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契诃夫enemies读后感(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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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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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诃夫enemies读后感篇一

在寒假里，我看了一本书，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这是
一本给予人深思的书。

这本书里一共有三十六篇短篇小说，每一篇都有一个深刻的
道理。

在这么多短篇小说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凡卡》和《变色
龙》。

《凡卡》主要讲了一个叫凡卡的孩子，才九岁就失去了父母，
在爷爷那儿生活。但后来却被关到铁匠铺里当学徒。在那里
经常受着老板非人的折磨，可怜的凡卡拼命为老板做事，干
活，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挨打，每天晚上为老板的孩子摇摇篮，
睡在过道里，这种生活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太残酷了！

看到凡卡的生活，我不由得想到我的美好生活，我有一个温
暖的家庭，可以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有老师的精心教导；
还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有父母的陪同。这更让我珍惜我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变色龙》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街上的小事。首饰匠赫留金
被一只狗咬伤了，奥丘梅洛夫警官在处理这件事。一开始，
警官答应要处死这只狗，严惩狗的主人。但一当人群中有人



说这是将军家的狗时，警官立刻换了脸色，指责赫留金故意
伤狗在先。后来又有人说那不是将军家的狗，警官马上又变
了嘴脸，又说要严惩这只狗和它的主人。这只狗的主人到底
是谁，人们观点不一，警官的脸色也随之像变色龙似的变来
换去。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猾稽的故事，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
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权威，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听
到其他人的谣言就改变自己的想法，要有办事的主见。

这本书主要写黑暗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这让我明白：在当
时，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欺压是十分寻常的，人们也想反抗，
但是无力。总之，人们十分愤然，十分讨厌、厌倦这种生活，
却无法改变。这与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
出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我从这本书中明白了许多道理，我很喜欢这本书。

文档为doc格式

契诃夫enemies读后感篇二

年少不读契诃夫，读懂已是书中人。

央视有一档名为《人物》的专题节目，有一期是专属于契诃
夫的。配音老师浑厚有力地说：“从农奴之子到世界短篇小
说之王……”，有关契诃夫的生平经历，感兴趣的可以去找
来看看。

孤陋寡闻如我，对契诃夫的印象只有小时候课文里《变色龙》
这一篇。一切美好与考试扯上关系，都会让人产生厌倦。所
以，到现在，一把年纪才重新读契诃夫。说句人们听腻歪的
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此时读到契诃夫，恰
好是能读懂的年纪。正是应了那句：年少不读契诃夫，读懂



已是书中人。”

废话少说，先来一张王的照片吧！再说一下，我为什么讨厌
应试多年以后，突然拿起了契诃夫的作品来读。我一贫下中
农，没有读书人的命还得了读书人的病。常常在某宝、某多、
某当、某东、某鱼、某子这些平台搜罗便宜书。手里这本契
诃夫的集子，是凑单凑来的。太随便了。出版社是小社，译
者也没啥名气。

这本书共收录了契诃夫26篇经典短篇，20万字。最开始读时，
总有一种拗口难读的感觉。但我坚信，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
称号不是白得的。不好读，一定是翻译的锅（翻译太难了，
干着繁重的体力脑力工作，还吃力不讨好）。所以，不好读，
我也硬着头皮读一读。

结果，我只想说一个字：服！作品写得好，译者不是很强，
也不影响它发挥魅力。我已果断下单了契诃夫全集，坐等快
递啦。

言归正传。继续聊一聊这本书。首先，契诃夫的选题来自生
活方方面面。什么升职、加薪、婚外情，什么初恋、亲子、
夏令营……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到。

其次，阅读感受那叫一个七上八下、五味杂陈。跟随作者把
各色人生跟着走一遍，那叫走马观花。跟随作者把各色人生
走一遍，既在内心留下酸甜苦辣的情绪，又反省和审视自己
某些行为，这叫作家的实力。

最后，按照惯例，总要说一下最喜欢的，那就是倒数第二篇
《嫁妆》。为什么呢？你去读一下就知道了。

结语

我是李小嘒，一个读书届的新手。每读完一本书，我会写一



篇书评。契诃夫说：“世界万物都有它的命数。”

契诃夫enemies读后感篇三

契诃夫小说《小职员之死》写于1883年，小说情节简练，只
写了小职员打喷嚏之后引起的精神苦恼，最后在忧郁和恐惧
中死去。作者短短几笔便对这个被黑暗社会吞噬了的小人物
表达了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激起人们对等级深严的俄国社会
的憎恨。 契诃夫的小说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
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
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小职员之死》
塑造了胆小怕事，生活没有安全感的小人物形象和因循守旧、
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软弱的保守分子形象，揭露当时人
民的悲惨生活。 文中的小公务员慑于权威，委曲求全，在长
官面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最终失去了自我，
自己被自己吓死。实际上他是被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吓死了。
这篇小说批判了官本位意识，也批判了等级制度对人的异化。
对于一个人来讲，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独立自由的人格，丧
失了人格就等于丧失了生命的尊严，也丧失了生存的价值。
可是人是体制化的，是不断被异化的，作者通过小公务员的
死表达了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担忧。 小说中艺术上的夸张正
反映了现实真相，这就是艺术的真实。

契诃夫enemies读后感篇四

《变色龙》告诉了我们:在沙皇俄国将军家中的一条狗比平民
百姓还要重要，巡逻官奥楚美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
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却张牙舞爪，蛮横娇纵。《变色龙》
就是契诃夫送给人世的一面镜子，一个警示，在百余年后的
今天同样还是有人身上有着“变色龙”的奴性，表里不一。

《万卡》可以说是《苦恼》的姐妹篇。都是抒情心理短篇小



说。主要写的是: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
他对祖父和家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巧妙
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短短几页字就写出了童工生活中的酸甜
苦辣，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篇小说《钉子上》和《一
个文官之死》一样，都展现了但是沙皇俄国在官场上的丑态:
强者霸道、倨傲专横，弱者低头哈腰、不敢反抗。臭虫般的
切尔维亚科夫以及他的奴才们的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
物。

读了这本小说选后，我更能体会到当时沙皇俄国官场上的险
恶与蛮横，也看清了当时和如今的“变色龙”就是墙头草，
哪边是强者就拥护哪边，即使那强者并不是善良的那一方。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给我了很多启迪，让我了解到不少沙
皇俄国的当年!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名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这是契诃夫的
书。每一个短小的故事都写出了不同的人的命运，官员仗势
欺人，平明甚至比不上官员家养的狗，不过每一个短小的文
章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这一本短篇小说选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写作的风格，以及他对
当时社会黑暗的不满与无奈。这本书我并没有全部读完，只
读了一些，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变色龙、苦恼、套中人、
嫁妆，那个文官因为一件小事而一直想一直想着，最后不明
不白的就死了，其实也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也许最后是忧郁而死的?反正作者没有写，一个人如果那么计
较一件事情，那么那个人很容易忧虑而死呢。不过，他只是
因为生在当时的社会，比自己高一级的长官得就是天，和现
在当然是没办法相提并论了!变色龙和一个文官的死的中心思
想是一样的，一开始认为这是流浪狗，那个人就说要把它碎
尸万段，但一听他的下属说这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这个人就
把责任推到被咬的人身上，反反复复好多次。真的很让人鄙
视，可是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的无理取闹。苦恼写出了在当



时连一个倾听者都没有，最后只能对着一匹老马诉说内心的
苦恼。这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自己的生活就算再苦，如果
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可以听你诉说的话，那自然就有人帮你分
担你的苦。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著名
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
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广
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本是一
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
肤色，以防其它动物的侵害。作者在这里是只取其“变色”
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小说的内容富有喜剧性。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
走来断案。在断案过程中，他根据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这一
基点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孔。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猾稽的故事，
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
牙们的无耻和丑恶。

最突出的是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
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
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
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
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
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
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变色龙》使我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沙皇封建专制
独裁统治的黑暗。理解以奥楚蔑洛夫为代表“变色龙”似的
政府官员正是这种黑暗统治的产物。

契诃夫enemies读后感篇五



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感900字（初中生）

契诃夫用他犀利的文笔描绘了十九世纪沙皇俄国底层人民的
心酸生活。他的目光是锐利而独到的。高尔基形容契诃夫的
作品：内容比文字多得多。正是如此，不像古典小说歌颂伟
大的人物、浪漫的事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只是写小人物的
生活。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
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
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
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
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
自己的肤色，以防其它动物的侵害。作者在这里是只取
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小说的内容
富有喜剧性。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走来断案。
在断案过程中，他根据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这一基点而不断
改变自己的面孔。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猾稽的故事，把讽刺的
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
耻和丑恶。最突出的是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
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
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
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
无聊。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
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
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
的灵魂。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
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
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
的作用。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
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
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
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
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已
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人们经常用“变色龙”这个代名词，来
讽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反动阶级代表



人物。对他们说来，毫无信义原则可言。万物皆备于我，一
切为我所用。他们这一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变色龙——奥
楚蔑洛夫吗?《变色龙》是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
的一篇。它没有风花雪月的景物描写，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
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个警官偶然审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
中，只用寥寥几笔，就极其简练、锋利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
灵魂丑恶，面目可憎的沙皇走狗——警官奥楚蔑洛夫的形象，
寄寓着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读了这本小说选后，我更能体
会到当时沙皇俄国官场上的险恶与蛮横，也看清了当时和如
今的“变色龙”就是墙头草，哪边是强者就拥护哪边，即使
那强者并不是善良的那一方。《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给我了
很多启迪，《变色龙》使我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沙
皇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黑暗。理解以奥楚蔑洛夫为代表“变
色龙”似的政府官员正是这种黑暗统治的产物。

契诃夫enemies读后感篇六

一、作文教学要做到“有的放矢”

作文被有的语文教师视为“天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语
文教师对于作文的目标不是很明确，有时候全凭心情布置作
文，作文的布置或者作文教学都是很随机的。因此，作为语
文教师应对初中作文进行序列的构建和实践。写文章是一种
高强度的表达活动，文章写出来是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存在的。
由此，我们语文教师可以对于初中三年的语文教学进行一下
编排。

初一：对话的基础阶段——观察与再现。作文教学内容主要
围绕以下四方面展开：1.状物;2.写景;3.写人;4.记事。对话
语言要求：正确清晰，力求具体、生动。

初二：对话的提升阶段——思考与表达。作文教学内容围绕
以下四方面展开：



1.“我”与自我，如理想、人生、未来等;2.“我”与
人;3.“我”与社会;4.“我”与自然。印象最深刻的是金老
师对水进行了阐释，并就水展开了很多题材，比如水是万物
生命之源，提醒我们珍惜水资源等。

初三：对话的完善阶段——提炼与感染。内容主要包括：1.
精神;2.美德;3.人生观、价值观;4.热点。

二、作文教学要分阶段训练

指导学生写作文不能一步登天，而应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
训练，恰如其分地提出要求。对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讲，我们
应积极提倡模仿和借鉴范文。模仿是人类学习，掌握技能的
重要方法之一。模仿的特点在于针对性强，有法可循，既降
低了学习的难度，又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即使学生刚模仿写
作时比较机械，也应加以肯定。

历史上许多文学家也曾模仿古人写作，成为一代风范。如王勃
《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就是模仿了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
色”。模仿是创新的第一步，但不能一味地模仿，所以我们
必须强调模仿时还要加以创新。为此，新课标作出明确要求：
“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捕捉事物特征，
力求有创意的表达。”如学生在形容运动员跑得快时，大部
分学生写：发令枪一响，运动员犹如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我告诉学生弓箭是古代生活的常用品，在现代已经很少见了，
我们可以用有时代气息的东西来代替它。于是，学生便写出
了：如火箭腾空一般，如超人归来一样等类似的句子。这些
句子在原有形容速度快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生活体验，写
出了自己的独特感受。

三、强调写作过程中的读者意识

的表达，会让他们更有倾诉的欲望。



记得有位语文教师在教初中生写作时说过：“语言不是语文
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自己慢慢积累出来的。”语言是作
文的基石，而思考就是灵魂。好的作文就是由细腻优美的语
言、生动细致的细节等等堆砌起来的。如果学生会在作文中
关注细节，那么语文教师就不会辛苦了。如何让大部分学生
的语言变得简洁凝练，让已经简洁凝练的语言变得细腻优美，
更有味道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学生喜欢语文，喜欢阅读，
在喜欢中积累，在喜欢中书写。只要学生愿意，他们就会写
出好的文章来，只是现在我们要找到让他们愿意写的办法来。
在写作中确立读者意识，无疑会起到一定的效果，这也是我
们语文教师可以参考学习的一个好方法。

总之，我们语文教师只有对作文教学进行不断的探索，才能
获得有效的成绩。教好作文的关键必须有明确的教学目标，
并就学生的学习水*定位作文题材。初中阶段教师可以多引导
学生阅读课外书籍，让他们喜欢写作文，培养学生的写作兴
趣，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作文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