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短的读后感(模板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
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最短的读后感篇一

《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留下的最重要的中篇小说。它描写
了18世纪末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反映了普希金对历史的很
多看法。

普希金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彼得・格里尼约夫，这
人是个青年贵族，被放逐到边疆的一个小城堡里当军官。去
路上给了一个流浪汉一些钱财，流浪汉发誓必报答他。到城
堡后，遇到了城堡司令的.女儿玛莎（上尉的女儿），与之坠
入爱河，并为此与另一个军官希瓦卜林发生冲突。

这时爆发了普加乔夫起义。义军攻入城堡，杀死了城堡司令，
将要杀死彼得时，彼得的老仆人面见普加乔夫，说了些话，
普加乔夫就把彼得给放了。原来普加乔夫就是当初彼得所救
的流浪汉。普加乔夫允许彼得离开。但却任命希瓦卜林为城
堡的司令。

彼得到了奥伦堡，想劝那里的政府军去攻下城堡，结果政府
军却按兵不动。与攻过来的农民军打了几仗之后，彼得决定
亲自到城堡去解救自己的心上人。结果又被普加乔夫抓了，
他与普加乔夫交流，说服普加乔夫让他与玛莎成亲，并惩罚
希瓦卜林。彼得与普加乔夫交流了观点，彼得发誓决不会背
叛政府的。普加乔夫还是把他们放了。

之后玛莎到了莫斯科，彼得继续打仗。打完之后，普加乔夫
失败，被捕的希瓦卜林告彼得通敌（农民军）。彼得被捕。



玛莎面见女王，陈述冤情，彼得得释。

---------

本文最受关注的是普加乔夫农民起义，以及普希金对起义的
看法。大家知道，普希金本人经历过十二月党人起义，他同
情起义者，但没有参加。

从《上尉的女儿》中可见，普希金对农民起义原先有一些期
待，他描绘了起义军内平等的状态和普加乔夫追求自由的精
神。但是，普希金很快发现，农民起义破坏性极其巨大，其
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且，更重要的是，普加乔夫自己对
起义能否成功完全没有信心――普希金也没有信心。他发现
这种以暴制暴式的革命导致的后果极其严重。因此他反对这
种方式。

普希金一生都在寻找救国之路，但是一生都没找到。他感到
自己是个多余人，因此他在《奥涅金》中就描绘了奥涅金这
样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最短的读后感篇二

罗曼·罗兰先生所著的巨人三传之一《米开朗基罗传》，是
傅雷先生所译。书中除了传记原文以外，还附有米氏相关作
品彩色插图一百五十余幅。读罢此书，心中感慨万千。

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的生命，一个真实的米开朗琪
罗。他平易，但又超凡脱俗。他无以伦比的艺术天赋和创造
力全部献给了艺术，他追求艺术真善美之表现力的执着与忠
诚更是感人。米开朗琪罗是无愧于那个时代，无愧于巨人的
称号的。

米开朗琪罗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他是一个精神的贵族。他是个天才。他有一种骇人的生命，



猛烈地爆发，使他太弱的肉体与灵魂有所不能承担。

在创造的不断冲动中，他除了夜以继日的工作，除此以外什
么都不想。他在继续不断的兴奋中生活。

他一生致力于艺术的创造，试图把真善美保存到永恒。

他狂野，他不羁，他高贵。他欣赏自己，赞赏自己，他不答
应别人把他当艺术家来看。他认为，天才这个词都不配于他。

他的父亲也劝告他不要劳作过度，但是劝告并不起作用。他
从不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合人性些。他只以极少的面包
与酒来支持他的生命。

大师留存下来的作品，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绘画，任何一
件都已成为不朽，它们与他一样名垂千古。

他的一生就在不息的艺术冲动与创造中渡过。无数的失败，
无数的成功，他走完了自已充满坎坷的一生。最终他用自已
的精神和生命为人类留下了无限宝贵的财富。

最短的读后感篇三

普加乔夫是作者着力要刻画的人物，他的性格是复杂的、耐
人寻味的。作为农民起义领袖，他的结局无疑是上绞架，这
是历史、时代和普加乔夫共同决定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上
尉的女儿》的精彩之处不在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出人意料
的结局，而在于普加乔夫做的事和说的话。作为农民起义领
袖的普加乔夫是聪明的、狡猾的、凶狠残忍的。他给军官下
军书的时候，为了保证自己队伍的作战秘密不被泄露，竟然
割断了传军书的自己队友的舌头，在攻占下白山要塞时，那
么惨绝人寰的绞死了善良的上尉，杀害了他的妻子。但即使
是这样的普加乔夫，当我读完这部作品后，也不会对他产生



厌恶，因为他有太多的无奈。他也想做一个乖乖的农民，但
现实不允许，不允许到就算知道结局，也要去试一试。

普加乔夫对格里尼奥夫爱情的祝福超越了阶级的对立。

小说中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格里尼奥夫的仆人—塞
维里奇。他属于格里尼奥夫家里的一个农奴，读作品的时候
真的会被塞维里奇的忠心和格里尼奥夫对他友好的态度而感
动。他精致的为主人计算每一分钱，从无私心。在家里其他
农奴暴动要杀害主人时，是他及时的请来了沙皇的救兵。后
来作者还安排地主—格里尼奥夫的父亲，仁慈、友好的放过
了那些暴动的农民，只是让他们做农活来赎自己的罪。可是
当时地主与农奴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吗?这种关系是普希金故意
刻画的，这有点属于他自己对沙皇与农奴的矛盾所提出的解
决办法，认为只要农奴遇到好心的地主就好了，但好像，好
心的地主几乎是很少的，而且即使格里尼奥夫家是好心的地
主，当觉得塞维里奇做了对自己不忠或以下犯上的事情时，
也还是会对塞维里奇进行侮辱性的谩骂。

最短的读后感篇四

《上尉的女儿》是俄国作家普希金的着作。写的是一对恋人
在普加乔达领导的哥萨克革命的烽烟战火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如果说爱是
美丽的，那么互动的爱就是至美。这样的爱建立在理解之上，
彼得卢沙在雪地里救起了普加乔达，而后，普加乔达在有权
后也没有为难彼得卢沙，而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拥有了无比
幸福的生活。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才会处处播撒爱，而且
不求回报，不求夸赞。茫茫人海中，有多少往事可以回首，
有多少拥抱可以重来，有多少真情可以再现，有多少恶人可
以改善，当我们放开一切，伸出自己的双手，其他人也会因
为这样而获得更多的感悟和更多的爱。想想，没有阳光，就
没有日子的温暖，没有雨露就没有五谷的丰登，没有水源，



就没有永恒的生命，这些：阳光、雨露、水源它们祈求过那
些获得帮助的人们给予回报吗？没有！我们不能只做那些被
帮助的人，要先学会做给予的人！只有这样世界永远是明亮
的；因为心是明亮的，只有这样他人才能更好的生活，因为
人心是善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没有太多的麻烦，因为有困
难时人们帮了！

让我们学着拨开故事的表面，看到背后的情境；拉长美好精
神的距离，让爱与幸福延长下去！

最短的读后感篇五

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学的兴盛，往往是诗歌
在前，小说在后。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于一个较短的时期中，
而有时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俄国古代文学在17、18
世纪和19世纪初叶，其成就主要在诗歌上。普希金以百川归
海之气势，继承了俄国以及欧洲文学的传统，为俄国诗歌制
定了从语言到格律的一整套体系，使之达到美的顶峰。这时，
俄国进人需要小说的时代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有历史眼光的
文学巨匠又毅然而光荣地承担了创造俄国小说这个重要的任
务。普希金晚期这种从诗歌向小说的转移，体现了俄国文学
向更为广阔深人的领域进军。高尔基说，俄国散文是从普希
金开始的，这话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世界文学史上少有这
样的作家：集两个文学时代的成就和伟业于一身。普希金正
是这样。了解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认识这一
点。我们应当改变过去的一种印象：似乎普希金只是一位诗
人。他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继往
开来的、划时代的小说家。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小说创作以及一生全部创
作中最后的一部。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首“天鹅之歌”。
《上尉的女儿》结构匀称，布局周密，情节曲折，语言质朴
而优美，叙述上更是简洁、明净、清澈、凝练。这部小说为
后来的俄国小说定下了格局，树立了典范。难怪果戈理会说，



和《上尉的女儿》相比，他的以及他所读到的那些俄国小说
都只是“一碗油腻的菜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尉的女
儿》的简洁特点。全书不过八万余字，却能全面深人地写出
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矛盾斗争，而且生动
真实地塑造了一系列属于社会各阶层的各有特征的人物形象。
作品毫无任何枝蔓，它通体完整、匀称。它叙述得简洁而不
令人有概略感，反而觉得具体而真实。比如，我们几乎读不
到什么有关男女主人公格利尼奥夫与玛莎恋爱过程的描写，
然而我们却感到这一对情人的接近和契合是自然而然的。
《上尉的女儿》的这种简洁明快的文风，令人当然会想起普
希金的诗歌，这实际上是诗歌语言在散文中的运用。俄国小
说从开始发展时，便有了这种简洁的根基，难怪后来的屠格
涅夫、契诃夫等大师，都拥有简洁的本领。即使陀斯妥耶夫
斯基、托尔斯泰这些长于写鸿篇巨制的小说大家，在他们对
每一个情节事件的具体处理与描述上，也都体现了这种本领。

读这本小说时，请读者留意它的形象体系和人物配置。书名是
《上尉的女儿》，但玛莎本人并不是描绘的重点，男主人公
格利尼奥夫是情节线索的联结者，但也不是作品中诸多人物
形象的核心。这部作品通过他二人的这场奇遇性的恋爱，所
要展示和歌颂的是俄罗斯人民。作者在小说中，竭力地描写
了一系列普通人的形象。这里有下层军官米罗诺夫上尉，他
的妻子瓦西丽莎，女儿玛莎，格利尼奥夫的忠实仆人萨维里
奇，那个被人割掉耳朵舌头的老巴什基尔人，以及作者略略
写到的普加乔夫叛军和自山要塞中的许多下层群众。主人公
格利尼奥夫本人虽是贵族出身，实际上也属于普通人一类。
他们都是平凡的俄罗斯人，他们代表着俄罗斯民族，在普希
金笔下，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的忠厚而善良。当然，在这一
系列人民群众形象中，小说所描写的核心人物是普加乔夫。
他实际上是作品形象体系的中心，普希金正是为了写他，才
写这部作品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普希金在其一生创作中集中注目于俄国
历史上的两个人物：彼得大帝和普加乔夫。这从他的全部作



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也证明了普希金是一个多么富有洞察
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也说明普希金认为普加乔夫这个人物
在俄国历史上作用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