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格列佛游记读书读后感 格列佛游
记读书心得(优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格列佛游记读书读后感篇一

不论是不是真正读过，大概谁都知道《格列佛游记》是一本
世界名著。或许对我们而言，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名字远不
如莎士比亚、莫泊桑、高尔基来得响亮，但“小人
国”、“大人国”、“飞行岛”的故事却可以说事家喻户晓。
神奇的想象，夸张的手段，寓言的笔法固然是一般儿童读物
普遍的特点，但《格列佛游记》是以杰出的讽刺而垂名世界
文学史的，而斯威夫特的大名，至少在英国讽刺作家中，至
今仍罕有其匹。作者通过对格列佛和各国国王之间的答辩，
毫不留情地斥责了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旨在告诫人们懂得
感恩，懂得知足，不要得寸进尺，不破坏社会平衡。《格列
佛游记》一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卷为利立浦特（小人国），
第二卷写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游记。第四卷先于第三卷，
为慧骃国游记。第三卷比较松散，铺的面比较开，以勒皮他
（飞岛）游记为主，兼及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锥
和日本四个地方的游记。不论从正面颂，还是从反面讽，斯
威夫特的情感和思想在四个部分中都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
不留情面地对十八世纪前半旗的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
尤其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无聊、荒淫、贪婪、自大等
作痛快淋漓的鞭挞。这种批判和鞭挞的声音在第四卷慧骃国
游记中甚至达到了凶野暴烈的程度，批判和鞭挞的范围也似
乎要超越十八世纪初期的英国，而将矛头直接指向罪孽深重、
愚蠢肮脏、毫无理性的整个人类。



不少批评家指责斯威夫特对人类只有憎厌，事实上，并非所
有人都是斯心目中的“野胡”，但在批评斯的同时，是否也
该反思自己，我们在日益进步的同时，人格进步了吗？懂得
知足了吗？懂得尺度吗？学会感谢安宁而幸福的生活的来源，
学会珍惜，整个社会才可进步。在本作中，主人公格列佛已
不知不觉成了全人类的代表，有着人类普遍的习气、思想，
记得他在第二卷中说过一段大赞大英帝国的话：“我那高贵
的祖国文武都堪称霸主，它可使法国遭灾，它是欧洲的仲裁
人，是美德、虔诚、荣誉和真理的中心……”这些骄人的功
绩却被“大人国”国王痛斥为“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
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
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恶"的恶果。”要是在21世纪，恐
怕格列佛又要大赞美国金融、英国bp和这日趋恶化的气候吧！
想想真是可笑，那些外表看起来堂皇、傲人的功绩，却要等
有了灾难才可揭去华而不实的外表，露出丑陋的内在。

我不是个厌世主义者，但我知道，斯威夫特如此憎厌人类，
无非是想起到一个刺激的效果，让人们能重视他，重视他的
良苦用心，知道如何本分地生活在这个世道上，时常怀着一
颗感恩的心吧，感谢现在安宁而幸福的生活，这样社会才能
稳定而和谐地进步，人类才可进步。

格列佛游记读书读后感篇二

随着勇士成长的同时，也为我的成长之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成名作，小说
是笛福根据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经历创作。这部作品
主要描写了主人公鲁滨逊在数次航海中历经磨难，在一个荒
岛上通过自己与自然的抗争成功度过28年的时光，并最终获
救回到英国的故事。小说赞扬了人类在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
中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精神，成为风靡世界的
一部优秀文学作品。



小说主人公鲁滨逊从小对航海就有极大的爱好，他没有听从
父亲的劝告，执意选择了航海。在一次又一次的旅途中，他
遭受了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故，幸运的是，最后他都有惊无险，
成功返航。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与磨难并没有浇灭他内
心对航海的狂热火焰，反而诱惑他开始了新的航行。可是这
一次，鲁滨逊又一次遭遇了重大事故，来到了一座荒无人烟
的小岛上。

面对岛上的恶劣环境，鲁滨逊通过搬运大船上的物品以及自
己的创造，与大自然进行勇敢的抗争，逐渐克服了一个个困
难。在一次土著人之间的战争中，他还解救了一名土著
人——“星期五”，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仆人。后来，有一艘
英国船在荒岛附近抛锚，主人公鲁滨逊便成功获救，返回英
国。

初读《鲁滨逊漂流记》，我体会到了小说主人公对航海挑战
自我的渴望和勇于同大自然抗争的精神;再读《鲁滨逊漂流
记》，我看到了那一时期英国殖民者在小说中的影子;三读
《鲁滨逊漂流记》，我已学会不再单纯地从一个角度来评价
一个人物或一部作品，而是学着从中发掘更多能够给自己带
来启示的东西。而这一次，我学会了感恩。

在一次又一次的.航海途中，每当一切化险为夷，鲁滨逊都会
感谢上帝，感谢他对自己的眷顾。当他流落到荒岛时，每天
晚上他都会做祷告，感谢上帝赐予他的一切。也许，就是这
种对上帝的感恩，使他撑到了最后。

谆教诲，为自己的道路指明正确的方向;感恩朋友，感谢他们
对自己的劝慰鼓励，为自己的土地增添艳丽芬芳;感恩生活，
感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片傲游的海洋!

格列佛游记读书读后感篇三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听父母讲小人国和大人国的



故事。当时，我津津有味地蜂拥而至。当我长大后，我读了
格勒佛游记，再次接触到了“成人国”和“小人国”，但这
一次，这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这本书讲述了1699年外科医生格列佛在南太平洋航行的故事。
不幸的是，他中途遇险。格列佛死里逃生，漂到海岸上。当
他醒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被一根细绳子绑住了，周围都
是比他小十二倍的“恶棍”。原来他来到了小人国。后来，
他看到了一个20米高的“成年人”，一个能召唤鬼魂的“巫
人”，一个丑陋自私的“耶胡”，一个聪明高贵的“慧
胡”……这些新奇的故事从各个角度对当时英国混乱的朝纲
进行了批评和讽刺。

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忍、愤怒、疯狂、怨恨、嫉妒、
阴险和野心让我重新认识到人性邪恶的一面。人们为了利益
和自己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嫉妒占据了小人国大臣的心，
所以一些莫须有的罪行被强加给了主人公。这不仅让主人公
心寒，也让我们生气。就是这样一个小人国，其内部的腐朽
和战争，总有一天会毁灭自己。

成人国的和平与幸福反映了英国的腐朽。虽然主人的攻击力
放松了对英国的.赞扬，但成年人仍然无言以对地问他——毕
竟，这是事实！他用自己可怜的小金币取悦那里的巨人；他
用刀舞剑，展示自己的勇气；他与女王宠爱的侏儒发生了冲
突和斗争。但他讨好保护人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
他随时都可能受到任何外力的伤害。这显示了英国人的虚荣
心和阴险。

慧马国，他遇到的不是人，而是马，却衬托出英国人的无知。

为什么人性的弱点再次暴露，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因为人知
道的太多，所以失去的更多。



格列佛游记读书读后感篇四

斯威夫特在此勾画了一个理想国。那里没有恶的行为，我想
是有原因的，有时只能是供人取乐，是高跟党将得势，供人
取乐，这是他的生存价值;这么说来，中国人喜欢用十二生肖，
比起来，坚决认为活人应该南北方向睡，还是小人国的人比
较聪明，然后孤苦而逝。唉，可叹，勤劳，婚姻由父母做主，
除生儿育女需要外无性欲，贵族世袭;如果还堕落，所以他在
激动中写完智马国，又开始着手写新的一卷，那么就再小十
二分之一，成了小人国居民，只好靠在绳子上的舞技高低来
决定官场人选。这个十二比一，只能描写畸形人了。斯威夫
特对腐儒们埋头苦思很瞧不起，让他骑在自己的奶头上玩儿。
斯威夫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斯威夫特似乎把人类社会摆在了大人国和小人国之间。远古
时的巨人国是最好的，后来因为堕落，这时就是我们人类了，
相当于看了一次心理医生。这风俗曾经让我窃笑不已，那么
活人的姿势只要与死人不同，就不会惹起迷信者的流言。

小人国的人写字是从一角斜向另一角，这个创意也很绝。的
确。但是这种抽象太空，太浮，飞岛，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因为她们身上的斑点被放大了，自己的眼睛像显微镜一样;而
且她们身上的气味太熏人，即飞岛等国，所以才讽之，还是
问候太阳可爱些。

飞岛上的人，头都是歪的，两只眼睛一只看前一只看天。不
难看出，在这里，斯威夫特仍没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仍
只是个人类而已，他的理想国是抽象的另一种人类社会，需
要仆人随时用气囊击打耳朵和嘴巴，提醒他们倾听和说话。
斯威夫特的讽刺，在这里有点走形，好像对人类余怒未消，
又像是江郎即将才尽，描写完小人和大人，有少数民族以脖
子的长度来判断谁最漂亮性感，钱钟书说这个社会也让人吃
饭，只不过不让人用自己的本领吃饭，甚至没有恶的观念;理
性至上，以开会民主讨论的形式决定一切大事;智马们好运动，



十二年为一循环。表面上自然而然的东西，其实是在一切必
要条件已然具备的.情况下才自然而然地发展着。苹果落地并
不是必然的，还把格列佛剥个精光，讨厌战争，对制造火药
杀人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可惜这建议一直没有用上的机会。
比较起来，阿拉伯人可以从右到左，中国人可以从上到下，
卡斯卡考人可以从下向上，小人国当然可以从一角写到另一
角，呵呵，虱子嘴像猪嘴，蜜蜂有鸟儿大，对人类社会各种
不公平制度的诘责，也没有看透人类社会政治形式的本质，
所以对现实深深失望后，的确是两个很有意思的领域，不知
是否斯威夫特对此二者均不擅长，斯威夫特求仕不顺，于是
五十多岁愤而写就此书，决定党派，这个讽喻也很好玩，还
有十岁男孩抢格列佛玩，以平衡一下心理，欧洲人可以从左
到右。飞岛人早上起来。弱者以踩踏更弱者来获得心理平衡
和自信，这条丑恶的法则一直伴着我们，不是吗。听说，不
过按写作时间看，这一卷写于“飞岛”之前，故先说说吧。

格列佛游记读书读后感篇五

元旦三天假期，本来很高兴的，可以好好出去玩下了，可是
天不遂人意，放了三天假就下了三天雨，哪里也去不成了，
所以索性在家看书了，拉开抽屉，上次新买的书格列佛游记
还没有看，这下正好。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是江奈生·斯威福特，是英国十八世
纪前期最优秀的讽刺家、作家和政论家。《格列佛游记》写
的是一名医生，名叫格列佛，他曾去过许多与世隔绝的地方。
在小人国里，他成了庞然大物，刀枪不入，一连吞几十头黄
牛仍填不饱肚子;在巨人国里，他变成了巨人们的玩偶，被玩
弄于手掌间，并与苍蝇和蜂子展开斗争;后来，他来到神秘的
飞岛国，这里的人利用岛下部的天然磁铁和海底下磁铁的力
量，随心所欲地移动，这同时也是一个可随时传唤鬼魂对话、
专门搞些莫名其妙研究的离奇国家;还有令人深感汗颜的慧骃
国，在这个人马颠倒的世界里，度过三年奇妙的生活并经过
多次冒险，回到英国的经历。



这本书读来让人爱不释手。作者的想象，作者的文采，都令
人拍案叫绝。可是，这只是表面的局部特征;尖锐深邃的讽刺
才是其灵魂。《格列佛游记》中的讽刺是一把多刃的利剑，
首当其冲被评点和挖苦的，即是当日之英国。那时，英国政
府专制黑暗，目中无人。人们都奢侈浪费或贪婪无厌。富人
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
千比一。因此人民大多过着悲惨的生活，斯威福特看到上上
下下的人都如此心甘情愿的被金钱所奴役驱使，不由要对人
的本性生疑。

小说第二卷更是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英国。格列佛长篇大论的
向大人国国君介绍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以及种种为国
家为自己"挣面子"的事。不过，用大人国的眼光看，英国是
利立浦特般的蕞尔小国，它的历史充斥着贪婪、党争、伪善、
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
所产生的`恶果。

斯威福特的讽刺还横扫了英国社会其他许多重要方面。如：
第三卷里对拉格多科学院人士描写是直接针对英国皇室学会
的，表达了对现代科技的种种忧虑;有关勒皮他飞岛一段则影
射英国对爱尔兰的剥削压迫。总之，在十八世纪早期，秩序
更替、工商繁荣、物欲张扬、政界腐败、党争激烈及对外扩
张等构成了英国生活的主旋律;而斯威福特则敏锐抓住了时代
的特点和弊病，痛下针砭。

这部小说不但抨击社会现状，还有意识地模仿了某些语言和
文体。格列佛在抄下"领土广被"一语后，还在括号里不动声
色地解释道："周界约十二英里"。他似乎并无评论，只是在
忠实客观地为我们解释利立蒲特的尺度。然而，随着这句解
释，那"直抵地球四极"的无边领土就陡然缩为周长不过十余
英里的弹丸之地，讽刺锋芒脱影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