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歌德文集读后感 高中生歌德谈话录
读后感(精选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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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文集读后感篇一

哈哈，前往歌德世界的特快专列再一次停靠在了我们的校讯
通车站！作为本次旅行的导游，就由我带领大家继续探索吧。

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我们会了解到这本书的特点。首先它
像一本生活的教科书，可以教会你很多东西。歌德在里面讲
述了一些创作文学作品的方法，这些方法弥足珍贵，虽然记
录和讲述它们的人早已消失在几百年之前的岁月里，但它们
是经得起是时间考验的。这真的就是一本最好的作文书。

这本书不光教你写作文，还有很多东西。它折射了歌德的特
点——多才多艺，知识丰富，因此这本书囊括了诗歌、戏剧、
画、雕刻等众多内容，此外还有哲学等更加深奥的东西。我
们不得不佩服歌德了：他怎么懂那么多呢！这就像是一部百
科全书，不仅讲述做人的道理，写作的方法，连医学、化学
都有所涉猎。看来歌德天赋过人真不是白吹的啊！

这本书是分为一条一条的，每天的日期都标得清清楚楚。语
言短小精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很多名言都可以拿来当座
右铭。它和《论语》的性质不是一样的吗？同样是伟大的圣
人，被崇敬他们的人记录下他们的一言一行，整理成册，公
布于世，为后人所瞻仰。如果可以的话，《论语》也可以改成
《孔子谈话录》吧！呵呵。



这本书……算了，东西太多了，况且我读的`还是简略的版本，
真不知道原著的《歌德谈话录》，语言和知识容量会多么惊
人！那就给大家概括一下吧。

首先，这本书里提到了写作的方法，对年轻的作家的一些忠告
（我相信它们能让许多年轻人少走弯路，这也正是这本书的
伟大之处）。然后，就是对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各个学科、
领域的言论，接着是对政治发表意见，还有历史、某一个著
名的人物、自己的好友评论，等等。从这些当中，你会学到
很多东西的（相信我，没错的！）

介绍就到这里啦，下面大家自由行动吧！

歌德文集读后感篇二

《歌德谈话录》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歌德，他是18世纪到19世
纪德国和欧洲最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和思想家。他也创作了
许多戏剧、诗歌、小说，同时，他也在文艺理论、哲学历史
学和造型设计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歌德在当时的世界文
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本书中主要写了歌德对莎士比亚、拜伦、雨果、司汤达等
诗人的细致评价，以及他对文艺、美学、自然科学思想等方
面的见解。我们应该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艾克曼，是他用自己
的辛苦劳动描写出这些精彩的论述和对白以及这位伟人的一
言一行。

这本书中充满了一位智者对另一位智者的评价，这些评价有
的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有的给人很大的启发，有的让
人茅塞顿开。歌德那些闪耀着智慧的话语，就像是圣水一样
洗礼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精神得到解放提升。

歌德这位智者不像其他人，他不是一个会盲目随大流的人，
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原则，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整本书里。比



如下面这句话：“不是只有以刀枪上阵才是爱国，文人还可
以以思想、作品启迪人民的思想心智，这也是一种爱国的行
动，和上阵杀敌的将军是一样的。＂在哥德看来，一个诗人
不应该有任何狭义的想法，真正的诗人应该爱护国家和人民。
歌德也是一个崇尚和平，讨厌暴力的人。他认为“为了得到
一些好的东西而以毁灭同等数量的好东西为代价”是不可取
的，甚至是野蛮的、无耻的。他的这种观点在这本书中也得
到了充分的表明。

阅读此书能为你带来一场心灵的盛宴，灵魂的洗礼。歌德的
一些话录值得我们每个人铭记于心，它能指引我们发现人生
的真正意义。

歌德文集读后感篇三

《歌德谈话录》经过几个月断断续续的读，总算读完了。

这本书购于天津，那是1983年。没想到读完它却是十年之后
的事情了。然而，十年后还能让人这样有兴趣地读下来，本
身就证明了它的价值。

其实还不止于此。要知道歌德已去世一个半世纪还多，他的
言论能够流传下来，并能给人们以启迪，的确是他留给人类
的宝贵遗产。

在读的过程中，见到一些至理名言和我认为极为深刻的东西，
我就用笔画上记号。有的是对人生的见解，更多的是关于文
艺创作方面的。特别是关于诗的思维和创作。也是因为我对
这方面特感兴趣。

读这本书，研究歌德有用。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
不能说他谈的一切都是真理。但从我的感觉，却是到处都有
着闪光点。这些闪光点是他集多年的思维探索的结晶。



我们往往从伟人的一句普通话悟出一个道理，正说明他的这
句普通话是经过多年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只是不是以刻意的
形式表现罢了。

收获很大，不一一列举了。

有时间还可以读，还会有新的收获。

这个谈话录是德国艾克曼辑录的，我国美学家朱光潜译的，
主要是关于艺术方面的谈话。

歌德文集读后感篇四

在上周六的时候，叔叔带我读了一本德国作家的经典作品。
这本作品的名字叫做《歌德谈话录》，这主要讲述了哥德这
位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时候的一些言行举止和表达的思想，
虽然说这本书并不是歌德所写的，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
以看到歌德那无处不在的魅力。对于德国来说尤其是在文坛
方向，歌德从来都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其实我一开始对这
些并不是很懂，我的叔叔非常喜欢文学而且对西方文学有着
很深的见识。

他告诉我歌德是德国的古典主义文学的领先人物，其实从谈
话录的内容里面就可以看到歌德说的话都会具有很深刻的哲
学思想。在欧洲好像每个国家都喜欢不同的主义文学，比如
说法国人喜欢浪漫主义，即使到现在我们也都知道法国人是
最喜欢浪漫的，德国人喜欢的是经典主义，英国人喜欢的是
实用主义文学。实用主义文学就是贴近我们的生活，贴近大
自然并不是虚无缥缈的。除了这三个典型国家以外，在欧洲
的其他国家还有一些不同的文学，比如说北欧东欧等等。歌
德在当时用一种非常诙谐幽默的话语，道破了当时社会的实
际情况。其实歌德并不只是一位作家而已，他还是一位伟大
的诗人。



这本书就是在歌德的指导下才撰写完成的，里面还包括了这
位伟大的人物，对自己国家甚至是世界的经济文化的分析。
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都是比较
看的透彻的，里面说的话可以说任何一句都能够让人终生受
用。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本书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深奥我
一时半会儿还是看不懂的。但是这里面的思想却让我受到了
很大的好处。

歌德文集读后感篇五

歌德，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自然科
学家，博物学家，画家，是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在歌德的心目中，父亲是严厉的，严肃的。歌德的母亲用不
同于父亲的那种温柔体贴的母爱安抚、保护、激励着歌德，
促使他愉快地、始终如一地对学习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竭力
培养歌德掌握对于文学的正确理解能力。

歌德小时候，母亲常常把他放在自己的膝头，讲述各种各样
有趣的故事给他听。母亲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语汇也十分
丰富。歌德常常听得如醉如痴。也许正是继承了母亲的这种
才能，歌德在自己的朋友中间，总是以知晓各种趣味横生的
笑话而著名。歌德成年以后，母亲仍是他与之共同探讨创作
的伙伴。同时，母亲还起着激发他创作热情的作用。对于儿
子的作品，母亲是凡有必读，并总能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论。
歌德深有感触地说：“从父亲那里，我得到一付强壮的体魄
和做一个正直人的人生观，从母亲那儿，则继承了她乐观的
性格和对于语言的表达能力。”

歌德谈话录被学术界看作研究歌德的必读作品，有些专家甚
至把这本书看作歌德自己的作品，然而这与这本书的作者的
想法截然相反，爱克曼眼中的歌德是有不同的形象的，而书
中记载的只是爱克曼自己心中的歌德。



对我而言，这本书读得非常畅快，以至某个周五的晚上，原
本打算轻轻松松看个电影，翻开读了几页就再也停不下来，
一口气读到了十二点。对于那些企图写点什么的人来说，这
些经验之谈太实在太可贵，以至我写下这些阅读心得之后，
翻开黄灿然的《必要的角度》，看到一篇《歌德的智慧及其
他》，不少句子就是我刚刚抄写下来的，甚至惊异于我们抄
写段落的相似性。以下是阅读时记下的点滴心得：

1、不要过早醉心于大作品的创作，从描绘日常生活提供的、
熟悉的小题材开始，循序渐进，既能随时享受创作的喜悦，
也是成就一个优秀作家的最佳捷径。这一两年看了无数半成
品长篇，惊异地发现，有那么多人热爱写作，可有那么多人，
或许连一个像样的千字文章尚且不能写得有滋有味就操刀长
篇，且一写就是十几万，网络时代的写作自由随心却又失之
浮躁。对于大多数没有天分且喜爱写点什么的人来说，尝试
着将每天生活中令你印象深刻、感受深刻的描写下来就是一
个很好的开始了。这一点值得我谨记终生。

2、不要过于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人的精力有限，“把精力集
中在有价值的东西上面，把一切对你没有好处和对你不相宜
的东西都抛开”。过于广泛而未能经过实践的东西不可能成
为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对自己学习过的东西，归根到底，
只有能在实践中运用得上的那一部分才记得住。”

3、多阅读经典作品，文学品味方能起点高，打下牢固的基础，
因为“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
能培育成的”。在没有培养坚实地阅读经典作品就早早从事
文艺相关职业，譬如文学刊物编辑、文艺图书编辑、报纸副
刊编辑等，只会让眼光沉沦于那些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
量作品，无法提升自身的判断力，人说“眼高手低”，可连
眼界都没有扩大，接下来的创作将会如何故步自封也就可想
而知了。

4、作家通过预感去创作，描绘万事万物，如同“世界对于拜



伦是通体透明的”，从这一点来说，作家无需成为大哲学家、
思想家，却能拥有独特的前瞻性，如同卡夫卡的作品预见了
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如同在奥威尔的1984中，极权主义是
“通体透明”的。作家的预感来自天生的敏感、领悟力，更
有赖后天的勤奋向学。拜伦“做诗就像女人生孩子，她们用
不着思想，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诗人凭预感创作犹如
女人凭自身孕育生命。

5、只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才能持久触动读者的心
弦，而这源于作者的人格。“一般来说，作者个人的人格比
对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听众要起更大的影响”，是以莎士
比亚、雨果、福楼拜、鲁迅能抵挡时间的侵蚀成为伟大作家，
除了艺术才能，全赖人格。“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
活的准确标志”，所谓文如其人也。

6、爱克曼总是带着强烈的个人爱憎接触社会，此种过分“物
以类聚”的社会交往其实并不利于对社会的观察。歌德却认为
“一个人正是要跟那些和自己生性相反的人打交道，才能和
他们相处，从而激发自己性格中一切不同的方面使其得到发
展完成，很快就感到自己在每个方面都达到成熟”。我之前
的人际交往方式就是爱克曼式的，且常常为遭遇自己厌恶的
人而痛苦不堪，可多年后追忆起来，那些我不欣赏甚至厌恶
的人才让我真正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是与自己不同的，
今后我甚至愿意带着几分好奇的顽皮看那些与我迥异甚至让
我深恶痛绝的人和事。

歌德是承认天才的，但他也说，若没有好的技巧，没有好的
题材，天才会被白白浪费掉。

天才永远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作家的成功都是靠后天对自
身有意识的雕琢和训练。

仅凭一腔热情就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几乎是没有的。就我所
知的作家，无不博览群书，勤于思考，经过大量的写作练习，



最终一步一个脚印，百炼成金。

对于才华的过分倚重，似乎是艺术一贯的偏见。

对于天才的过分神话，似乎是年轻作家自我放弃的最好理由。

天才不是天生就具备写作的技巧，他只是比普通人描绘思想
轮廓的能力稍强一点而已，没那么神奇。

而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恰恰是因为他具有热情，足够让他
坚持下来的热情，这才是天才最根本的素质。

鲁迅先生曾说：“倘使待到了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
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绝
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

音乐、绘画、雕塑，无一不是需要勤苦练习的艺术，那凭什
么写作就不是呢?学口语的时候，老师常说，不管词汇量多匮
乏，语法多么乱七八糟，重要的是胆子大，张口就敢说。如
果一切都要等到成熟完美才敢开口说话的话，那永远也不可
能练出好的口语。

写作亦然。

思考的再多再深刻，如果不记录下来，也会瞬间消失。不要
害怕文字不能准确还原你的思想，当然这在开始绝对是正常
的，等写的多了就会慢慢发现它越来越趋近思想的轮廓，所
谓熟极而流就是这样。

尝试描述，尝试将思想的形状尽你所能的放在纸上，抓住它
让它成型，不要管最后是个什么样子，也不要跟任何人比较，
只要开始写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