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汇总8篇)
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做一次深呼吸，喝一口
水，或者写下一个重要的想法。一分钟的时间，如何让自己
更加自信？下面是一些在一分钟内进行自我反省的问题，希
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一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
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欢迎大家
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创作于1601年，是四大
悲剧之首，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的思想特点和创作成就，被
誉为莎翁戏剧王冠上最璀璨的一颗钻石，它是莎士比亚的骄
傲。

莎士比亚在剧中说：“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不错，彼时
丹麦国的状况是：婚礼紧接着葬礼；敌军压境，宫中却仍在
纵欲狂欢；朝廷里众大臣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社会上民众
群情激奋。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生活的时代与环境，
这一切造就了他的性格与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

这种种的考虑，无不造成他复仇行动上的犹豫延宕。正如他
自己所说的，“重重的顾虑是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赤热
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
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其实很多时候，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总是抱着保留的态度，
对于未知的领域，我们总是犹豫不前。因此对来之不易的机
会，我们就这样白白地放弃了。或者有些时候，碰到自己想



做的事情，如奸王克劳狄斯所说，“因为旁人弄舌插足、老
天节外生枝，这些都会消磨延宕想做的愿望和行动；该做的
事情一经耽搁就像那声声感慨，越是长吁短叹越会销蚀人的
精力和志气。”所以，想做的，想到了就该做！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二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哈姆雷特》就是一幕极具震撼力的悲剧。

哈姆雷特是勇敢的，也是不怕死的;但是，他由于敏感而犹豫
不定，由于思索而拖延，精力全花费在做决定上，反而失却
了行动的力量。哈姆雷特理想崇高、思想深刻，他立志重整
乾坤，但他又耽于沉思、自责、自我怀疑上，加之忧郁与孤
独，他迷惘、矛盾又痛苦。于是一再拖延复仇计划，导致了
最后的结局。

文中最令人同情的就是悲惨的配角奥菲利娅，她柔弱、沉静、
腼腆又天真无邪。可她那脆弱的身心被爱和恨一起挤压着、
煎熬着。她不幸、痛苦、无助，却都逆来顺受地忍受了它，
最终还是迷失了自己，离开了自己。

“生存还是毁灭?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或是挺身反抗人世
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
高贵?”这峨我不知道，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分得清的事情，
只是哈姆雷特选择了后者，承担起了那项他承担不起，几乎
连渺茫的希望都没有、但又决不可推卸的复仇重任。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三

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出自于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之手，这部
巨作和《奥赛罗》、《李尔王》以及《麦克白》，被称为莎
士比亚四大悲剧。今天，我怀着郁闷的心情又把它读了一遍。



故事主要是讲，哈姆雷特本是一个快乐的丹麦王子，他正直
的父王被叔叔毒死了，叔叔篡夺了王位，并霸占了他的母亲。
在国外留学的哈姆雷特赶回国，他父亲的鬼魂告诉了他自己
的被害经过，要儿子报仇。哈姆雷特为了报仇雪恨，装疯卖
傻。哈姆雷特却因为自己的一次失误把自己情人的父亲杀了，
自己的情人也因父亲而死去。叔叔唆使哈姆雷特情人的哥哥
与哈姆雷特决斗，结果两人都中了叔叔的诡计，同归于尽。
临死前，哈姆雷特奋力刺死叔叔，为父亲报了仇。

读完了这篇悲怆的故事，我觉得，哈姆雷特虽然报了仇，但
他没有完成重整“颠倒混乱时代”的大业。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四

他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丹麦的一位王子，
他是世界文学一个经典形象，他就是哈姆雷特。读莎士比亚的
《哈姆莱特》，感受到的是悲剧的美丽与伟大，莎士比亚所
塑造的每个人物每一幕都那么每句话都有着戏剧的崇高。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代表作品，这个剧本整整
被推崇了几个世纪。它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
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就是现在，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它的震
撼人心。而这震撼不只来源于情节，也不仅仅是出色的文学
手法，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它在思想内容上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刻的揭示出封建末期社会的
罪恶与本质特征，同时，它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人物。他是王子，
按照传统，是王权的当然继承者。但是，他的美好前途被颠
倒了的时代颠倒了。戏一开头，作者就展现了一幅丑恶的社
会画面：国家发生宫廷政变，国王被害，阴谋家窃取了王位；
王后改嫁；满朝臣子趋炎附势等等。世界仿佛到了末日。于
是这个王子发出了复仇的吼声。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是“时
代的灵魂”本身在呼喊。哈姆雷特本是个正直、乐观、有理



想的青年，在正常的环境下，他可以成为一位贤明君主；但
是现实的社会迫使他不得不装疯卖傻，进行复仇。他是英国
那个特定的动荡不安时代的产物。

哈姆雷特是一个英雄形象，他很有心计，在敌强我弱的恶劣
情况下，他敢于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击破了奸王设下的
一个个圈套，在每一回合的斗争中，哈姆雷特都显得形象高
大。但哈姆雷特决非“完人”，他虽然善于思索，却优柔寡
断；他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却并不相信人民。尽管哈姆雷
特有令人钦佩的才能，竭力想除旧布新，但他总是郁郁不乐，
迟疑不决，他始终是孤立的。这就注定了他与丑恶同归于尽
的悲惨命运。他是一个巨人型的悲剧。

哈姆雷特的死，是一场悲剧，却也是对他的结果。当将命运
的枷锁揭开了，他的责任也应该是放下了。生存在这个世界
上对于哈姆雷特，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的形象经典，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个
为父报仇的英雄式形象，更是因为他的英雄行为下的懦弱，
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下的一个大的突破。在一个痛苦的转变过
程中，哈姆雷特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过
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过的，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
哈姆雷特的影子，他的形象也就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部戏剧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金钱、权利的欲望。
对于哈姆雷特的死，是很悲痛中也引起了我们一些思考。莎
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世纪，他的戏剧就象灿烂星
空中的北斗，永远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五

哈姆雷特临死时对霍拉旭说：“啊，上帝!霍拉旭，我死之后，
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蒙受极大的损
伤!你如果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的幸福，留在这个冷



酷的人间，替我传述哈姆雷特的故事吧!”这很奇怪，哈姆雷
特为什么留下这样的遗嘱?为了他的名誉吗?可哈姆雷特为了
复仇已经什么都不顾了，为何还要在乎名誉?我想他当然不是
为了名誉，传播这个故事是为了给世人以警醒，让世人替他
继续思考仇恨、生命、死亡、人。遗嘱中还提到了天堂，连
死亡为何物尚且不清楚又何来天堂呢?我实在不明白，或许哈
姆雷特仍对死亡怀有恐惧，想给自己一个精神安慰罢了。

哈姆雷特的迷茫也反映了作者迷茫。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者，
但当时各个阶级为了利益而不停斗争，使英国社会现状与他
的人文主义理想差距越来越大。莎士比亚能怎么办呢?踌躇满
志的他却无法“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于是他陷入了无尽
的思考与矛盾中，《哈姆雷特》正是这思考与矛盾画出的省
略号。他想借这个省略号引发世人同他一起思考，希望得到
一个最终的答案。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六

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一方面是思想解放，另
一方面则是私欲泛滥、社会混乱，人们在“个性解放”的旗
帜下为所欲为。

莎士比亚在剧中说：“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不错，彼时
丹麦国的状况是——婚礼紧接着葬礼;敌军压境，宫中却仍在
纵欲狂欢;朝廷里众大臣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社会上民众群
情激奋。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生活的时代与环境，这一切造
就了他的性格与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

比如哈姆莱特的装疯。该怎样诠释呢?我认为，他一方面是为
了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则可以畅所欲言，以暴露现实的黑暗，
还能惊醒敌人，使其自我暴露。



当哈姆雷特沉浸在丧父之痛中，曾一度发问：“生存或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奋起，还是堕落。因为悲痛
和郁闷，在他眼里，一切高洁的花卉全都枯死了，倒是杂草
却在那里疯长。露台那一夜之后，仇恨的火焰终于燃烧在哈
莫雷特的胸间。他选择了复仇，深爱他的和他深爱的奥菲莉
娅死去，固执的波洛涅斯悲惨地死去，哈姆雷特或许会有片
刻的不安，但为了他的复仇大业——在看来不免有些残忍的
复仇大业——无论如何这就是他的选择，摒弃了生存选择毁
灭，视宫廷皇室为无物，这就是他选择的路，是伟大却令后
人叹息的王子的决绝。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世
纪，他的戏剧就象灿烂星空中的北斗，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过时的角色，而是我们每个人自
己。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七

如果你身上背负着深仇大恨，你将怎么做?如果你的仇人是你
的亲人，是你不易复仇的对象，你将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离我
们很遥远，可是，并非不存在。

父亲去世，母亲再嫁给自己的叔叔，哈姆雷特无法接受这所
谓为了减少悲伤而办的喜事。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死亡的
真相时，他心里应该是很痛苦的吧，自己的母亲竟然是那样
不堪的人，而叔父成了他杀父夺母的大仇人。因此他决定复
仇，他所选的办法是很通俗的装疯。为了复仇，他杀死了恋
人的父亲;为了复仇，他失去了深爱人;为了复仇，他冷酷的
对待性格柔弱的母亲。他内心的那些善良呢?他内心的那些柔
情呢?他内心的那些正义呢?在仇恨中，他丧失了这一切。他
在真理和仇恨中挣扎，在仇恨中燃烧，在仇恨中呐
喊：“tobeornottobe，thisisaquestion。”深深的震撼着我们的
灵魂。他喊出了我们每个人都不敢出口的，但在内心深处都
曾思考过的对生命的怀疑。

无法理解哈姆雷特的做法，或许是无法设身处地地进入到情



节里，我并不赞同他的行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过
于优柔寡断，若非如此，有些人的死是不必要的。

学生哈姆雷特读后感篇八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而我们常常希望故事以大团圆收场，也许我们心灵得到了慰
藉，亦或是满足。但悲剧用毁灭式的情节，让我们发现生活
中存在的种.种的可能性，记住永恒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在西方__的世界里，人来到世上就是有罪的。人在世间的一
生就是一个赎罪的过程。托尔斯泰的《复活》描述的就是一
个赎罪的世界，罪人的世界。而人生存的意义在于死后上帝
对他的一生行为的评判。善良的人升入天堂，而罪恶的人则
堕入地狱。

按我们的惯性思维，常常以为《哈姆雷特》只是一个关于复
仇的故事，仔细阅读后便会发现，剧本中包含了许许多多的
内容，让我们产生共鸣，引发思考。

剧本一开始，哈姆雷特就连遭沉重的打击，父亲的猝死，母
亲的迅速改嫁，一切是那么的突然，让他对自己心中的价值
观开始怀疑和思索。他发出了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
在我看来是多么可恶，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
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的感慨。他心中童话式
的世界，遭遇到了现实世界残酷的打击。他的价值观发生变
化，由此开始了生命沉思的历程。

他一直对父亲的死心存疑问，所以当霍拉旭等人说看见他父
亲的鬼魂时，他虽然表示奇怪，但基本上表示相信。似乎他
关于他父亲的猝死已经有某种预感，他已有假定的答案。他
愿意去守夜，去和这个鬼魂相见。当他真的见到父亲的鬼魂
后，他果断地朝它走去，此时没有什么比真相更重要了。他
把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而坚信他的灵魂是永生不灭的。



西方__义里，灵是存在的。像图尼埃尔在《愿欢乐常在》中
写到的，比多什，就象征世俗化和功利化的肉，是侧重物质
的概念。而他的另一个名字，拉斐尔，则象征精神深处的灵，
它不被外在的世俗所打扰。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
之轻》中，就探讨了灵与肉，轻与重的关系。灵魂可以离肉
体而独立存在，它不依附于任何个体。而生命中我们无法忍
受的不仅是生活带给我们的沉重负担，还有人生的空虚乏味，
漫无目的。

他在和父亲的鬼魂的对话中知道了父亲的死因，他的灵魂召
唤他去看清真相，于是开始了全剧的主线复仇。他认为这不
仅是家族内的复仇，更是一项重整乾坤的重任。不过哈姆雷
特没有驾驭好人生的轻与重，一方面他肩负着这样的重任，
另一方面却用一种更加沉重的思维来引导他前行，从而羁绊
了他前进的脚步，使他的行动发生偏差和停滞。灵魂应该超
然于世，不被其他事物打扰，但他常常被他自己的各种各样
的思考所束缚。

周围世界的虚伪和心计，特别是波格涅斯的谄媚和诡计多端，
让他的理想世界连遭打击，让哈姆雷特渐渐看清了世界的真
相。在他的眼里，世界已经成了一座很大的牢狱，而丹麦是
其中最坏的一间。这时的哈姆雷特认清了他所生活的这个世
界的本质，是他人生的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