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浮士德读后感(实用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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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士德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看了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所写的一本书，书名叫《浮
士德》。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浮士德和魔鬼靡非斯托，浮士德十分信仰
上帝，有一次魔鬼靡非斯托和上帝发生争论，于是他们打赌：
由靡非斯托去问浮士德，看他是否会放弃自己的高尚追求，
弃善从恶，成为魔鬼的俘虏。浮士德在魔鬼的帮助下恢复了
青春，遨游了人间和神界，先后经历了爱情、对宫廷中的权
力财富，以及对以古希腊艺术为代表的美的追求和享受，结
果均未能获得心灵的满足。最后，在围海造田这一征服自然
和替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中，百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的主人公
浮士德找到了心灵的花园，说出了决定赌局胜负的那句话，
然后心满意足地倒地而死。

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一定要有面对诱惑的勇气和决心，不
要轻易听取别人的花言巧语，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要被表
面现象所迷惑，要看清它的本质，最终，正义还是永远可以
战胜一切邪恶的。

浮士德读后感篇二

《浮士德》作为一部以戏剧形式写成的作品，现在仍高居世
界哲理性文学的顶峰。作者歌德先生花费了六十余年的时间，
成功地创造了浮土德与恶魔摩非斯托这两大形象。这本书充



分反映了歌德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浮士德，初次登场时已年过半百。他受到许多人的崇拜，但
他并不快乐。作为一个博士，他将一切的知识都研究殆尽，
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有用的学问我一无所知，我知道的，
又毫无用处”。

一切的语言都反映了浮士德对知识的追求，以及他希望利用
有用的知识去为人类造福的伟大愿望。同时，他明白到知识
与智慧之间的关系，知道拥有知识并不代表拥有智慧，这正
如摩非斯托所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朋友，一切的理论全是
灰色，只有生命之树长青。”他对神不屑一顾，他把自己称
为神，认为人才是人的神，人类的一切幸福都是人类努力创
造的成果。这反映了无神论的观点，是人文主义的伟大体现，
是唯物主义的体现。

作品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浮士德的仆人——恶
魔摩非斯托。他与浮士德订下契约，他帮浮士德恢复青春，
为浮士德追求海伦，还利用鬼怪帮助浮士德实现填海造城，
帮助人类实现这一伟大愿望。其实，与其称他为恶魔，倒不
如说他是一个另类的上帝，他看到了人类的不幸，看到了人
类的祸根所在，他明白人类需要磨炼。与浮士德相比，他虽
不具有为人类造福这样的伟大愿望，但他对世界的认识绝不
比浮士德浅，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浮士德》的确是一本好书，每一次阅读总会有不同的发现，
虽说我已是读了两遍了，但它仍旧吸引我一直读下去。

浮士德读后感篇三

我刚读完《浮士德》这本书，听到这个书名，你也许很惊讶
吧因为这是一本西方版的书，好多同学都说看不懂。当然，
我也不例外，我只是用自我的思想、自我的眼光来看这本书



的资料，分辨故事中的真善美、假恶丑。

我喜欢故事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你们必须会觉得我
的思想有问题，可是我爱书中的魔鬼是有原因的。

梅菲斯特虽然是个恶魔，可是却有为成就大恶而行善的力量。
正如他在自述中说:“我是永远的精灵!”他总是想作恶，却
总是产生行善事的那种力量。梅菲斯特不是一个普通的恶魔，
因为他是考官，是神通广大的打手，是学识渊博的恶灵，是
一个促进者。

他喜欢突然邪邪的一笑，露出一个极有个性的笑容。他喜欢
一个人，就用心去爱;他恨一个人，就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我恨你!我就喜欢他这种直白、真诚的个性。他让我联想到人
类的“魔鬼”，那些人心里是黑的，表面上却笑嘻嘻的，一
副纯洁的样貌;还有的人表面上称兄道弟，暗地里却各自打着
算盘;也有的娶了媳妇竟把含辛茹苦的母亲赶出家门。这些人
与梅菲斯特相比才是真正的魔鬼呢!

正邪只在一念之间，这是《浮士德》教我的，也是梅菲斯特
告诉我的。正视心中的邪念，找回与生俱来的善良吧!

浮士德读后感篇四

第一部1773年开始写，1820_年出版;第二部1832年临死前才
完成，死后才出版。中间跨越六十年，花费其毕生心血。

《浮士德》是我迄今为止看的最为晦涩难懂的一本书，花了
我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还是仅读了个大概。

诗体哲理悲剧《浮士德》是伟大诗人、作家、思想家歌德最
重要的代表作。它与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但丁的《神
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并列为欧洲文学四大名著。
主人公浮士德是16世纪德国历史书和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通



占卦、天象、巫术、炼金术。歌德在《浮士德》中，根据这
个民间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浮士德和魔鬼靡非斯托的形象，展
现了一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精神生活的发展史。

浮士德的形象反映了歌德对人性、对人的精神内涵与境界的
深刻洞察和把握。他塑造的浮士德性格中两重性使他处在上
帝和魔鬼之间，兼有神性和魔性。他若不断地追求知识与真
理，追求美善的事物，追求高远的理想，会上升到灵的境界;
如果他贪图享乐，胸无大志，庸碌无为，且执迷其中不能醒
悟，将坠入魔道，走向堕落。歌德认为，沉沦和进取的双重
引力在浮士德身上并不对等，他的神性要强过魔性，他本质
的、主导性的一面是自强不息、发奋进取、永不满足、积极
向上，这就是所谓“浮士德精神”。

但歌德并不因此看轻魔性在浮士德追求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歌德首先承认魔性只能被暂时克服，却不能被永久根除，因
它是可以容忍的。《浮士德》中上帝的话其实道出了歌德悟
出的智慧箴言：“人要奋斗，失误免不了。”歌德同样看到，
魔性与神性相对相生，因此是绝对必要的。浮士德的一生是
神性和魔性矛盾斗争的过程。他奋发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
是他上升的内在动力，靡非斯托利用浮士德身上的魔性诱使
他堕落，然而浮士德的神性使他能够吸取教训，不断克服魔
障。正是在这种辩证发展之中，浮士德的精神内涵才日益深
厚，境界日益提升。

《浮士德》的结尾是光明的。浮士德喊出了“你真美呀，请
稍稍停留!”表面上看，他获得了满足，也准备享受这满足，
靡非斯托因此要攫走他的灵魂，但上帝派天使把浮士德的灵
魂带到了天堂，因为“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终能救”，
正可谓天道酬勤，上帝嘉许之。既然如此，为什么《浮士德》
仍然被看成是一部悲剧呢?这主要是因为，歌德相信人类追求
至善是没有止境的，但个体的生命却是有限的。浮士德获得
了两次生命，这生命仍然有限，所以不可能达到终极的目标。
他探索的五个阶段，远没有穷尽人类的精神生活。



人的精神容易懈怠，贪图安逸，因此上帝造出魔鬼，来催人
惊醒、奋进。魔鬼对浮士德而言，就不只是一个引诱者，他
也发挥着督促和警策的作用。魔鬼说自己“老想作恶却总是
把善促成，我便是这种力量的一部分”，发挥的就是这一层
意思。他主观上在引诱浮士德走向堕落，客观上却起到了推
动浮士德前进的作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靡非斯
托是浮士德身上另一个自我的外化形式，或者说靡非斯托和
浮士德共同构成人类天性的双重性，乃至上帝的两面性。总
之，二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才使造化臻于完形。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时，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了天使。

浮士德读后感篇五

诗体悲剧《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品，该小说的创作延续
了60年之久，凝结了歌德一生的思想结晶和艺术探索的智慧，
为德国和世界文学立起了一座丰碑。它与荷马的史诗《伊利
亚特》、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并列为
欧洲文学四大名著。《浮士德》凭借博大精深的思想价值及
其鲜明的艺术特征谱写了一部灵魂发展史和一部时代精神发
展史。《浮士德》是现代哲学的诗，又是诗的现代哲学。它
艺术地表达出来的新世界观、人生观，是歌德留给后人的宝
贵精神遗产。其中的“浮士德精神”更是给人巨大的启示与
力量。

(一)苦难人活在这个世上，会遇到数不尽的苦难。刀刀
说：“在某一天快乐，在某一天忧伤。”张爱玲说：“人生
那么短，苦难那么长。”可见，世上没有人可以脱离苦难困
难而存在。各家有各家的愁，各家有各家的难题。

读了《浮士德》，深感一部伟大的作品自有其伟大之处。该
作品不但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而且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
于今天“浮士德精神”仍能给我们很多的人生启示，是跨时



空的人类财富。作品中，魔鬼靡菲斯特与上帝一起，将浮士
德作为赌赛的对象，魔鬼认为人类必定堕落，代表着“恶”，
与上帝的“善”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上帝则认为人类是不
断向上发展的。作为“恶”的代表，魔鬼的形象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生活中我们谁也不愿有他存在，但他又客观存在
于我们的生活中。

世上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他与上帝构成矛盾
的统一体，在肯定与否定、至善与至恶的矛盾运动中，又推
动着浮士德一生不断前进。靡菲斯特则嘲笑一切，否定人生
价值，而浮士德执着地追求真理，肯定实践的意义。他们二
人之间的角色关系，正好辩证地解释了恶的力量在我们生活
中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苦难既然存在，自然就有其
存在的价值。人生而为人，都渴望自己愿望都能实现，自己
的人生平安快乐一些。但是光想是不够的，要付诸行动，而
在这条路上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阻碍。唐三藏想取得真经，
就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运动员想取得佳绩，就要经历自己
的不断锻炼与拼搏。要想上个理想的大学，也得要经历一番
寒窗之苦。总之，我们在做一些事，实现一些愿望的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阻碍。苦难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会缺少的
元素。

(二)磨难苦难无人不依，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它，解决它呢?
托尔斯泰说：“当苦难来访时，有些人跟着一飞冲天，也有
些人因之倒地不起。”你是要做个一飞冲天，寻求真理的勇
敢者，还是愿成个在困难前畏畏缩缩，自甘堕落的人呢?伏尔
泰说：“不经历巨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业。”浮士德
精神也启示我们：在困难面前，要不抛弃不放弃自己的信念，
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争取成功。不经历
风雨怎会见到雨后绚烂的彩虹，遇到苦难要学会勇敢地面对
它，勇敢地接受苦难的磨练，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伟业，就
算不成功，那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你会问心无愧
地说，这一遭，没有白来过，我曾真正地活过，奋斗过。



《浮士德》中靡菲斯特说：要有苦难然后才有幸运，愚人们
却全不知情;智者之石如若他们得到，石到手时也会把智者丢
掉。这句也真正体现了，苦难对于一个人成功成长的特殊意
义。歌德说过：“痛苦留给的一切，请细加回味!苦难一经过
去，苦难就变为甘美。”我国圣贤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无数的先
贤都告诫我们苦难于我们人生的重要作用，启示我们要勇敢
接受生活抑或梦想给我们的磨难。磨难之后，必是幸福。
《浮士德》的巨大思想价值还体现在，歌德用象征的手法，
通过浮士德几个阶段的追求，对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发展历
程作了深刻的回顾和总结。而浮士德的悲剧性，则说明了终
极的善是难以穷尽的，而人的追求能力即外在的生命是有限
的。但他的精神，充分肯定了现实的实践意义，反映了人生
道路探索的漫长曲折的道路，对自然、社会、人生都体现着
斗争的智慧。我们试想如果他贪图享乐，胸无大志，庸碌无
为，且执迷其中不能醒悟，那么他将坠入魔道，走向堕落。
特别欣赏书中浮士德所说的一句话：“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
奔波，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车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
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虽然浮士德是一
个悲剧，但他本质的、主导性的一面是自强不息、发奋进取、
永不满足、积极向上的。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对人生
的积极态度和积极的进取、追求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天堂之路“谁若不断努力进取，我们就把他救助。”歌
德说过，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的身上
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
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是的，浮士德之所以能够被拯救，
不止是这样，还因为他不断行动，不断追求，不断克服迷误，
最终走上了正路。他的精神是向上的，这是我们应该学的。
还要学习他对学的追求，对学的热爱，对学的希望。我们要
善学，乐学，爱学，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浮士德的肉体毁
灭了，但他的精神得救了。一个行动的人，一个上进的人，
一个不断自省并最终走上正途的人，最终会得到救助。这就



是浮士德这个形象上所体现出的不断追求人生真谛的探索精
神。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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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使自己免
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作品中还有些东
西，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与思考。比如说，文章中学生说，我
要欣喜地投入学问，要怎样才能和学问相亲，先生?靡菲斯特
说，远的不必去过问，先看你如何选择课程?学生：我期望做
一个饱学诗书，既想学地理，也想学天文，一面研究人文，
一面研究自然。靡菲斯特答，你的想法很好，不过你过于浪
漫。要先学会还原与分类……是呀，有时候我就有类似的困
惑，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知道，做一个饱学诗书，无所
不知的人。结果忙忙碌碌，最后啥都做不好。我们都是普通
人，我们学东西做事情，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不要把一切
想得过于美好与浪漫，应该客观评价自己，正视自己。在学
好学生阶段要求学习的科学知识外，其他的就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有选择性地学习，不能好高骛远，否则最后只会得不
偿失。

浮士德读后感篇六

这个星期的任务是《浮士德》。

歌德这个老头子聪明得过分，他还永远有18岁的小姑娘的可
爱，这倒罢了，可18岁的小姑娘也爱他。怪不得他垄断了欧
洲的感情。

我总觉得浮士德有些强迫症。当然了，他的自强不息用心进
取是十分值得肯定和效仿的。可我偏偏就是喜欢那个老和浮
士德捣乱的靡菲斯特。

靡菲斯特实在是太酷啦!我私心里觉得他就应是披着斗篷，带
着兜帽，时而戏谑，时而冷笑，时而骂娘，时而跳脚的大酷
哥一枚。



他就应是冷笑地说：“尊贵的朋友，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
生活的金树常青。”omg，实在是太给力了!

我尤其振奋于他即将带领浮士德开始访问小世界时说：“我
祝贺你开始这段新的人生旅程!”哇哇，每次看到这句话我的
小宇宙就燃烧了，激动之情不能自已!恨不得也和靡菲斯特签
个契约。

歌德你实在是太伟大了!创造出这么酷的男二号!深深后悔自
我不学无术，如果勤奋些不就早一点读到这么棒的书了么?哎，
相见恨晚啊!我太失败了，学外国文学可此刻才读经典，惭愧
啊!

另外我觉得浮士德对玛加蕾特示爱时说的话太有水平了!“唉，
我就不能在你怀里安安静静呆上个把小时，胸贴着胸，灵魂
搂着灵魂?”omg，以后我要是有儿子，他追女孩写情书的时候
我必须要强烈推荐他写上这段话!

最后，我觉得我的这篇文章配上上方的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天
衣无缝，交融，相得益彰，大放华彩啦!

浮士德读后感篇七

《浮士德》是德国文豪歌德的一部著名诗剧。它为我们讲述
的是一个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自强不息的德国男子的故事。
他一生痛苦曲折，但是却敢作敢为、豪迈悲壮。

故事是这样的：上帝和魔鬼靡非斯仛打赌。由靡非斯仛引诱
浮士德，看他是否会放下自己的高尚追求，弃善从恶，成为
魔鬼的俘虏。浮士德在魔鬼的帮忙下，恢复了青春，遨游了
人间和仙界，先后经历了对男女之爱、宫廷中权势财富，以
及对古希腊艺术为代表的美的追求和享受，结果均未能获得
心灵的满足。最后，在围海造田这一征服大自然和替大众谋



福利的事业中，高龄而又失明的主人公找到了心灵的家园。
说出了决定赌局胜负的那句话，然后灵魂升上了天堂。

我想当时歌德所在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吧，歌德在文学、绘画、
自然科学的学习中不断追求真理，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
用心奔走，并在运动的失败中进一步深化认识，成就了思想
的高度与深度。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体会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封建，腐朽与罪
恶，但是我们能够从这本书里，这个小小的社会里感受到。

恶行者、伪善者表面风光无限，实则心惊胆颤！冥冥苍天，
炯炯神眼，原罪的显现、欲望的暴露。听！慈悲的天神歌，
看！流泪的众生相。有多少二战战犯逃过死刑灵魂却终生受
着煎熬，午夜梦回的是一具具腐尸和阴惨凄厉的催命声；一
些侥幸出逃的贪心的官常与亲人分居世界各地，既担心被一
锅端又忍受思亲之苦；宗教观念认为以上恶行足以下十八层
地狱，最轻拔舌，重则刀锯。

天堂地狱之在你一念之间。中国有句老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炼狱象征苦难，象征忏悔。天堂象征救赎这是基督教永恒的
主题。炼狱中的忏悔指人的一念，善念恶念，天堂地狱。

看到天堂的光辉，美梦将会成真！地狱恶鬼又再哀嚎，听得
我心碎心惊，拖住我的脚想让我沉沦，而我却渴望自由的翱
翔，向往天堂的晨光。

最后浮士德在为人类造福、征服大自然的宏伟斗争中，感到
了最大的满足，得出了智慧的最后答案。浮士德所得出的最
后答案无疑是用心的，但有着空想的性质。离开改造社会单
纯地改造自然，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幻想。：我要勇立时代
的潮头，我要纵身跳上时代的巨轮；苦痛、欢乐、失败、成
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