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列佛游记阅读心得(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格列佛游记阅读心得篇一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她尖锐地驳斥了为
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的一切思想企图。从格列佛游记中
我们看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混乱，党争，无理的政治制度，
小人的横行。

其中主人公在小人国时，参加他们的宫廷典礼。人们在一跟
跳绳上跳，而跳得最高的人官位就是最高的。如此无理的制
度使小人为道。而国王仅仅只比人们高出一个指甲盖，却肆
无忌惮的指挥大家，还一度将国家陷入危机之中，使小人国
与邻国面临危机。党权之争将小人国弄得无烟幛气。而国王
却依旧得意洋洋，深不知自己将国家已毁了。

这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缩影，党争，统治者的无能，选举制度
的混乱。格列佛在慧因国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完全
融入这个社会，以致于与暗喻人类的耶胡交往时形成强烈的
反差，因为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的诚实，使他感到
失落，对人类产生了极度的厌恶。

我很羡慕文中的主人公有幸能到慧因国，慧因国是我们所追
求和向往的理想境地，在这里你不需顾虑别人说话的真假，
而在现实的世界，有着太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常常发生:有
人用花言巧语骗取别人的血汗钱、有人拐卖儿童谋取暴利、
有人甚至为了金钱抛弃自己的亲身父母。难怪我们的老师、
长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这与我们



提倡的帮助他人、爱护他人是很难统一的。当我遇到有困难
的人，要伸出援助之手时，我迟疑;当有人替我解围时，我不
敢接受。这些都让我内心感到痛苦、矛盾，无所适从。

看完《格列拂游记》之后，我们不能不审视自己，我们身上
有没有这些顽疾劣根的影子。

有一句话，我认为评论得很经典:以张渲夸染时代的生气，藉
荒.唐痛斥时代的弊端;在厌恨和悲观背后，应是一种苦涩的
忧世情怀。

我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也像慧因国，孩子们的眼中不再
有疑虑，教育与现实是统一的。我愿为此付出努力，也希望
大家与我一道，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做起，让这个社会
多一点真诚、少一点虚伪。

格列佛游记阅读心得篇二

当我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许多奇妙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股神奇的力量牵引我，我如饥似渴的读完了整本书。

《格列佛游记》中讲述了许多离奇的故事，暗讽了当时作者
所处时代时政的腐败，也让我体会到了世间百态。而我们对
于格列佛的冒险经历，感到作者想象力的丰富，而正是这些
丰富的想象让书籍更有阅读性。

书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的人物。有性情朴实温和的格列佛，体
格魁梧的小人国国王，声音如雷响的巨人，通情达理的巨人
王后，怪异习性的飞岛国人民，热爱运动的慧骃等等，都在
作者笔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书中有许多故事情节都让我影响深刻。当主人公格列佛来到
了一个都是巨人的岛上，因为他的与众不同，巨人把他当作
摇钱树，让他到四处去展览表演，但是巨人在通过格列佛得



到大量利益之后却不知满足，为了赚到更多的钱，对格列佛
的身体情况不管不顾。巨人残忍而又贪婪，但是我们应该学
会满足。钱只是物质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着真正的财富。
格列佛拒绝帮助小人国侵占不来夫斯库帝国，但是帮助利立
浦特帝国赢得与不来夫斯库帝国的战争，从中我感受到了他
的善良，富有正义感。

格列佛游记阅读心得篇三

《格列佛游记》这本书，其实我在小学就接触过了。当时老
师是让我们作为课外读物来读的。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还
是感觉它是一部趣味横生的童话般的一篇游记。但是当我长
大之后，再一次捧起它的时候，我却感到了它内在的价值和
深厚的内涵。《格列佛游记》，表面上看是一部游记，其实
他却是在揭露当时欧洲上层社会不同阶级的黑暗背景，对人
们的思想的压迫。

当我读到小人国的时候，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他们这个
国家里的思想派只能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敲鸡蛋的时候敲大
端，一种是敲鸡蛋的时候是敲小端。而当时上层社会却坚持
敲大端，敲小端的人就会被打压，这使我产生了思考。其实，
敲鸡蛋本是一件小事，根本无可厚非来规定什么大端或者小
端，作者只是用故作荒唐的语言，来向我们揭示那个黑暗的
欧洲上世纪社会。其实当时的各种书目，在对欧洲的描写总
是有一些美化的。而这本书却毫不留情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这在当时社会是一个不小的波动。

不过，在这本书中也赞美了一些美好品格，他就是作者所描
写的主人公格列佛。格列佛在经过每个国家，都能用他彬彬
有礼彬彬有礼和善良可爱来打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民。在
大人国，那么荒野那么野蛮的国家里，他仍然能博得人民的
好感，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果
敢，礼貌，以及处事的淡然冷静。



书中在介绍飞岛国的时候，介绍了飞岛国各种各样的实验室。
这使我很好奇，一个那么落后的国家竟然对科学有着如此执
着的追求?这也使我想到了一句话：不管自己身份怎么样，读
书其实是门槛最低的高贵!这样，他们在科学领域有所发展，
但是在他们的经济，农业领域，却得到败退。

《格列佛游记》并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游记。它在其中的深
刻内涵需要多次品读才能深深的将它挖掘出来。希望这本书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格列佛游记阅读心得篇四

我读了《格列佛游记》后，格列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格列佛先上了“羚羊号”的船上，没想
到遇到暴风，暴风把他们吹到了礁石上，船立即被撞沉了，
格列佛和其他人上了一条救生船，没想到救生船也被掀翻了，
格列佛被海浪冲到了一个小岛上，格列佛醒来后，才发现自
己到了小人国里，小人们把格列佛绑在地上，格列佛好不容
易扯断了绑着左手的绳索，格列佛因为好奇去捕小人，小人
们还向格列佛放箭，因为小人国里的人听不懂格列佛讲的话，
格列佛也不懂小人国里讲的话，所以格列佛和国王交流不了，
格列佛用手势告诉国王“我想吃东西”等事情。

国王也派一名老师教格列佛说那里的语言。格列佛学的非常
快，很快就学会了，格列佛又帮助国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国王也给格列佛作了一件房子，几件衣服，以及许许多多的
食物。最后格列佛发现了一条小船，格列佛又乘着小船回家
乡了。格列佛很快又去冒险了，他又乘着“冒险号”、“好
望号”、“冒险号”去探险，可是总是遇到灾难，格列佛总
是无意中来到大人国、飞岛国、慧因国，在那些国家里面，
格列佛见到了希奇古怪的人和动物，学会了那里的语言，又
学会了那里的许多知识，了解了许多事情。后来总是安全的



回到家里。

通过《格列佛游记》，我觉的格列佛很坚强、勇敢、聪明，
而且适应能力很强，敢于挑战，再看看我，我不坚强，不勇
敢，不太聪明，适应能力不太强，不敢于挑战，看看格列佛，
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要向格列佛学习，要坚强、勇敢、聪明，敢于挑战，作
第二个格列佛!

格列佛游记阅读心得篇五

《格列佛游记》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的讽刺小说，据
说伏尔泰、拜伦、高尔基和鲁迅也很推崇斯威夫特的作品。
我深深地崇拜着鲁迅，他用枯黄却瘦劲的手指着青年前进的
方向，于是我便朝着那个方向，看上了《格列佛游记》--爱
屋及乌。但是看过之后，大呼“上当”也于事无补，唯一值
得安慰的是可以问问别人对斯威夫特怎么看，来显示自己
是“文学青年”，更实际地是写一篇不伦不类的读后感交上
去凑数。

每当回想起当年看这本名着的时候，历史的沧桑感便涌上了
心头，那些日子真是没有成就感受，很失败。一天仅仅十几
页，举“目”维艰，冷不防冒上一句“往事不堪回首”，发
自于肺腑啊!

打个比方，读《围城》是一种愉悦的享受，就像是用地道战
地雷战打鬼子，越打越过瘾，正打在关头上，钱钟书先生将
大笔一搁，鬼子投降了;读《骆驼祥子》也挺爽，应该属于三
大战役的那种，共军三下五除二地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我
也三下五除二地干掉了老金;但读《格列佛游记》就大不一样
了，是一种受罪，就像血战台儿庄一样，拉锯战，特艰苦卓
绝，不但要跟斯威特作斗争，还要与瞌睡虫作斗争，不



过“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我还是取得了“格列佛大捷”，但
损失惨重，至今想起来还余悸不已。

但是，尽管受了骗，并未影响鲁迅在我心的地位，我依然固
执地认为：斯威夫特是不能与鲁迅同日而语的。

鲁迅，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斯威夫
特何许人也?英国十八世纪罪恶腐朽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他
们的阶级属性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赶上“”就好了，分清敌我
很重要啊)。其二，鲁迅是国产的，斯威夫特是洋货(这好像
是废话)。至于第三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鲁迅的文章虽
艰深生涩但我依稀可辨，斯威夫特的译本虽然都是大白话，
但我就是不知所言，所言何干。

经过一番换位思考，我作出如下推测：大不列颠的可爱青年
们也必然不知道鲁迅在说些什么，要表达些什么，以及“可
能吧--那简直就是一定的”那种鲁迅特色的矛盾句式。

经典的格列佛游记读书心得体会(三)

这部游记体小说，是以其杰出的讽刺而名垂世界文学史的。
首先，斯威夫特利用虚构情节和幻想手法刻画了当时英国的
现实。同时，他也是根据当时英国的现实才创造出一个丰富
多彩的童话般的幻想世界。

在当中有“宫廷游戏”和“语言的妙用”两小节，我最为喜
欢。

在“宫廷游戏”那些正在候补朝廷中的重要官职和希望得到
皇帝宠幸的人才来表演这种技艺。举行这种游戏时往往发生
致命的意外事件。“我”亲眼看见三个候补人员跌断了胳膊
和腿。还有一种游戏是在特别重大的节日专门表演给皇帝皇
后和首相看的。皇帝把三根六英尺长的丝线放在桌上。两根
蓝的一根红的还有一根绿的。他们在一个与地面平行的棍子



上面或下面挑来爬去。第一名是蓝丝线，第二名是红丝线，
第三名是绿丝线，他们把这些丝线缠两道在腰间。

本章与格列佛所描述的利立浦特小人国的游戏，利立浦特用
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候选人中必须冒着跌断脖子的
危险来表演绳技，以达到爬上去的目的。爬上去以后他们的
所作所为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官员也时常奉命在皇帝面前
表演，按照技术高低获得各种丝线，小人国里的官员腰上几
乎没有不缠丝线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全是奸佞献媚的小人。

斯威夫特借此抨击了英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旨聩无能，无情地
讽刺了高管厚爵获得者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

在“语言的妙用”中作者本来是反对设计家废除口语，以物
示意的办法的，但是，他却一愤慨的心情谈到了妇女怎样和
俗人文育联合起来反对取消日常的语言。他分明是在批评英
国的殖民统治政策，却偏偏要声明这和大不列颠民族无关。
作者巧妙地用反语进行讽刺，是读者能更深刻地体味到作者
的本意。

作品的主人公格列佛是8世纪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同时他也是
一个不寻常的鲁滨逊。与鲁滨逊不同的是，格列佛每漂流到
一个地方，必然去认识那里的社会，种.种形式的政治生活。

《格列佛游记》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
作者用丰富的讽刺手法虚构幻想的离奇情节，深刻的剖析了
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作品熔现实与幻想于一炉，将两者进
行对比，用虚实的反差来完善讽刺的艺术效果，具有强烈的
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