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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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读后感篇一

——题记

命运，一个令人畏惧的词，一个让人听了就不得不顺从的词。
然而，他，竟能在被命运戏弄的情况下，顽强反抗，牢牢地
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他，就是贝多芬。

贝多芬大家应该不陌生，他是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创作了许
多乐曲，如《英雄》《命运》等，他也是在《名人传》中，
我比较钦佩的一个人。

不，他8岁便开始登台演出；19岁时，他弹奏的钢琴声迷倒了
一大片人；26岁时，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他以那绝高的
天赋，坚持不懈的毅力名声大噪，但就在贝多芬正值青年的
时候，命运并没有放过他，而是把不幸降临到了他身上。

贝多芬也感觉到了这不幸。

他知道，他将失去听觉，而失去听觉，对于一个天赋绝伦，
正值青春的音乐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将听不到美
妙的乐曲，听不到春天万物复生时的声音，他将会退出乐坛！

起初，贝多芬也绝望过，因为之前的他做过不知多少尝试。



他去找医生，抹药膏，可医生已无能为力，药也丝毫不起作
用，不难想象，贝多芬是多么绝望。他想从此不弹钢琴，可
他天生就是为音乐而生的呀，他怎么能放弃。经过一番深思
熟虑，他决定重新站起来，他要与命运搏斗，他要用音乐扼
住命运的咽喉！

于是，一个全新的贝多芬诞生了！他变得无比坚强，此后创
作的乐曲，无一不是英雄对命运的抗争。他在演奏台上用心
灵感受乐符，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叹！现在贝多芬虽然已经死
了，但他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动人心弦的乐曲，还给世
人留下了永垂不朽、无比自励的灵魂。

假如命运戏弄了你，不要悲伤，不要着急，只要你有坚强自
励的人格，那么请像贝多芬那样，用坚强、坚持、坚信，去
扼住命运的咽喉！

历史人物读后感篇二

贝多芬，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
家之一，他所创作的《第九交响曲》，是乐坛的巅峰之作，
使人们听了之后，无不赞叹的歌曲。但是，自从我读了《贝
多芬传》这本书之后，我认识到，不只是贝多芬的歌曲令我
们赞扬，更为可贵的是，他那坚持不懈的精神。

《贝多芬传》从贝多芬不幸的童年开始，详述了贝多芬坎坷
多难的一生。贝多芬出生于德国一个平民家庭，父亲管教严
厉。由于天生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贝多芬从8岁起就登台演
出。成年后，贝多芬风华正茂。然而，厄运突然从天而降，
他的双耳失聪了！但坚强地贝多芬经受住打击，最终战胜了
不幸。

贝多芬，多少人在赞颂他！他是音乐家最杰出的榜样，他是
音乐艺术中最英勇的一股力量，他是受苦不屈的人们最真挚
的朋友！尽管他处在一个无声的世界中，可他却能谱写出一



个又一个悦耳动听的音符，演奏出一首又一首令人歌颂的生
命乐章！

当我们在与命运作斗争时稍感疲倦时，但在他信念和意志的
鼓励下，我们又重新振作起来。贝多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具
有强大感染力的勇气，是无人能敌的，是命运也不可抵抗的！

贝多芬，一个耳聋的音乐家，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一个用
痛苦换来欢乐的英雄！

一生备受疾病、贫困和情感折磨的贝多芬，一直在不断与命
运抗争，保持着对音乐的激情。他不是知难而退，而是越挫
越勇！他用自己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命运！

有哪种胜利能与贝多芬的这场胜利相比？这种胜利是用精神
力量换来的！是不同凡响的！一个穷困潦倒、残疾而孤独的
人，一个世界从未给予过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并奉献给了
全世界！他用自己的苦难锻造了欢乐，地球没有他照样转，
但就是因为有了他才转得更加美丽。

此时此刻，我有千万句话想对他说，但却只有一句话能够概
括他的一生，这句话今天已经成了一切勇敢者的座右
铭：“唯其痛苦，才有欢乐！”

贝多芬以自己的人生历程证明了坚强的意志在人生中的重要
性：人只有具备坚强的意志，才能经受住厄运的打击，才能
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度列夫托尔斯泰有感

俗话说的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正应了文中
的“什么？就这么个侏儒！这么个小巧玲珑的家伙，难道真
的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吗？”



极其平凡中流露出的不平凡，在这位仁者、智者身上完全体
现出来了。年轻时候，令人生畏，但老年时候却——善良、
柔和、纯洁、返老还童般。

列夫·托尔斯泰的那富有千变万化情感的一双眼睛，使他具
有了无人能及的非凡洞察力。但是，他眼睛里所射出的眼光，
如“枪弹穿透了伪装的甲胄，它像金刚刀切开了玻璃”。多
么锋利，多么犀利，多么令人生畏的目光啊。

一个富裕贵人——列夫·托尔斯泰，他完全是为了穷苦人民
而说话的，而对他现今的生活的不满意。正是他的仁义之心
的体现。他还是一个令人尊敬景仰的世界文豪，他的智当然
也同样在闪闪发光。

从列夫身上学到了不要因周围的事物、条件、环境而放弃自
己的意见，要产生自己的条件，用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去改变，
最终，将会滴水穿石。对“人不可貌相”有了跟深一步的了
解，时间最终会让你了解得更深，“人心隔肚皮，日久见人
心。不要被表面所诱惑，不要被花言巧语糊弄，不要被溜须
拍马所迷惑。要心美，不要心恶，害人终害己。

我们要用自己的那双雪亮的眼睛去发现，以列夫·托尔斯泰为
“竞争对手”，学习其仁，学习其智，以及那“无坚不摧，
无可披靡”的犀利目光。让世界无邪无恶，只有真、善、美。

历史人物读后感篇三

----读《林徽因传》有感

她是中国第一代女性建筑学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参与者，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设计者之一，是传统景泰蓝工艺的拯救者，她是一个聪慧
的女子，让徐志摩怀想了一生，让梁思成宠爱了一生，让金
岳霖默默地记挂了一生，更让世间形色男子仰慕一生。她，



就是林徽因。

在今天，一代才女林徽因依然拥有众多追随者。不同于张爱
玲的以文字立身，对林徽因来说，则是以身世个性传奇。她
身世氛围，更多的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流逝的时光
之水也冲洗不掉她的传世风化，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寻。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
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
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
质。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由于徐
志摩的文学引领，她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是才华横溢
的女作家。以她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第一流文
化学者，而她就是一个高级文化沙龙的女主人。她是建筑史
中研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赶图设计新房舍。
她骡子骑得，鸡毛小店住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她不顾
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在荒寺古庙，
危梁斗拱中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

她还是三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一个是与徐志摩共同
出演的青春感伤片，浪漫诗人对她痴狂，并开中国现代离婚
之先河；一个是和梁思成这个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恋正剧，
建筑学家丈夫视她为不可或缺的事业伴侣和灵感的源泉；另
外，还是一个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场，逻辑学家金
岳霖因她不婚，用大半生的时间“逐林而居”，将单恋与怀
念持续终生。可想而知，她确实是一位倾倒众生的佳人。在
她身后，似乎还真难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
性。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可以如夏花一样绚烂，死若秋叶一
样静美，林徽因做到了，她这一世应该算不长不短，相比长
寿者来说，虽然有些许缺憾。但她一生华美，比起庸碌的凡
人，当是无悔了，她活着的时候喜欢被人簇拥着，在热闹中
度过每一天。死后则想独自与春天留下最后一个约会。她像
青鸟一样倦而知返，在月色还没有散去的晨晓离去。有人说，



林徽因的一生就像一出戏，虽没有大起大落，却也一波三折。
那些来往于她生命中的过客，在戏台上出将入相，忙碌不堪
人物性格。也有人说，林徽因的一生本就是一本美丽的诗集，
在人间四月写着青春的赞歌。还有人说，林徽因的一生就像
是一锅小米粥，用时间的炉火慢慢熬煮，越久越香。千万个
人心中，就有千万个林徽因，所以对于她的人物性格，以及
心情故事，有所争执亦属平常。就像久远的历史，早已在岁
月的风尘中销声匿迹，我们也只能凭借一些书籍典故来探看
模糊不清的昨天，这让我想起了昙花，总是选择在暮色时分
开放，开时极其绚烂，仿佛要在瞬间将一生的美丽都释放。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花开只有今宵，难见明日。所谓昙花一
现，赏花之人打个盹儿，便错过了那个绽放的过程，极致之
后是惨淡的消退。林徽因是那束昙花么？年轻的时候她是朵
白莲，在月光下独自清雅，如今被岁月打理过得容颜不复当
年。她选择做一朵昙花，灿烂得开过便作罢。林徽因是真正
的才女，她在设计方面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超凡的见解。她的
成就，一半是缘于她的努力，然而更多的则是她骨子里的灵
性。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所设计的作品，都离不开那份灵
逸。所以与林徽因相关的事物我们无需深入探寻，便会生出
一见如故之感。她优雅的气韵，斐然的才情似一缕春风拂过
每个人的心田，清新，温和，柔美又生动。

历史人物读后感篇四

一直以来，女儿弹琴的乐趣主要来自于学起来不太费劲，还
经常被老师表扬。她真正感受到古典音乐本身的魅力，还是
在开始演奏级的学习之后。

去年年底结束八级的学习后，老师布置了一首演奏级曲子给
女儿——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悲怆》。这首曲子的名字早
已如雷贯耳，加上在之前的师生音乐会上，也有学双排键的
小朋友表演过《悲怆第三乐章》，女儿不禁跃跃欲试。

开始练习之前，女儿习惯先听一下其他钢琴家弹的音频，边



听边过了一遍谱子。待听完全部三个乐章后，女儿直
呼：“太好听了！可是也太难了！”我说：“实在现在能力
达不到就先放放。”女儿却不肯，因为她一下子被这首曲子
迷住了。通过自己的手将它在琴上表现出来，成了她接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的热切的愿望。

那段时间，女儿真是着魔了一般。以前放学回到家，女儿先
吃吃喝喝，补充一下能量再开始写作业。现在是在学校时，
利用各种空闲争分夺秒写作业，课间都不休息。回到家书包
一放，就直奔钢琴而去，一弹一两个小时，一个小节一个小
节地啃。

在女儿每天的琴声的耳濡目染下，我对这首曲子也渐渐熟悉
了起来。女儿休息时，我和她分享自己听曲的感受：“听了
这首曲子，再和之前你弹的八级曲子一对比，就觉得以前的
曲子单薄单调了，以前的曲子像小溪、池塘，这首曲子像大
江、大海，气势宏大、层次丰富、音域宽广。”女儿也很赞
同，她的表达很直白：“弹了这首，之前的都觉得弹得没意
思了。”

这首曲子给女儿的一大挑战是有不少手指跨度大的部分，而
女儿的手比较小，整个手掌几乎要平趴在琴键上才能勉强够
到。即便如此，女儿不肯放弃，依然坚持不懈地练习。每次
上课，老师都会指出一堆问题，回到家来她就一遍遍地练呀、
改呀，手指尖都有点裂开了也不罢休。

晚上睡前聊天，女儿的主要话题就是今天练哪个小节，她练
了多少遍，还是不好听或者总算好听点了。还有一次，女儿
和我说：“妈妈，我还会在脑子里练琴。那段下行音阶我总
是断，我就在脑子里一遍遍想象着我不断地弹下来，还真挺
管用呢，今天就有几次没断了。”我听了，感慨万千地
说：“这就是贝多芬的魅力啊！能让你这么不辞辛苦、绞尽
脑汁，还甘之如饴！”



这期间女儿还用她练习悲怆的过程作为素材写了一篇老师布
置的作文。她在如何用语言描述这首曲子的时候，遇到了困
难。她说：“我知道这首曲子的各个地方需要的音乐表情，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表达出来。”我说罗曼·罗兰已经
描写过了。

我翻出《约翰·克里斯多夫》，给她看这段话：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
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
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挺住，好似有
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地透入
了他的内心，使他的肢体和灵魂尽量膨胀，变得硕大无朋。
他顶天立地地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
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
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
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多好！坚强而能受
苦又多好......

我问女儿：“这不就是第一乐章刚开始的那种情绪吗？”女
儿很受启发，用自己的话结合对曲子的理解顺利完成了这一
部分。

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所有的经典作品都在带领着我们，一
路披荆斩棘，去往那至高至真至善之境。

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最深澈的享受。

历史人物读后感篇五

《三国演义》中，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有武艺高但
又自负傲慢的关云长，绝顶聪明似乎无所不能诸葛孔明，阴
险狡诈却又狡猾的董卓，志向远大而又知人善任的孙仲谋等。
我但最是??。我但最是??当然是忠厚憨实得关云长了。



关羽为什么使我着迷，当然是关羽玉树临风，英俊萧晒，重
情重义，勇敢坚强的关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羽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两颗炯炯有神的眼睛，镶嵌在扁
长的脸颊上，一个柳叶似的眉毛，贴在眼睛上面，耳朵赤红
赤红的，他的双臂挥舞宝剑，真有绅士的感觉，而且一生气
脸就会赤红赤红的，你一定听入迷了吧，那就听我继续讲下
去。

关羽很勇敢，我相信你也提过一个故事吧;关于在战场是为了
救一个伙伴自己中了一根毒箭，毒气逼人所以他去请华佗来
治疗。华佗说：“需要把肉割掉，把骨头刮一刮”，于是他
又说：“会很疼的”。关羽说却说：“我不怕!”说着，他伸
左手出，又叫人找了一个棋盘，叫军师同他一起下棋，棋刚
开始，华佗的刮骨疗伤也开始了。关羽一边下着棋一边忍受
着莫大的痛苦，有时还会流出汗来，眉毛就会皱起来让让人
忍不惨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