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人传读书感悟(精选5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我们想
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大家
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名人传读书感悟篇一

读过《名人传》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伟大，什么叫伟人。德
国音乐家贝多芬、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作
家列夫•托尔斯泰，尽管他们的事业不同，贡献不同，所处的
时代和国家也不同，但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伟人。他们在
肉体和精神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
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在挫折和苦难面前，并没有被击垮，
他们选择了抗争，与命运抗争到底。

不!绝不是!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生活，你也许认
为生活中充满了鲜花和欢乐，人生来不是为了吃苦的，但是
人在一生中难免会遇到磨难。在磨难面前，有的人选择了放
弃，从此掉进万丈深渊，永无翻身之日;但是有的人则选择了
抗争，尽管这条道路很坎坷，但是他们毅然前行，为自己的
命运而战斗。

贝多芬在生命的末日写出了不朽的《欢乐颂》;米开朗琪罗直
到临终前几天还整天站在塑像前，终于留下了传世的杰作;托
尔斯泰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下定了摆脱贵族生活的决心。
由此可见，他们是在经历了超越常人的磨难之后才成为伟人
的。人们常说“苦难是最好的锻炼，也是最好的大学”，
《名人传》便最好的诠释了这两句话，它把伟大的心灵献给
受苦受难的人们，使他们的心灵得到的安慰，使他们重新振
作，为自己而奋斗，为明天而抗争。



对于书我可以这样形容，没有了书，我就像失去了一位从小
玩到大的挚友，形单影只;没有了书，我成了被困在缺氧的池
塘中的鱼，奄奄一息;没有了《名人传》，我不再做梦，思想
开始僵化，头脑开始空白，生活中只剩下了黑和白。《名人
传》不单单是一部名人的传记，更是我们青少年的好伙伴，
好老师。它为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它教会了我如何去战
胜挫折的打击，如何摆脱黑暗的阴影，如何为自己创造灿烂
的明天。

名人传读书感悟篇二

假期里，把《名人传》这本书看完了，这本书让我有很大的
震撼。

《名人传》写的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故事，
他们经历了各种的磨难却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
秒仍不屈不挠的.抗争着，最终成为了伟人。这也告诉了我们
一个道理：艰难和挫折是对命运和人生的最好锤炼!

在这三位伟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贝多芬。他对音
乐有火一般的热情，先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的作品
深邃而辉煌壮观，充满了幻想。但灾难还是无情的降临到了
他的头上，在1802年，他意识到自己的听力障碍已经无法治
愈，并且会很快恶化。那意味着他可能再也不能进行创作了!
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但他却能顽强的和命运抗争，这也许是
他后期能写出那么多不朽作品的原因吧。这种对生活对命运
永不妥协的精神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伟大不屈的灵魂让
黑暗的世界有了光芒，让生活有了希望。

读了贝多芬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了海伦凯勒——一个同样有
着坚强毅力的人。她的生活同样是很不幸的，儿时的一场大
病，让她变成了一位又盲又聋又哑的小女孩。在她的世界里，
没有色彩，没有声音，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命运的不



公没有让她失去希望，她渴望了解一切，于是她加倍的努力，
最终成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名人传读书感悟篇三

古今之成大事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

——题记

用苦痛换来欢乐

世界上曾经有一位音乐家，由于不出众的外表，他不常与人
亲近，但由于他特有的性格和那属于他的思想方式，造就了
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回想起他的音乐，悠扬而深情，充满着忧郁气息的色彩：有
轻快舒展的，像《田园》;有深情浓郁的，像《命运》;有悠
扬振奋的，像《英雄》……每当听起这些蕴藏深长的交响曲，
不由地感叹贝多芬那超乎常人的思维与独特的理解，就因为
这些才缔造出那么多发人深省的旷世音乐。

这位音乐大师却是在那鲜为人知的过去中磨练出来的。他的
童年可谓悲惨，他的命运可谓坎坷。在创作名曲时，他几乎
都是呆在黑暗的小阁楼。内心的孤独，生命的苦楚，这些都
成为他的创作来源，不是吗?在生命中挣扎，在痛楚中创作，
谱写着非同于凡人的命运，讴歌着苦痛换来的欢乐。贝多芬
大师的一生，只是为了艺术牺牲罢了。让人铭记于心的是久
传于世的乐章。

愈使我痛苦就愈让我喜欢

米开朗琪罗，这位大师的一生都在忍受着政治、教皇、家庭
的胁迫，性格上的优柔寡断更使得他无力反抗。自闭，使得



他无法主宰自己，而且否定了自己，摧残自己。他的天才与
一个在背叛他的心灵结合在一起。性格上的脆弱造成他一生
的悲剧情节。然而他用一种极为谦卑的爱来爱着自己的亲人。
但，终生陪伴他的只有永远的孤独。回望过去，他创作许多
应该给他带来希望与自豪的作品，但他无法聊以自慰。他做
了他可能做的一切，但他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可怜白发生!

怀着怎样一种沉重的心情读完他的一生，我知道他一定要用
一种轻蔑的眼神注视着我想要对他表示关怀与同情。悲悯的
一生。他以怎样一种勇气叩问这个丑陋的世界。也许值得同
情的是像我们这些卑微的以他人的伤痛搜刮快乐的根本不懂
得生命的人。

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

在我小学的读书生涯，列夫·托尔斯泰这位老先生可谓我的
指明灯：史诗般的恢弘气魄与明亮诗意的《战争与和平》，
波澜与不安骚动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悲天悯人的
《复活》。

漫天花雨，是你们高贵灵魂的祭。

名人传读书感悟篇四

《名人传》是罗曼•罗兰为三位举世闻名的文学艺术大师谱写
的英雄史诗：第一位是身患残疾，孤独贫困，从未享受快乐，
却创造了欢乐，并将其奉献给全世界的贝多芬;第二位是生于
忧患，受尽磨难，给人类留下许多艺术作品的米开朗琪罗;第
三位是不肯安于富贵，愿为天下黎民百姓而献身的俄罗斯小
说家托尔斯泰。他们如一颗颗明星般照耀在我们前进的道路
上。

而作者为何要写这本书呢?作者在卷首语中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重浊。人们在卑劣的谨小慎微的自私



自利中憋闷而死。人们已经呼吸困难。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
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同时作者对他写的人物也做了极高的评价：“在这英雄的前
列，我将首席的位置给了坚强而纯粹的贝多芬。”在《贝多
芬传》中我最喜欢的句子是：“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其
他高人一等的标志。我愿证明，谁若行为高尚、善良，必同
样能承受痛苦。”这两句话表达了贝多芬的价值观，同时也
引导人们向善，让人们明白只有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才是用
之不尽的财富。当别人为你做出贡献时，我们应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并向那个人一样帮助他人，我想这才是那个人最
愿意看到的。

贝多芬在后来耳朵的听觉越来越衰退，可以说，几乎贝多芬
所有的作品都是耳聋后写的。贝多芬与命运抗争,最终成为名
人，同样,我们也要努力学习，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贝多
芬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曾说过:“只有道德才能使人幸福,而
不是金钱.”

除了这一点外，本书的作者罗曼•罗兰也想告诉我们一些道理：
悲惨的命运和痛苦的考验不仅降临在普通人的身上，同样也
降临在伟人的身上。当我们遭受挫折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
忍受并战胜痛苦的榜样，不再怨天尤人，要坚定自己的信
仰......

我们正是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要为自己的将来而奋斗。同
时，我们还要面对着两年之后的中考，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
应该学习贝多芬，与命运作斗争，永不放弃。

“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读名人，读的是他的故
事而不是荣誉。我们要成为名人就要继承并发扬他的精神。
有的人之所以永生，是因为他的精神永存。我尊敬“永生”
名人，他们是我的“精神工程师”



成长的道路上毒物丛生，但也是好的事情，常人知难而退，
但有意志坚强的人使那些常人望尘莫及，这就是成功。

名人传读书感悟篇五

《名人传》由法国闻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
十世纪初期。

第一个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
米开朗基罗;最后一个是俄罗斯名作家：托尔斯泰。

在这三位伟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贝多芬。他对音
乐有火一般的热情，先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贝多芬(1770—1827)，德国音乐家。生于波恩的一个平民家
庭，从小便显露出音乐才华。后来到波恩大学做旁听生，并
去音乐之都维也纳深造。正当贝多芬奋发向上的时候，一个
巨大的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

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诞生于德国波恩。父亲是该地宫廷
唱诗班的男高音歌手，碌碌无为、嗜酒如命;母亲是宫廷大厨
师的女儿，一个善良温顺的女性，婚后备受生括折磨，在贝
多芬17岁时便去世了。贝多芬是7个孩子中的第2个，因长兄
夭亡，贝多芬实际上成了长子。他的母亲第一次嫁给一个男
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艰辛的生活剥夺了贝多芬
上学的权利，他自幼表现出的音乐天赋，使他的父亲产生了
要他成为音乐神童的愿望，成为他的摇钱树。他不惜打骂贝
多芬，迫使贝多芬从4岁起就整天没完没了的练习羽管键琴和
小提琴。8岁时贝多芬首次登台，获得巨大的成功，被人们称
为第二个莫扎特。此后拜师于风琴师尼福，开始学习作
曲。11岁发表第一首作品《钢琴变奏曲》。13岁参加宫廷乐
队，任风琴师和古钢琴师。1787年到维也纳开始跟随莫扎特、
海顿等人学习作曲。1800年，在他首次获得胜利后，一个光



明的前途在贝多芬的面前展开。可是三四年来，一件可怕的
事情不停的折磨着他，贝多芬发现自己耳朵变聋了。贝多芬
热爱练习钢琴，但是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没有比失聪更可
怕的了。因而人们可以在他的早期钢琴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中
理解到这种令人心碎的痛苦。

每个人的身上都会降临苦难与灾害，我们与其怨天尤人，不
如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