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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名人传读后感篇一

芸芸众生一世不过几个十年，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只
是弹指一挥间。太多人与事成为这条永不停止的长河中的一
粒沙石，一滴水珠。我无法一一列举那些令人铭记的名字，
也不可能说完，所以只是选了一本集合三位不同民族英雄的
书——《名人传》来介绍。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能正是三位人物的人生总结吧。

“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
理。”——贝多芬

翻开《名人传》，才发现，原来他的童年黑暗的让人难以想
象;原来他因为父亲的逼迫而一度厌恶音乐;原来他的人生有
着戏剧化的跌宕起伏……罗曼罗兰评价‘他整个一生都像是
一个雷雨天’更使我看到了一个与命运顽强搏斗的贝多芬。

贝多芬，是与音乐划上等号的。凭借自己的努力与领悟能力，
他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可何奈上天在这时用最冷
酷的方式浇熄了他心中熊熊燃烧的斗志之火。我无法想象贝
多芬在听不见他所热爱的音乐时的恐吓、暴躁甚至是绝
望……这种打击不亚于一个神枪手成了盲人。



他失去了音乐——就像是发狂的野兽。即使是这样，他依旧
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镇静之后的
贝多芬，比以前更懂音乐，因为他是用生命去演奏，用生命
去谱写乐章。

“愈使我痛苦的就愈让我喜欢。”——米开朗琪罗

如果说贝多芬的暴躁是外界的压力所致，那么米开朗琪罗的
脾气就是自身的傲骨所带来的副作用。出生于一个富人之家，
在那个封建的社会，雕塑是受人歧视的。他的家人又怎么会
放任他去做这等‘败坏门楣’之事呢?因此，他的雕塑之路遇
到了许多的阻碍。但是他的坚持，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他
用坚持证明了自己的理想。

不管是他人的挑拨离间，或是上流社会异样的目光;不管是艰
苦的创作，或是被误解的苦闷。他都只用一个冷峻的背影来
面对。毫无疑问他是自负的，但是他本身的光辉太过耀眼，
所以他是有资格来自负的。

为了完成一幅西斯廷天庭画，他无休无眠，几乎付出了所有
的精力。视力受损无法正常看东西不说，就连身体也因长时
间仰头而变得畸形。脑中想不出那一副骨骼严重错位的躯体，
唯一证明的，他爱雕塑。

“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托尔斯泰

他的存在对于俄国的文坛来说，是一种救赎，被誉为‘俄国
革命的一面镜子’可见在整个俄国的发展上也有他的一席之
地。事实上，他对革命的支持并不是因为他出身贫苦，希望
借此改变自己的生活。相反的，出身贵族的他，在物质生活
上是充裕的，大可不必如此费周折。

我不懂他的文字，但我看得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贵族的厌
恶之情。他的刚硬无法适应这个日渐腐败的社会——纵使他



是得益者。幼年成了孤儿，他步入社会是很早的，按理说他
的身世，他的文学，应该成为一个天之骄子，可因为相貌，
他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与贵族、上流社会的周旋已经让托尔
斯泰心力交瘁。我们不能说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
这种想法代表的本质是托尔斯泰高尚的灵魂。

在文学中，在家族间，托尔斯泰彷徨了多年，终于在老年时
坚定了自己的追求与目标。毅然放弃家产的继承权，离开了
那个令人窒息的房子。虽然后来客死途中，但是他留下的一
篇篇不朽之作与抗争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或许我们无法于他们相提并论，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做到
不愧对自己，不愧对人生。在自己的生命里，留下绚烂的色
彩——哪怕只有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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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读后感篇二

火是伟大的，火烧赵家园，我没有忘记，爱国人士的一场大
火烧出了中国人的志气。爱国人士事迹读后感哪里有?以下是
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爱国人士故事读后感，给大家作
为参考，欢迎阅读!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推动
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进一步弘扬伟大的爱国
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对祖国最深厚、最高尚、最神圣的情感，
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



周年。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涌现
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从留下“可爱的中国”动人篇
章的方志敏到“”，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到“舍身
炸碉堡”的，从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到“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铁人王进喜，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新时期
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郑培民……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虽然
年代不同，事迹也不一样，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即：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生境界。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时
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最直接的
教材，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集中学习
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契机。通过开展
“双百”评选活动，大力颂扬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英
雄模范的崇高精神，能够在全社会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
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引导人们深刻理解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激发爱国精神，振
奋民族精神，把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转化为推动实际工作的
强大动力;能够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树立学习楷模，引导人
们见贤思齐，比学赶帮，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升境界，
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能够通过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回顾我们党的光
辉历史，通过光辉历史昭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引导人们增
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念和信心，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
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最近，我读了古代人民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他“精忠报
国”的故事使我深受感动。



岳飞从小就有立志从军，报效祖国的壮志，他的母亲在他背
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嘱咐他一身一世都要为国家
和民族的利益而奋勇杀敌，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也是这
样做的，虽然最后惨遭杀害，但他的爱国主义情深和光辉业
绩，深深的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而奸臣秦桧等人却被铸
成铁像，反剪双手，长跪于英雄墓前，被万世人民唾骂!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要以古今英雄为榜样，从小树立起
爱国主义精神。梁启超说：“少年强，则中国强。”虽然今
天的我们不需要经受战火的洗礼，不需要担心国土的沦陷，
但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为祖国的安
威，为祖国的建设，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陆游是我国南宋时期的爱国诗人。

他创作的大部分诗篇都跟抗击侵略者有关，或者是跟军营里
的艰苦生活有关，如：‘失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他的
爱国情怀是谁都无法比拟的，在他三十岁那年，参加了礼部
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名，但遭到了大奸臣秦桧
的打击，被除掉了姓名，但她并没有回信，他三十四岁那年，
当上了一个县官的属员，他又凭着才干担任了一个较大的官
职，可是官场险恶，他又被罢免回乡，他四十五岁那年投奔
了王炎旗下，努力为百姓做事，收复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因
南宋皇帝屈膝投降，陆游的愿望再一次破灭，当公元一千二
百一十年时，他已是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了，他一生爱国如
命在他去世前夕，用尽了全力写下了《示儿》这首诗，之后，
他就逝世了。

他的这种爱国精神，真是世间少有，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名人传读后感篇三

音乐，雕塑绘画、写作这三样毫无疑问可以说是艺术的代名



词。而罗曼·罗兰为沉醉与艺术的三人而写的传记，便可以
说是为艺术做传。

罗曼·罗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
家、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史学家。20世纪初，
罗兰有感于世风日趋颓糜，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
为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他把变革现实的希望
寄托于“英雄人物”的力量，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在这
些传记里，作者极力颂扬他们渴望自由、主持正义的精神，
赞美他们以造福人类为己任，为坚持真理和信仰而受苦受难
的钢铁般意志。

《名人传》是由《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
斯泰传》组成。传记里的三个人物，一个是音乐殿堂的璀璨
明星，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雕塑大师，一个是文学史
上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相对于他们不同的职业，有一点是相
同的：他们都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
为追求和表达艺术的完美和真谛，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罗
曼·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他所谓的英雄，不
是那些靠自己的武力征服世界的人而是用行动和思想影响和
改变世界的人。

“通过痛苦，得到欢乐”。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出身贫寒，
父亲是一个不聪明且酗酒的男高音歌手。用暴力迫使贝多芬
学习钢琴，母亲在贝多芬17岁时就去世了，使得他不得不挑
起家庭的重担。他凭着自己超乎寻常的毅力完成了大量脍炙
人口的作品。如：《月光奏鸣曲》、《第九交响乐》。等他
把自由、平等、博爱看做是自己的人生信条和奋斗目标。

“就像热离不开火一样，美也无法离开永恒;我赞颂一切来源
于它或是与之相似的东西”。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是一位
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但6岁时丧母，
被寄养在一个石匠家里，与雕刻结下了不解之缘。1520x年，
他在佛罗伦萨雕刻了《大卫》，是他无数心血的结晶。1520x



年为西斯廷教堂创作了壁画《创世纪》，历尽四年的时光。
米开朗琪罗一生创作了很多出色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成为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经常夜以继日、
废寝忘食的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艺术。他每一件作品
的诞生过程都是相当漫长的，他不在意自己作品的完成速度，
而是精益求精的对每一件作品倾尽心血。

“美与爱是生存的两大意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
斯泰，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史上夺目的里程
碑。1820x年出生在一个有名望的贵族世家，后来继承了爵位。
他两岁丧母，九岁丧父，由姑母监护长大，童年和少年时代
受过严格的贵族家庭教育。早期他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了自传
体三部曲。60年代初，他的创作进入高潮，完成了史诗性长
篇巨著《战争与和平》，70年代撰写了《安娜·卡列尼娜》。
1899年写成了长篇小说《复活》，可以说是作者一生思想和
艺术探索的总结。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哪怕多活一天也是
这世界的财富。

罗兰在《名人传》中，再现了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
透过种种浑浊的人生图景，褒贬人性的善恶，并揭示出蕴涵
其中的人类永恒的本质心理、生活哲理和价值观念。

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缺憾的艺术。书中的英雄人物身上有着一
种淳朴的毅力和坚强，或许也夹杂着一丝无奈与隐忍，但却
有一股力量——一股斗争与征服的力量。他们经历了无数的
艰难和挫折，仍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他们为了追求一种更
大的快乐，满足一种强烈的愿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生命的缺憾在于太过短暂，但英雄的人物即使死了，也会像
流星一样，用自己的光划破沉沉的夜空，在善良、仁慈、坚
持、美丽、不朽的追求中获得永生。

用生命凝练而成的艺术，渗透了飞蛾扑火般的生之激情，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有限的时间中追寻无限生存价值和意
义的信念。这种精神是一种悲壮的激情，是一首以热血和生



命高唱着的撼人心弦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
在静静的聆听，历史也在无尽苍穹中微笑。

我想，艺术品之所以从历史长河中踏浪而来，跨时间跨地点
点燃无数充满激情的热血之心，是因为它们蕴含了作者的灵
魂。为艺术而生的灵魂，将随着这些艺术品用行动和思想影
响和改变世界，继续为这世界歌唱。余音绕梁，永垂不朽。

名人传读后感与心得体会4

名人传读后感篇四

《名人传》由法国着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组成。传记里的三人，
一位是音乐家，一位是雕塑家兼画家，还有一位是小说家。
三部传记分别记述了三位伟人的成长历程，着重记载了三位
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
表现出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

在《贝多芬传》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贝多芬的经历。贝多芬
从小就是个音乐天才，他的天分很早就被他的父亲发现了，
不幸的是，贝多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他天天
让贝多芬练琴，不顾及他的心情，一个劲儿的培训他，有时
甚至把贝多芬和一把小提琴一起放进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一
关就是一整天，用暴力逼他学音乐。贝多芬的童年是十分悲
惨的，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变成了挥
霍的酒鬼。这些不幸一起压到了贝多芬的头上，在他心中刻
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因此导致他的脾气暴躁而古怪。但是贝
多芬没有因此而沉沦，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
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中去了。由于他的天分和勤奋，很快地
他就成名了。当他沉醉在音乐给他带来的幸福当中时，不幸
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耳朵聋了。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最



重要的莫过于耳朵，而像贝多芬这样以音乐为生的大音乐家，
却聋了耳朵，这个打击是常人所接受不了的。但最终，贝多
芬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有着超凡的毅力和奋斗精神。面
对困难，他丝毫无惧。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贝多芬因为脾
气古怪，没有人愿意与他做朋友，所以，他面对困难，只能
单枪匹马，奋力应战。虽然很孤独，却学会了别人学不到的
东西：只要给自己无限的勇气，再可怕的敌人也可以打败。

米开朗琪罗似乎就要比贝多芬幸运得多，他不残疾，也不贫
穷，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市民家庭，从小贵族教育，有文化素
养和艺术功底，但他在精神上却比贝多芬遭受了更大的折磨。
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族侵略，土地被侵占却无能为
力，他与贝多芬同样孤独一生，他的家族从未给过他任何温
暖与安慰，只是在他身上谋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和陷害，
，更悲惨的是，他所处的环境与奴隶没两样。贝多芬从精神
上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任何喜欢的事，米开朗琪罗却并不自
由，他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不为教皇们服务。唯一
幸运的是，教皇还承认他的天赋，并且不止一次的保护他的
艺术成就不遭破坏，却剥削了他的自由，拿他当牛马使唤，
他一辈子都像拉磨的驴一样拴在教皇的磨坊里，七十余岁的
高龄还得爬上脚手架作画。但倘若我们抛开他后来的经历，
我们会发现，米开朗琪罗的境遇还是很好的，教皇赏识他，
如果他以此为荣，努力为教皇工作，相信他后来的生活也一
定不错，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说明他追求的并不是荣华富贵，
那他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尊严与意志！米开朗琪罗的本质性
格是骄傲自信而且固执的，只是他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
光宗耀祖思想和“长子”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屈服于教皇，
最终无法实现他的理想，痛苦一生。

而托尔斯泰就与这两人的境遇完全不同了，他从小在名门贵
族长大，地位优越，无忧无虑，亦不会像米开朗琪罗和贝多
芬那样终身忙碌，身体健康，有着幸福的家庭，有着的文学
天赋，在别人看来，是非常的完美，是一个标准的“富二
代”，但他的忧虑和痛苦正是由此而生。他厌倦了优越的环



境，藐视拥一切，包括的文学声誉。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
可思议的！荣华富贵，不要！功名利禄，不要！他渴慕的是
生命的真谛，于是他用毕生的精力去求索和探寻。他所拥有
的幸福感竟成了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只是平庸的亦心安
理得的享受他所拥有的一切，烦恼是不会在他的身上体现的，
正是对真理的追求和不肯虚度年华的精神才使他的烦恼接踵
而来。

三位名人都有着艰苦的经历，他们或由病痛的折磨，或由遭
遇的悲惨，或由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
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之所以能坚
持下来，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与信心。

罗曼·罗兰将这三位天才艺术家称为“英雄”。这英雄，只
不过是“人类的公仆”，只是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之所以
伟大，是因为能倾心为公众服务。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学
习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品质，像他们一样，为公众服务！

初二:许生

上一篇：《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下一篇：那，旖旎梦

名人传读后感篇五

《名人传》给我们一种升华，使我们所在告别崇高、自甘平
庸社会中我们的心灵也上升为一种崇高。

贝多芬说过：“唯其痛苦，才有欢乐。”这句话，已成为了
我的座右铭。当我生命中的暴风雨来临时，以前的我总会找
借口避开，而现在的我却能坦然面对，我会说“让暴风雨来
的更猛烈些吧!”九年级的鼓声渐渐敲响了，我知道九年级学
生的痛苦：多的是成堆的教辅书，少的是让人轻松快乐



的“复课书”;多的是无忧无虑，少的是轻松;多的是学习，
少的是欢乐……从进入初中的那一刻，我就深知这些痛苦，
所以曾经的我不断地躲避它，为的是不受伤害，但最终都会
伤害累累。现在，我会直视困难，我不能害怕痛苦。因为痛
苦阴霾后，就有欢乐的彩虹。我会把我的座右铭当作我的旗
帜，让它伴我在成长的道路上能够翱翔。哪个成功不经历磨
难?可正因为磨难，才可以坚守痛苦，最终才迎来了云开雾散，
催开了成功之花。人生在于低谷处的磨练，所以要好好珍惜
这些磨练的机会，因为这正是上帝在你弯曲的充满荆棘的路
上沿途放上金钥匙，能够走完这条小路的，就能得到足够的
钥匙，上帝便会让你用金钥匙打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的
大门。

《名人传》这本书让我学会直视痛苦，坦然地面对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