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实践论读书心得体会文章(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心得体会该
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实践论读书心得体会文章篇一

1937年7月，正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教条主
义和经验主义，误导了党和军队的革命决策，严重妨害着革
命的发展。毛泽东就是为了揭示这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危害，纠正当时党和军队的错误指导思想，突出阶级斗争和
民族斗争中实践的重要意义，而写出《实践论》。

《实践论》开篇就批判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
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
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
依赖关系。”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革命的
特殊情况而得出的评价。同时，《矛盾论》又讲到“马克思
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
理的道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领导，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全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内的部分先进的思想分子和革命战士根据马克思思想在中国
的传播运用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说明不能将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教条化和经验主义。

在阐述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时，毛泽东首先说明了马克思主
义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泽东承认生
产活动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同时又提出了“人的社
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
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



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这样的一种观点纠
正了一些人狭隘的实践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
为迷惑中的人们指明了参与社会实践的方向。

有人说毛泽东的《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
的过程却始终不离开认识。确实如此。毛泽东在“哲学就是
认识论”(1964年)就说过，“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
系，从而更能深刻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关于从实践到感
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
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
认识论。”在整个《实践论》中，毛泽东都没有脱离认识而
独写实践。

认识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讲知行一致同样需要建立
在认识的基础上，而实践在认识的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首先，认识来源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
自身的感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
联系，即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
人们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
识达成飞跃，成为理性认识。再而， “认识有待于深化，认
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 ”，认识的飞跃，是绝
对不能离开实践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无不基于实践这一基
础。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
的认识，以及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战争的认识等等皆是如此。

“认识——实践——再认识”是《实践论》的实践路线。认
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因而，
就认识而言，它是为实践做准备的，它是为实践服务的。实
践的成功与否既知行能否一致很重要的就是在于是不是很好
的运用了认识的成果。古语云，“吃一鉴，长一智”若长一
智的是别人，就有必要听听老人的意见了，“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在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对
于这句话给了一个深刻准确的诠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
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于是认识被证实了，如果达
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思想，
然后取得成功，此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失败者成功
之母”。 邓小平上台后的一系列实践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的
诠释是正确的，知行一致也在此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实践出真知。《实践论》谈到，“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
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
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生活也是实践。
人们是在学车的一次次跌倒和爬起中体会到如何掌握方向、
如何保持平衡、如何将自己推向前方的;人们是在一次次演算、
一次次试验后将卫星送上太空，把民族力量推向高峰的。

《实践论》是毛泽东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于指
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都有
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实践论可以给青年尤其是“80后”或成为
“泛90”的当代大学生以重要启示和指导。在学习上，要多
动脑勤动手，比如我们学英语，因为说得差而不说，总是把
话放在心里念，一个个“哑巴英语”我们就不可能说好英语。
在与人交往中，要真心诚意，客观的对待他人。以后参加工
作，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积极参与。许多事物，必
须我们亲身实践才能得到真实的、正确的感知，才会知道葡
萄不仅有酸的还有甜的，才能经得住实践的考验，做到知行
一致，。以旁观者的心态，是不能学到东西的;以纸上谈兵的
方法开展工作，只能造成挥泪的结局。知行一致，需要实践
先行。

实践论读书心得体会文章篇二

1937年7月，正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两种非
常不好的思想，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妨害着革命的发展。



为了揭露这种不好的现象，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
东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通观全篇，此文几乎是一篇完美无
缺的哲学论文，到处闪耀着思辩的哲学光芒;同时又因为毛泽
东是文学家，身上流着中国文人的血，理所当然地使这篇文
章充满了文学气息。

实践是寻求真知的唯一途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
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
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
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
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
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
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中取得教训，
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
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
是这个道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在实质，“认识——实
践——再认识”是《实践论》的实践路线。

实践要注意方法

实践，就是一个怎样验证真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本
来面目的过程。谈实践的方法，我想从实践的特性开始说起。

一则，实践具有时间性和地点性：实践的内容会随时间、随
场合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被前期、他地的实践所证明的东
西不一定适用于当时(以及未来)、当地。“刻舟求剑”者犯
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二则，实践具备局部性和偶然性：某种局部实践的结论不一
定适用于全局实践，某种偶然实践的结果不一定体现基本的、
普遍的规律。“守株待兔”者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三则，实践具有层次性：此一层次实践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
其他层次和全部层次。

四则，实践具有主观性：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不可能绝对摆
脱实践主体主观因素的制约;绝对客观的人类实践，是不存在
的。主体能动发挥程度的不同，必会影响到实践的具体效果。

上述特性的共同作用，则形成了人类实践的“隐蔽性”，或
曰局限性。正因如此，仅仅依靠一时一地的、个别的、局部
的具体实践，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那是不充分的;仅
仅依靠具体实践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给予理性地抽象、
概括和总结，却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同样是不充分
的。

具体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具体结论，基本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基
本结论，普遍实践则可用以证明普遍结论;而唯有借助于人类
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动)，把人类的全部实践从局部上升到基
本、从基本上升到普遍、进而抽象地形成人类的普遍实践(绝
对实践)，才能足够地证明客观事物的真理。

另外，还要预防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篇文章，对当时中
国革命的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它批判了当时革命中存在的
两种不良倾向，其一是经验主义，其二是教条主义。经验主
义有什么害处呢?不妨举一例说明。一队科研人员要到某雪山
顶上探险。一位专家指出，高山顶上酷寒，煤气孔容易被冻
住，需多带几根钢针以防不测。但是负责装备的是个老队员，
他仅凭经验认为，一根钢针就足够了，因而没有听从专家的
劝告。结果这群人全部被冻死在山顶，就因为那根钢针不小
心弄断了，煤气孔堵塞，无法取暖。这个例此文来源于文秘
写作网能够极好的说明，经验是要得的，但经验主义是万万



要不得的。我想，犯经验主义的结果就是，决策前“眉头一
皱计上心来”，实践后“鼻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一酸眼泪
流下来”。

实践要注意总结

总结的过程是一个认识飞跃的过程。要善于在总结自己的实
践经验中学习，在再认识的环节上下功夫。不论是学习还是
总结，都要找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在结合中升华，在结
合中创新，在结合中发展。为此，要把调查与研究结合，既
弄清情况，又理出头绪;把经验与教训结合，成功的经验固然
重要，但失败的教训更可贵，从教训中学习往往使人更聪明;
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既要有丰富的材料，又要找出
本质;把集中起来与坚持下去结合，既要善于集中正确的意见
形成科学的决策，又要持之以恒的抓好落实。这样，经常不
断地升华，使零碎的变成系统的，朴素的上升为理性的，又
回到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形
成实践、认识、总结、再实践、再认识、再总结的良性循环。

实践论读书心得体会文章篇三

最近，按照省厅和警令部“三读”活动的安排和要求，我认
真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受启发，总有一种清新之
气如春风般扑面而来的感觉，除了因一些旧事远去的生疏感
外，并不觉得烦难。

《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认为，不懂得哲学的
人，是无法深刻理解事物的，没有哲学思维功底做铺垫，也
是无法进行事物抽象思维的，因此，认真学习哲学十分必要。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之所以以“实践论”为题阐述认识论问题，
有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首要和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特征。
二是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轻视实践，造成中国革
命的严重损失，用实践的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具有现



实针对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
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
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
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
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
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
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正确的实践观。“自觉投身公
安工作实践中去”,相信这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民警的要求,
同时也是新时期公安工作发展的需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
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
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不但通过实
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真理又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所以要
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真理。公安工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
当作教条，不能用理论去切割事实，而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地
验证、修改、补充、完善工作机制，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

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
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
度。”这是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在公
安工作中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
路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
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而
主观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主观能动地指
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因此，对工作对



象的认识，就不能满足于经验层次，而要经过思考、实践，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求得理性认识，
总结规律性。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正是在长期、细致的实践中，
达到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状态。

只有在公安工作中大胆实践，才是我们对于公安工作认识的
真理性标准。毛泽东同志对于这句话给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诠
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
于是认识被证实了，如果达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
败中得到教训、改正思想，然后取得成功。

少数民警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从来就不是少，而是机会来
了我们没有信心和能力抓住它。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
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经验，这样当机
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我们要抓紧机会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做有准备的人。

《实践论》谈到，“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
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
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
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说法看似平淡无
奇，实际上正是许多人忽略了的真理。

《实践论》引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有着极为深远
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
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成功，
在实践中得到经验。

实践论读书心得体会文章篇四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著作之一。毛泽东同志
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
深刻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在读完《实践论》全
文之后，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



解。

《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的过程却始终不
离开认识。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系，从而更能深刻
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

《实践论》首先说明了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人的社会实践其内容正是生产活动、
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因此认识对社
会实践同样有着依赖关系。

通过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人的认
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

首先，认识来源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自身的感
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联系，即
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抓住
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识达成飞
跃，成为理性认识。而认识的飞跃，是绝对不能离开实践的。
认识的不断深化，无不基于实践这一基础。

但是，认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
因而认识来源与实践，并要回归实践。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
动，在获得理性认识之后，还有更重要的过程，那便是从理
性的认识到指导实践又一个飞跃。通过得来的认识指导实践，
并且在实践中检验的发展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继续。

认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到证实之后，人们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
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运动便是完成了，对于过程的推移来
说认识并没有完成。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也
会跟着变化发展，所以，认识同样要不断变化和发展。

于是，我们得出，在单个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
内的认识中，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



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
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论》不仅深刻而又系统地论述了认识与实践密切关系，
同时也对一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给予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使
我深受启发。

关于人们在面临新的实践活动的信心问题。通常人们都不愿
在没有把握、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去进行某种实践。在《实践
论》的论述中，谈到了一个人的勇气与信心跟他对工作的内
容和环境有没有规律性的了解直接相关。这对于我们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在学习、研究以至将来的工作都会面临
各种机会与挑战，而对于面临的实践活动我们的了解程度直
接影响我们的信心。许多人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的。我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
经验，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
于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
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
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收
获成功。

实践论读书心得体会文章篇五

马克思认为：世界时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起
能动作用。马克思还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事物是不断变
化和发展的，只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客观实践性是无法取得
成功。

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小马过河》。老马看到小马长大了，
让他独自驮一袋麦子去磨坊，然而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
水是深是浅小马发愁了，老牛个子高，认为河水很浅，刚没
小腿。松鼠个子小，认为河水很深，还淹死了他的一个同伴。



小马不知道怎么办，只有回去问妈妈。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
"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不去试试，是不行的，
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最终的结果是：河
水既没有老牛说的那样浅，也没有松鼠说的那样深，小马成
功渡过河，完成了妈妈交代的任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的《实践论》，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剖析得非常透彻，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的高度概括和总
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

中国有个"闭门造车"的成语，比喻做事不考虑客观情况，脱
离实际。至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闭门造车"，则是形容不顾实
际，也不吸取别人的经验，一味主观地杜撰瞎造的意思，好
比关起门来在家里制造车子，而完全不考虑门外的实际情况
和实际需要，结果就不合规格，不能适用。

当然，意识对物质起能动作用。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运动的成功离不开实践经验，就象
过去的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不
是那些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再结合具体实际，总结经验
和教训，使得战术和战略上取得成功的经验，从而再一次次
的取得胜利，最终取得革命的最大胜利。

联想到最近的"钓鱼岛"事件。日本掀起购岛闹剧后，国人喊
打声一片。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爱国者，直接把矛头指向政府，
认为政府无能，实则是那些人不懂得从实际出发的真理，不
懂得运用毛泽东的实践论。

钓鱼岛是钓鱼岛列岛的主岛，位于中国东海，距温州市约356
千米、福州市约385千米、基隆市约190千米，距离冲绳约420
公里，面积4。3平方公里，周围海域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
钓鱼岛本岛面积狭小，没有可以供大部队部署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缺乏机场设施。 必须注意的是，钓鱼岛东南方向是日
本控制的琉球群岛所属八重山列岛，其中石垣岛距离钓鱼岛
仅有170公里，面积达到了222。6平方公里，可以部署大型雷
达设备和机场，是日方距离钓鱼岛最近的重要前进基地。对
我方不利的是，八重山列岛处于中国台湾本岛以东，我方空
中力量若要打击八重山列岛，最佳攻击航线会掠过中国台湾，
须穿越世界上防空火力密度最高的台北防空区。尽管钓鱼岛
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利益，但目前中国台湾当局明确拒绝两
岸共同保钓，战时解放军战机能否借道中国台湾上空攻击八
重山列岛实在是难以预测的变量，也即是说日本一定程度上
拥有了一个可以不受惩罚的安全后方。

当然，有人说，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毛泽东的实践论告诉我
们，万物是普遍联系的，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那些
手无寸铁的百姓是无辜的伤害。所以，面对钓鱼岛之争，我
们还得拿出更加稳妥，更加安全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