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士德读后感(实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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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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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士德读后感篇一

这就是《浮土德》触动了我的一句话，也是浮士德性格“肯
定”、“善”、“否认”、“恶”的开展历程的概括。

《浮士德》被称为欧洲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诗
剧，分上下两部，共一万二千余行。浮士德本是十六世纪德
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在传说中，浮士德是一个追求世俗享
受而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术士。歌德借用这一题材，把浮土德
塑造成一个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写浮士德一生从
书斋、市民社会小世界走向政治、历史大舞台的过程，其中
经历了求知生活、感情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改造大
自然这五个阶段，从而总结了诗人自己一生的生活经历，也
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历史。

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形象。但是他有鲜明的个性，那
就是永不满足、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精神。他的内心充满
矛盾：一方面满足现状，享受现世幸福，另一方面不断追求
更高的理想。他一生中有过迷惘，有过错误，但是由于他的
自强不息，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最后能够找到人生真理的答
案，要做一个“每天争取上进和生存的人”，并被天使接到
天堂，见到了圣母。魔鬼在诗剧中作恶造孽，引诱浮士德堕
落，但实际上却促进了浮士德的前进与成长。套用苏格拉底
的话说，如果浮士德是一匹马，那么魔鬼被派遣到这个世上
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
正是他帮助浮士德走出书斋，投身于实际生活，也是他促使



浮士德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同时摸索前进，魔鬼其实成为了浮
士德在前进道路上不可别离的伴侣。

歌德的创作过程长达六十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构思此诗，
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告完成。可以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追求，
对文学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正是这种追求，使歌德在
晚年仍不断地学习新事物，探索新问题。而《浮士德》正是
这种追求所带来结果的'最好验证，可以说，是这种追求造就了
《浮士德》几百年来的经久不衰。

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使目己的人生高度在不
断追求的过程中得到提升。每个人在人生追求中都会遇到各
种无法逃避的问题，必须选择，而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
于实践和自我否认的性格，将使其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
人生的价值和理想。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浮士德，但每一
个人都不能缺少浮士德顽强向上、热爱生活、寻找属于自己
的人生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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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读后感篇二

《浮士德》的故事中蕴含着强烈的悲剧色彩，浮士德身上反
映了新旧时代交替的各种冲突：宗教和科学的冲突、理智和
情感的冲突、因循和追求的冲突。

浮士德热爱学习，“啊，我孜孜不倦，对哲学，法律连同医
典，遗憾的还有神学，全部都进行了彻底的钻研”。除此之
外，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天上，他想要最美的星星，
地上，他寻找最高的欢畅”。为了学习，他放弃了自
己。“为此，我才想魔发屈服，借助精灵之口，鬼怪之力，
看否能知道一些玄机;这样，我就不用再汗流浃背，去谈自己
不知道的东西……”

浮士德对未知事物感到激动，书给了他力量和希望，他感到
自己知识不足，对自己不能揭开大自然的奥秘感到失望，他
对学习的热爱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谁若不断努力进取，我们就把他救助”，歌德曾经说过，
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的生活使他变得
越来越高尚和纯洁，当他死后，他被上层世界永恒的爱所拯
救。

是的，浮士德之所以能够得救，不仅是因为这个，还因为他
不断地行动，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克服错误，终于走上了正
确的道路。他的精神是向上的，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我们应该从浮士德的追求、爱和希望中学习，我们必须善于
学习，乐于学习，热爱学习，做积极向上的人。面对浮士德，
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糟糕表现感到羞愧，他是那么的喜欢学习。

浮士德的身体被毁了，但他的`灵魂得救了。一个行动的人，
一个进步的人，一个不断反省并最终走上正确道路的人，最
终会被拯救。这是浮士德形象在不断追求生命本质和探索精



神中的体现。

浮士德读后感篇三

“其实这个城市也是空荡荡的，你孤独地站立在石头森林里。
所有的人都带着白色面具，你看不到面具背后狰狞的脸。围
绕在你的周围，只有令你毛骨悚然的笑声。《浮士德》中恶
魔靡菲对上帝说：这个世界就是苦海，永远不会改改变”这
个一段说明了《浮士德》这本书的主要资料，主要反映社会
的黑暗。

读了这本书让我了解了社会的黑暗的一面，书中男主角池海
翔因读高中时得了奇怪的病，同学们不但没有帮忙他而是看
是嫌弃·欺负·羞辱他，因而从此放下了自我最爱的画画。
但在好友滕汐告诉了他一个关于立志的故事，从此他开始奋
斗最后成为光彩要人的画家。这也告诉我以后在学习和生活
中遇到挫折都要勇敢的去应对，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彻彻底
底的证明了。

“或许这个世界一向都是不公平的。

有的人靠后台和关系上位，有的人却幸幸苦制作专辑却无人
过问。

有的人出生家才万贯，有的人天生自卑，连自我都瞧不起。

有的人付出比别人付出多十倍的努力，却得不到十分之一的
回报。”那么我们因该要奋斗起来还是要自卑的活下去呢!如
果奋斗起来能够让那些豪不努力的去羡慕去吧!但是自卑的活
下去，那些人将永远的把你踩在脚下!这个就就是社会的残酷，
在学校中就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在毕业考试中那些比你分数
高的人就把你比下去了，那么她就能够比你上好的高中。你
就被她永远的踩在脚下。因此我们因该学会努力，把那些在
我们之上的人踩在我们的脚下。



世界绝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改变，但是你却因世界而改变。

浮士德读后感篇四

《浮士德》是德国文豪歌德的一部著名歌剧。它在世界上是
一朵花，永不凋谢的奇葩，闪射出魅力迷人的光彩。它曾是
马克思最喜爱的德语文学著作，被他读的烂熟。正如研究
《红楼梦》有“红学”，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学”一样，在
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也以构成“浮学”

这本书写的是，在天国里魔鬼头子与上帝打赌，魔鬼认为，
人类代表浮士德茫然不定，浑浑噩噩，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的傻瓜，疯子，而上帝确认为，他很快就会从浑噩中醒来，
成为人类的圣人，带领人类走向幸福。于是，魔鬼便于上帝
打赌能够让他永不安宁的心得到满足。

浮士德在魔鬼的帮忙下，恢复了青春，遨游了人间和神间，
经历了许多事情，但还是没有获得心灵的满足。最终在围海
造田这一征服自然和替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中很老并且双目失
明的他找到了心灵完美的家园，然后就死去了，然而他的灵
魂魔鬼抓进地狱，而是由天使护送上了天堂，因为他帮忙了
人们。

本书分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本书都是在讲浮士德怎样帮忙
大众，又怎样被魔鬼危害等等之后遇到了玛格丽特这个人，
两人一齐飞向了更高的天堂。

《浮士德》是一本说不尽的书，谁也不敢说读懂了它，我明
白了，不能作恶，不能迷惘，一旦到了地狱，你将万劫不复，
为了人类的幸福·美满而奋斗吧!相信吧，你最终会飞往天堂，
与思念的人在一齐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



浮士德读后感篇五

《浮世德》它让我看到了这个现实社会下存在的矛盾、无奈、
悲惨······

如何去应对滕夕，他想对滕夕说：别走，等我出来。可最后
还是没有说出口，直到她的离开。烟焰只能算是个知途迷返
的孩子。最后一个少年——季岸，他是最悲惨的。从小父母
就去世了，被姨夫姨妈收养。但是，他厌恶姨妈那异样的眼
神。于是，觉得自力更生。可他所谓的自力更生，就是在学
校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当男妓。他被那些肥肉横生的老男人包
养着，做着一些肮脏的事情。就算是这样，他也不后悔，只
有能靠自我生存下去就满足了。而，当他爱上了自我的老师，
他决心退出那个浑浊的世界时，已经不行了。那个世界不允
许他的离开，除非他在人间消失了。纵使这样，他的感情也
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不被世俗承认的东西，是无法在这
个世界存活的励志网www。qqzf。cn/。就是他们的感情一样，
心爱的人死了，他的心也死了。这一次，他最后能够毫无牵
挂地继续做着令人作呕的事情。

浮士德读后感篇六

《浮士德》追求中所涉及的社会现实只是一个方面，其中还
有另一个重要内容即“人”的主题。浮士德不断追求的动因
不是来自社会矛盾的召唤，也不是有些文章认为的来自魔鬼
的诱惑，而是来自浮士德内心的不平衡，是他的内心痛苦促
使他不断追求。他的痛苦不是源自他对外界与物质的不满足，
而是源自他对自身状况的不满足，他想改变自己生存方式中
的各种缺憾，追求更符合人性、更为理想与健全的人格。只
有从“人”的主题看《浮士德》，才能还《浮士德》以完整
性；只有从“人”的主题人手，才是找到了打开《浮士德》
的钥匙。

浮士德的每一次追求都是不了了之的，因为他不是为了寻求



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是追求一种健全而完美的人格。他否定
了不完美人格的各个阶段，最后找到了最健全、最完美人格
状态的生存方式。“人”的主题，是18世纪德国美学所探讨
的主题，也体现了歌德本人的美学思想。如果说现实的内容在
《浮士德》中是零散的、被分割的，那么“人”的主题则是
一贯的、整体性的，这才是《浮士德》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
所在。它也极符合歌德本人的创作思想。歌德曾指出，“艺
术家应该通过整体向世界说话”，而这一整体“他在自然中
是找不到的，而是他自己心灵的产物”。根据这段话，我们
认为浮士德的活动可以被划分，现实可以被分割和组合，但
歌德要表达的思想应该是统一的，浮士德形象应该是作为一
个完整的形象出现的。这是符合歌德对人的看法的。他曾说：
“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能力的统一体。
艺术作品必须向人的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
的统一体，这种单一的杂多。”如果我们仍然说，浮士德是
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应该说，这只说出了浮士德形象
的象征意义。其本来意义，即对完美人性、理想人格的追求，
如果回到《浮士德》本文的话，将会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

浮士德出场时是一位老博士，他已精通了当时的哲学、法学、
医学和神学四大学科。学识渊博，声望在所有的博士、硕士、
法律家和教士之上可谓功成名就，炫世耀人。老博士应当心
满意足。可事实恰恰相反，浮士德出场，时值深夜，他中宵
倚案、烦恼齐天。他不是对家庭不幸和自然灾祸的烦恼，他
的烦恼是他灵魂痛苦的外显。精神劳动这一生存方式的种种
缺憾造成了学人理性发达，而感性生活贫乏，使学人遭受了
全面人性被片面化的痛苦。浮士德的诸多痛苦是从事精神劳
动的人与生俱来的，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不能超脱的深
层苦难。浮士德的痛苦与追求，常有精神劳动者的普遍特征，
甚至扩展为即使对全人类也具有普遍意义。难怪郭沫若先生
慧眼独具，称《浮士德》是一部关于人类灵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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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读后感篇七

什么能使人类心满意得?恋爱中的人说：“爱情!”当官的人
说：“至高无上的权力!”百万富翁说：“用不完的财富!”
艺术家说：“对美的'追求和享受!”不知您会选哪一种?浮士
德享受过这些，但他没有心满意足，最终他围海造田，说出
了：“真美啊，请停下来!”

我从这本书里体会到做人总是会受小人误导，误入迷途，正
如魔非斯托误导浮士德，只要重新走入正道，就可以了。人
嘛!总免不了犯错，知错就改乃正人君子嘛!

同时，我们也不要受魔非斯托的引诱，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
家伙，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我也会变成
坏人了。

浮士德读后感篇八

《浮士德》是“天才诗人”歌德毕生的大作，从二十五岁到
八十二岁，这部悲剧的写作贯穿了他的青年、中年以及老年
时期，是他八十多年的生活和思想的结晶，具有极深刻的哲
学内容，充分反映了歌德当时所处的德国社会生活。《浮士



德》是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浮士德》是一部蕴含了深刻哲理的巨作。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天主与恶魔之间的赌约。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魔自信
能够引诱浮士德堕落，把他的灵魂劫往地狱，而天主坚
信“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动，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
并且认为“人类的活动劲头过于容易放松，他们往往喜爱绝
对的安闲;因此我要给他们弄个同伴，刺激之，鼓舞之，干他
恶魔的活动。”因此接受了恶魔的赌约，也允许恶魔进行破
坏活动。他相信浮士德可以得到最终的拯救，并且认为梅菲
斯特进行的干扰活动反而可以激励浮士德在追求人生意义的
道路上不断摸索与前行，永远不断地进行更高的活动。这体
现了歌德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思想。以浮士德为代表的善
与以梅菲斯特为代表的'恶是一对矛盾，他们是既对立又统一
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在本剧中，恶也
成了神力的一部分。

《浮士德》之所以被称为一部悲剧，是因为剧中体现了浓烈
的悲剧色彩，但是在歌德的版本中，浮士德的灵魂最终升上
了天国，体现了永恒的天主之爱。这部悲剧分为第一部和第
二部。第一部讲述了浮士德对于知识学问的无力感到失望而
乞灵于恶魔梅菲斯特，追求官能的享受，但是浮士德发现官
能上的享受包括男女之爱也并不能使他满足，结果以格蕾辛
的悲剧告终。第二部中浮士德先是转向追求以海伦为代表的
古典美，即古希腊文化和艺术之美。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象
征着古希腊文化与北欧文化的结合，但结果又以海伦的悲剧
结束，意味着两种文化融合的失败。最后浮士德转向了为人
民的自由与幸福进行创造的活动。他带领人民征服自然，围
海造田，并且从中得出了“智慧的最后总结”――“要每天
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当他想到人
们因为他的奉献而享受着更好的生活时，他就找到了人生最
大的价值。

《浮士德》是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剧，



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共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共二十
七场，分五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
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
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
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
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
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糅一处，善于运用矛盾对比
之法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
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文档为doc格式

浮士德读后感篇九

《浮士德》是德国文豪歌德的一部著名歌剧。它在世界上是
一朵花，永不凋谢的奇葩，闪射出魅力迷人的光彩。它曾是
马克思最喜爱的德语文学著作，被他读的烂熟。正如研究
《红楼梦》有“红学”，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学”一样，在
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也以构成“浮学”。

这本书写的`是，在天国里魔鬼头子与上帝打赌，魔鬼认为，
人类代表浮士德茫然不定，浑浑噩噩，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的傻瓜，疯子，而上帝确认为，他很快就会从浑噩中醒来，
成为人类的圣人，带领人类走向幸福。于是，魔鬼便于上帝
打赌能够让他永不安宁的心得到满足。

浮士德在魔鬼的帮忙下，恢复了青春，遨游了人间和神间，
经历了许多事情，但还是没有获得心灵的满足。最终在围海
造田这一征服自然和替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中很老并且双目失
明的他找到了心灵完美的家园，然后就死去了，然而他的灵
魂魔鬼抓进地狱，而是由天使护送上了天堂，因为他帮忙了



人们。

本书分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本书都是在讲浮士德怎样帮忙
大众，又怎样被魔鬼危害等等之后遇到了玛格丽特这个人，
两人一起飞向了更高的天堂。

《浮士德》是一本说不尽的书，谁也不敢说读懂了它，我明
白了，不能作恶，不能迷惘，一旦到了地狱，你将万劫不复，
为了人类的幸福·美满而奋斗吧!相信吧，你最终会飞往天堂，
与思念的人在一起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

浮士德读后感篇十

《浮士德》是德国大文豪歌德所著的一部十分有趣，内容丰
富，有着深邃又复杂的多层面精神内涵的诗剧著作。人们对于
《红楼梦》的研究称为“红学”，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称
为“莎学”，而研究《浮士德》也有自己的“浮学”。

歌德创作《浮士德》的六十年岁月是德国一段非常黑暗的时
期，书内非常多的内容都是作者对当时宗教信仰下的封建统
治的一种不屑与反抗的心理。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不同时
期的人们能从中读出不同的感受——革命时期的人读到的是
对于斗争的激情，和平时期的人读到的却是宁静安和。这恰是
《浮士德》与其它诞生在黑暗时期的作品的不同，它不仅能
让读者感受到浮士德经历的压抑和痛苦，还能让读者感受到
自身甚至自身之外更多元的经历和情绪。

这部经典作品的表现形式不同于现在大多数的作品——它是
由人物的对话、独白和戏剧合唱组合而成，且以诗体的方式
呈现在读者面前，语言凝练，内容含蓄，通篇都蕴含着深刻
寓意。

诗中人物千姿百态，也各有千秋。譬如主人公，当时世界
的“异人”浮士德，他是一个永远不安于现状，自强不息，



向往高处的一个人。他尽管为了追求理想而受尽曲折和痛苦，
却还是敢作敢为，豪迈悲壮。他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大爱大
义，将自己的灵魂赌给了魔鬼靡菲斯托，而不论魔鬼在路上
如何用青春、金钱、权力、情色等引诱，他都不为所惑，坚
守本心。直到眼睛瞎了以后，听到“叮当”的敲击声，误以
为是魔鬼请来帮手围海造田，要造福于人，这时他才惊叹了
一句：“你真美啊，请停一停。”如此，他完成了与魔鬼的
约定，找寻到了人间的真义。

而在十六世纪或更早一点的德国，浮士德确有其人：传说是
一个很有能耐的炼金术士，为了获取知识、权利和享受，写
了一封血书向魔鬼抵押自己的灵魂，最后被魔鬼抓入地狱。
这个炼金术士敢以非常手段追求自己的欲望，这是对当时社
会的一种抨击，是一个思想先进的离经叛道者。而诗剧中的
浮士德，他向魔鬼抵押自己灵魂的这一行为也是对黑暗宗教
下这一封建统治的'一种背叛和亵渎。

说到魔鬼，这是个名为靡菲斯托的无性别的一种“生物”。
有一天，他和天主打赌，看看是否能将天主忠实的信徒引入
魔鬼的道路，天主向他推举了浮士德。魔鬼下凡了，献给当
时年老的博士浮士德一瓶青春魔法药水，使他重返年轻，并
以带他领略人世间更深层次知识的名义，一路领着浮士德历
尽人生世象，七情六欲。

后来，因为一次意外，浮士德双目失明，靡菲斯托召唤出地
狱里被铁链拴住的恶魔。未曾想到的是，恶魔身上铁链碰击
发出的声音被浮士德误以为是围海造田的声音，从而说出了
那句话。靡菲斯托在这一局中赢了，可就在他正要把所赢回
来的赌注——浮士德洁白的灵魂——扯入地狱时，六翼天使，
也即天主的使者从天而降，带走了浮士德。靡菲斯托终究是
输了另一场他与天主的赌局。

而天主，这个众神之父，他与魔鬼靡菲斯托的那场赌局反映
出了人世间的善恶美丑，还有没完没了的战争。他和魔鬼打



赌的目的也是为了刺激贪图安逸的世人要不懈努力，要追求
无限。

我十分喜欢这一神一魔在打赌时天主最后说的一句话：“善
良的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会意识到一条正途。”

浮士德最后还是进入了天堂，因为“对于爱人之人，爱会为
他指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