代价。堂吉诃德同
时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幽默趣味的人。把皮带当作魔鬼，把羊
群当作敌人。可是在关键时刻，为了维护正义，竟然能够牺
牲生命，把生死置之度外，这种精神是崇高得。

最终。我期望人们都能够学习堂吉诃德这种精神，维护正义，
维护梦想。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五

初看《堂吉诃德》，我认为它只是一部滑稽可笑的庸俗之作，
主人翁神经质的“勇敢精神”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
越发看不起他。但是细细品味，又觉得书中蕴涵了一种道理。
人们的最基本的本质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去实现
它。在实现的过程中，那位瘦骨嶙峋像根高梁杆儿似的游侠
骑士，那位奇想联翩的绅士，时刻体现出他正直、善良的本
性，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因为太单纯了，才闹出许多笑
话。作品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

书中写着，这个瘦削的、面带愁容的穷乡绅，由于爱读骑士
文学，入了迷，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驽骍难得，找到了
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游侠，除强扶
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雇了附近的农民桑丘·潘沙做侍从，
骑了驴儿跟在后面。堂吉诃德又把邻村的一个挤奶姑娘想像
为他的女恩主，给她取了名字叫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
于是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冒险事业，
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
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
闹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

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时，为的是打击、讽刺胡编乱造、
情节离奇的骑士小说及其在人们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本打算
写成几个短篇故事，后来写着写着，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
人生理想都写进去了，思想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
越现实，直至描绘了西班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成为我
们了解和研究西班牙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
的一部百科全书。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一方面针砭时
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
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颂了黄金世纪式的社会理想
目标。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感情，它可以穿越时空，
对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具有现实感。相隔四个世纪之后，
仍感动着每一个读者。《堂吉诃德》中出现了近700个人物，



描写的生活画面十分广阔，真实而全面的反映了16世纪末
到17世纪初西班牙的封建社会现实，揭露了正在走向衰落的
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谴责了贵族阶级的无耻，对人民的
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这部作品
被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名作家推选成为最优秀的经典
文学名著。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六

正义，或许是勇气。亦或仅仅是一点点的天真而已……在读
过一个荒谬的人的一个荒谬的故事而可笑之后，又不免产生
悲哀之情和引起深深的思考，我想这是大部分人在读过《堂
吉诃德》之后的感受。

《堂吉诃德》确实是一部既让人欢喜的喜剧，又可以说是一
部使人感觉悲哀的悲剧。书中描写了一个瘦弱的没落贵族：
阿隆索。吉哈诺。他竟因迷恋古代骑士小说，改名为堂吉珂
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骑士，以丑陋的牧猪女作美赛天仙的
崇拜贵妇，再以矮胖的农民桑丘作侍从，骑着老马洛西南特，
三次出发周游全国，想去创建扶弱锄强的骑士业绩，以致惹
出了不少笑话。他到处碰壁受辱，要么被别人打成重伤，要
么给人当成疯子送回了家，叫人哭笑不得啊。

在堂吉诃德“发疯”的时候，凡尘俗世的一切都是“着了
魔”的，他用这个词语解释世界的丑。解释他心上人为何是
村姑，巨人头颅为何是酒袋，军队为何是羊群，巨人为何是
风车。在那个“着了魔”的世界，桑丘也可以成为海岛总督，
一切理想得以实现，一切不平得以铲除。那些捉弄他的人们
诱使他发出的议论，篇篇高明无比，字字句句都来自于天赋
与自尊。作为“幻想+行动”的代言人，堂吉诃德不是疯子，
却是一个勇士与艺术家，是英雄和诗人，是世上最美好的词
汇的结合，世上最美好品质的拥有者。以捉弄他为乐、为业
的伯爵夫妇二人，很遗憾，是整个故事中最坏的人物。他们
貌似清醒，实则是迫害艺术家和勇士的、以操纵他人命运为



乐的残酷的政治家、统治者。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不够明确，
这恐怕就是此书在“残酷”问题上遭人诟病的原因吧。此外，
堂的朋友，参孙学士、神父和理发师三人，他们从开头烧掉
书房起，到扮演镜子骑士与白月骑士诱使其还乡，以致堂吉
诃德因郁而终，他们撕毁勇士的美梦，毁灭其幻想的彼岸世
界，正是这种从魔界、英雄界到凡界、现实世界的落差，造
成了堂吉诃德的死亡，以及这个梦一般的故事的彻底终结。
他们作为堂的朋友，却不知如何去爱他，拯救他，如同唤醒
一个窗边的梦游者，使其因恐惧失足坠落而亡。这是十足的
悲剧，以现世的绝对力量压倒勇士诗人的着魔的幻想世界告
终。

在我认为之中，堂吉诃德其实是生活在理想世界中的的人，
在他的想象他可以不用顾及其他人只用做自己，可在结局当
中堂吉诃德却又回到了现实中，这不是说明这种想象在现在
是不可能的，被种种现实给拉了回来，这也算是种悲哀吧，
就好像“你的运道决对不可能久长，转眼之间就会处处遇灾
殃，你的喜悦不过是梦中幻想…”所说。如那世外桃源，黑
暗社会背景下，美好的生活就显的是那么的无比珍贵，那种
天真也是如此的可爱。而堂吉诃德所走的道路，之所以为世
人所惊诧，不仅在于其艰辛，更主要在于其脱离现实。这其
中，如果说“艰辛”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要说它的“脱离
现实”是有现实意义和讽刺意味的—在当时或是今天，当一
个人为之奋斗的希望无法达成时，我们怎么说？——“深表
遗憾”，而如果他依然走自己的路，我们又怎么
说？——“他是个疯子！”现实不像软土可以随意塑造，而
活在现实中的人却又不像钻石那样善于包持本色，更何况在
今天让钻石发生变化也并非难事。这就所谓的生活吧。

当我们现代人不再需要唐吉诃德那样英雄式的任务，于是他
就被我们抛弃在书堆与网络的深处，翻阅也是偶尔一刻。然
而，当唐吉诃德手持着长矛冲向他心中的魔鬼——风车时，
我们是否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缺失呢？或许是梦想，或许是。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七

最近在看“堂吉诃德”这本书，书里面的有关堂吉诃德的故
事挺好笑的.，充满了喜剧风格，之前也有看过这部电影，可
是看完了结局，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一个喜剧的开场和过程，
最终结果却是一个悲剧。

或许他就是个幻想主义者吧，并加以实践了自己的幻想，一
直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最终他的幻想破灭了，生命也
随即走到了终点。

堂吉诃德读后感篇八

最近，闲来无事，又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本书看了一遍，
经典毕竟是经典，无论读多少遍都不会感到厌倦，想起第一
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感觉好笑，跟看笑话似的，看到堂
吉诃德各种荒诞不经的行为，内心就感到好笑，感觉作者写
这本书就是单纯描写了堂吉诃德这个搞笑的人物，并没有深
入过去了解什么，鉴于当时比较年幼，社会阅历和文学素养
的水平的不成熟，只把这本讽刺社会现实的名著当成了一本
笑话书来看，现在想想真是有点幼稚。

不过现在再看这本名著，渐渐发现了这本书里字里行间所反
映出来的深刻内涵，从堂吉诃德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人物身
上，我读到了更深一层的内涵，已经没有了当时看笑话的心
态了，更多的是对作者对于社会的黑暗揭露，这本书主要描
写和讽刺了当时西班牙社会上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并揭示
出教会的专横，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塞万提斯表面上
描写了这个行为搞笑的堂吉诃德，并通过堂吉诃德一系列离
谱的行为展现了这个被骑士精神侵害的近似疯癫的搞笑人物，
实际上是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困苦的反映，作者通过辛辣的
笔墨，严厉的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和教会对人精神上的摧残。

在文章的最后，堂吉诃德终于清醒了，他意识到他以前的骑



士精神在他看来也是一种疯癫，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骑
士精神也是一种疯疯癫癫，在文章的最后，堂吉诃德对于骑
士深恶痛绝，或许，这就是作者塞万提斯所要最终的目的，
进一步批判了教会对人的残害，批判了骑士精神的.荒诞。或
许，这就是这本书，作者塞万提斯所要表达的深刻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