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大全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一

导语：本书处处透露出沟通与理解的意味，它跨越时代限制，
帮助我们探索爱的本质，引导我们过上崭新，宁静而丰富的
生活;它帮助我们学习爱，也学习独立;它教诲我们成为更称
职的、更有理解心的父母。归根到底，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
真正的自我。

同事推荐我读一本书《少有人走的路》，当第一次听到这个
标题时，我便被他吸引住了，带着好奇心我，我走上了少有
人走的路。

这是一本美国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写的关于心理学的书，里
面讨论了我们心理现象中一些比较本质性的问题。书中提出，
当我们能够自己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解决自己所有的心理问
题时候，我们也许不再需要宗教，至少，能够比较正确的看
待宗教，把它当做一种真正实际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精神
寄托或理论。

书中提到，在西方一些神学家的眼中，佛教不算真正的宗教
因为佛教不承认永久的“神”的实在性，而缺少这种第一因
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但作者却不这么看，并非所有的宗
教都必须要有一个神存在，比如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宗教”，
只是特殊的地方在于这种宗教不承认“神”的存在，或者说
即使承认“神”的存在，也是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佛教倒是真的相比于其他宗教来讲更接



近于现代科学一些。

作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只是也许自己不知道而已。
当你坦然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改善自己的
时候，你就离“神”越来越近，甚至于，你可能会发现，自
己是可能达到“神”的境界的。很感叹作为一名西方学者，
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且在长时间的行医生涯中能够去践行
它。是的，离开了现实的土壤的学说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崇
高如哲学或者宗教，也必须如此。现在这个社会，人们很多
已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人们转而信仰科学，这是社会的进
步。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正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传统宗
教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
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宗教中的正面成分会越来
越展现，而负面的东西自然而言得以消弭。但愿大自然能够
给人以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种提升。

所以看看吧，心智成熟有多么难，让心灵成长有多么难，我
们如何才能勉力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或许我们会排斥宗教，
或许我们会认为科学深奥难懂，或许我们会认为艺术过于高
雅我们无法涉及，再加上由于现在分工极细的因素，我们往
往只局限于自己的行业中，似乎掌握更多的知识成为了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往往安居狭小的心灵一隅而自娱——
到很难进入须臾纳芥子的境界;事实上“对于别人教给我们的
一切，包括通常的文化观念以及一切陈规旧习，采取冷静和
怀疑的态度，才是使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怀疑、
自省、反思、进取、追求，的确是那么难。

春节放假值班，闲下来阅读了我的生日书，《少有人走的路》
是由著名的心理学医生斯科特·派克写的一部关于揭示人心
智的心理学著作。

大多数人都存在心理健康缺陷，因为他们都有规避问题和逃



避痛苦的趋向，总是不去面对问题和痛苦，抱怨上天的不公、
自己的不幸，甚至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去麻醉自己，让自己不
去想，营造一个与现实脱节的完美的虚幻空间，这无异于作
茧自缚。“惟有痛苦才会带来教益”，面对问题我们不能因
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而是应该迎难而上，直至将其战胜为
止。

书中第一篇谈到了“自律”，人生苦难重重，我们的人生就
是不断的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唯有自律才是解决问
题的首要方案。所谓自律，就是以积极的主动的态度，去解
决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
现实、保持平衡。对于推迟满足感，我们不要贪图暂时的安
逸和一时成绩的满足，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工作时要先
难后易，彻底克制自己拖沓的工作毛病，延长自己的满足感;
而对于承担责任，我们对待问题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找出
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自己的信心;对于尊重事实，2012对于各
个行业都是一个严冬，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结合我们自己
的特点，找到2012年属于我们的机会;最后就是保持平衡，一
味的自律，就会变成压抑和束缚，我们要用一种平衡的自律
方式去面对问题，张弛有度，建立正确的解决问题方式。

2012作为公司的“变革年”，我们更要加强自身的“自律”
意识。2012年的航运市场好比一座独木桥，我们没有退路，
唯有奋起跨过。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2012要亮出
我们的中谷精神。

人生苦难重重，人生错综复杂，几乎所有人的心理都会出现
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心灵总会面对天性中的弱点，比如只顾
当下，比如懒惰。让我觉得释怀的是，知道人类都是如此，
都面对着如此的命运，这让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不足为奇的
了。这也解释了我之前的迷惑，就是看到某些众人所谓的优
秀成功人士，为何我却总觉得他们有所欠缺。之前我以为这
是和人格的高尚是否有关，现在我觉得说人格这样的格调太
高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未必能追求高尚的人格(当然包括



我)，就好像当年金大侠对人类寄予厚望的结果多半是失望。
其实我们未必需要拥有那样高尚的人格，就好像孙未说“英
雄和暴君一样，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人”，我们所应该
做的，其实是追求我们心灵的开阔和富足。然而，“少有人
走的路”，从书名可以看出思考、反思、追求心灵的健全的
人是很少的，我当然没权利做出这样的结论，不过派克就比
我有资格多了吧，呵呵。因为这条路很难，需要克服自身的
惰性，需要不断地学习，如此种种也让我感觉到压力，而且
因为多数人都不走，所以走的人就会感觉到寂寞。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二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本书。

人的成长是一生的过程，它不是18岁的时候就能完成的“作
业”，而很多人甚至到临死之前也没能做到，甚至不曾意识
到。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当中很多人都
还没意识到吧？父母给我的传统观念认为：立足社会，并能
够为社会，人类作贡献才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生
的最高目标。而个人的成长是摆在这个首要目标之后的，又
自己在“私下”的时间里慢慢去做的事。总而言之，人精神
上的成就和物质上（被社会承认）的成就相比是不足挂齿的。
但是，没有强大的精神后盾，人生又怎么能走的“顺畅”呢？
我认为，个人心智的成长是必须的，是比在社会能力上的进
步更重要的。社会，不管是否“正常”，它都可以被称
为“社会”；然而不健康的人生，将导致一个人一生的不幸。

这本书的作者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一个与我
们社会中所“习惯”的人生定义所不同的人生。的确，我们
的社会太过于依赖“习惯”，依赖“和大多数保持一致”。
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好像是“最安全的”，虽然这可
能不是“最正确的”。但“安全”可比“正确”重要多了！
所以，我们宁可放弃“进步”和“成长”；我们宁可“墨守



成规”，做 “习惯的事”，而不冒险改变。在书中，作者提到
“人的一生都要冒险”。我觉得如果以作者的人生定义为基
准，那么这句话是正确的。因为，不冒险改变就无法实
现“个人成长”。

必须时常反省自己，调整前行的方向。

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不愿意冒险改变自己那一成不变的思维模
式和行为方式的人了。即使，他们的习惯已经给自己带来了
很大的麻烦，他们仍然拒绝改变！这些当中，也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亲爱的家人和我的“知己”们。如果我们不努力寻求
改变，我们的祈祷和对命运的抱怨都将是徒劳的！

也许，我们还真的像书中说的不够“自尊自爱”吧？

在此书的第二和三部分，作者（译者）的文笔十分犀利！我
几乎无法以平和的心态去阅读。作者在书中多次讨论了在童
年时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和教育方式对子女未来心理成
熟度的影响。并提出“什么是真爱？”这一问题。在现实生
活中，很多父母都把孩子以后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当作自己对
孩子最现实，最真诚的期望。然而明确地指出“孩子，我希
望你能成长为具有智慧的成熟的人”的家长是比较少见
的。“安稳”在传统的观念上一直被认为是“幸福”的体现；
而寻求子女生活上的“安稳”，这真的是对子女最大的关爱
吗？这真的完全是对子女未来最无私的考虑吗？在这一点上，
作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实际上，本书作者的观点和孔子
的“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的思想比较相似，是对常人的
幸福观念的一种挑战。

我很想把这本书推荐给现在我生活中的人们，虽然我知道他
们就如书中所说的“把自己的心灵藏在厚厚的盔甲下”，而
且孔子也说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而止…”。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三

读《少有人走的路》有感2000字：

这本书开篇就说道：“人生苦难重重。”解决人生问题的关
键在于自律。所谓自律，就是主动要求自己以积极的态度去
承受痛苦，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自律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
一种态度。

书中有一句话“你不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斯科特.
派克对自律的理解更加宽泛和深刻，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面对
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人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律。
面对问题，智慧的人不会因为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他们会
迎上前去，坦然承受问题带给自己的痛苦，直至把问题彻底
解决。

“主动”“积极的态度”面对痛苦，是自律的根本。当各种
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我们要拿出足够的勇气主动的、想方
设法的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就会不断成长，心智就
会不断成熟。

书中这一观点，我特别赞同。培养一个自律的孩子，是众多
父母的心愿。但事实上，我们能看到身边很多孩子不懂得自
律、自制和自尊。尤其到了初高中阶段的青春期这些问题暴
露得更加明显，他们的父母大多数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
经常一言不合就鸡飞狗跳，他们只会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到孩
子头上，不是打，就是骂，根本不愿意调查问题的本质，也
不考虑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合适。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是
父母没有把本该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上。

孩子从出生到十七八岁，这漫长的过程中，如果父母能投入
足够的时间“陪伴”在孩子左右，尤其在孩子规则意识、行
为习惯、处世方式等形成的关键期，给予必要的指导，恰当
的敦促，来巧妙的引导孩子的发展方向，孩子才能会学会自



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孩子的每一个暑假，在漫长的无人
监管的六十天里，如何指导孩子制定计划，严格执行，控制
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养成自觉学习、阅读的好习惯，这
都需要父母动脑筋想办法，花费时间引导孩子加强自我管理。
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以忙为理由，放任孩子不管，或把孩子寄
放在长辈、亲戚家里，孩子的自律能力较难养成。

培养孩子的自律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完成的，需要父母大量的
精力和耐心去培养，而且越早意识到越好。父母需要以身作
则，在孩子面前树立好正确的榜样，让孩子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受到良好的熏陶，很难想象那些缺乏起码的自制力、生活
邋遢、行为不检的父母怎么能培养出自律的孩子。

在投入足够的时间的同时，父母无条件的爱和长期给孩子的
安全感至关重要。注意是“无条件的爱”，那是一种宠辱不
惊、细水长流、不带任何控制欲望的爱。当孩子面临痛苦和
困难时，父母真心实意地与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痛苦和折磨，
并时刻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给予的坚强后盾，这让孩子懂得珍
惜自己，懂得选择进步而不是落后，懂得将自尊自爱作为人
生的起点，这是培养孩子自律的根基。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中提出自律有四
个原则：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忠于事实、保持平衡。这
里先谈刚刚共读完的第一个原则。

推迟满足感，就是不贪图暂时的安逸，先苦后甜，有足够的
自制力积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享受更大的快乐。推
迟满足感，通俗地说就是“忍耐”，它既是自律的原则，也
是自律的表现。

著名的“糖果实验”表明：那些善于调控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能延迟满足的孩子，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更大的成功
机会。心理学家曾经总结过这样的规律：自律的前期是兴奋
的，中期是痛苦的，后期是享受的。



在学习地理、历史等科目时，她自认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他
人，背诵并不擅长，于是她想办法画图、做表、简笔画等极
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理解和记忆的方法，有时候这种画图
和总结比一目了然的记忆会麻烦很多，经常加班熬夜，看似
很苦，但她对知识结构的记忆和理解有了质的飞跃。

“延迟满足感”是一种能力，刚开始要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
但在这个过程中，以极强的自制力坚持过来，就会发现，自
律能带给人发自内心的平静和享受。就像这个清华女孩说起
自己的经历，一脸的自信和满足！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四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这是关于心理的书籍，值得一看，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欢迎阅读!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是美国杰出心理医生斯
科特.派克写的。

1978年首次出版，五年之后才出现在畅销图书榜单上，在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上榜近20年。

这本书创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至今长盛不衰。

《少有人走的路》是一本通俗的心理学着作，本书共分四个
部份：自律、爱、成长与宗教、神奇的力量。

其中以“爱”为中心，书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的本质，帮助
我们学习爱，也学习独立;告诉我们如何成为更称职的、更有
理解心的父母。

归根到底，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获得心智的成



熟。

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心智成熟的旅程。

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

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但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

拒绝成熟，实际上就是在规避问题、逃避痛苦。

而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人都有逃避问题的倾向，因此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都存在
缺陷，真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

因此作者斯科特.派克尖锐指出：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只
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几乎人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只不
过得病的时间不同而已。

所有逃避者，都在阻碍自己心智的成熟;一切心智成熟者，他
们的人生之旅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的。

本书开篇即说：人生苦难重重。

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

而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

所谓自律，是以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
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
实、保持平衡。

其中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
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问
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反映出人们不愿意推迟满足感的心理。

直面问题，会让人感到痛苦。

而问题不会自行消失，若不解决，就会永远存在，而且可能
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痛苦，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

例如：我现在正在写这篇读后感，其实已经拖了很久，总觉
得有个事没完，令我心神不安，但是不写永远不会有。

当我面对现实，放下有趣的游戏和小说，虽然这个过程中做
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但是静下心来去写的时候，心理上却感
到很轻松下来。

也许需要绞尽脑汁，没有了玩乐的轻松，当我写完之后，感
到心情舒畅，好像放下了一个包袱。

而类似的事情其实经常会出现，有时候会我们能够直面问题，
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它，而有时则推三阻四，能拖就拖，得
过且过。

而且越是安逸的时候，越是不愿意积极面对，也就是不愿意
推迟满足感，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吧。

记得有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人员给几个四五岁的孩子每人
一块糖，然后告诉他们如果现在就吃也可以。

但是如果能够等到明天早晨还没有吃，那么就可以再得到一
块糖。

然后观察这些孩子，有的孩子忍不住马上就吃了，但是也有
的`孩子忍住了，坚持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并得到了第二块糖。

在这之后，实验人员跟踪观察这些孩子，发现那些坚持住的



孩子在他们长大后都获得了成功，成为杰出人士。

想想就会明白，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就能够面对糖的诱惑，做
到了推迟满足感，这种自律的精神和能力在今后的成长中会
给他多大的助力啊。

自律是人类心灵进化的重要手段，自律的原动力则是——爱。

爱是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

把爱和自律结合起来，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才能体验快乐
的极致。

爱，就要不断的努力，促使自我和他人获得成长，从而促进
心智的成熟。

真正的爱不仅仅是付出，不仅仅是奉献，更重要的是你的爱
是否令自己获得成长，同时使你爱的人也得到成长。

就像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但绝不愿意将他们放在自己的羽翼
下，而是要让他们去搏击风浪，在风雨中变得更坚强。

而那种处处包办代替，时时嘘寒问暖绝不是真正的爱。

因为在包办代替中，是责任心的缺失;在嘘寒问暖中是自理能
力的退化。

“付出真爱的人，应该永远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永
远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

作者是一位心理医生，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许多心理
治疗的例子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因此使人在看的时候一点都
不觉得枯燥乏味，而且作品中不乏精辟的观点，凝练的语言，
读后令人深思。



“成熟的心灵必须保持中立，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悖
论，特别不要轻易受到伦理观念的影响。”

“勇气，不意味着永不恐惧，而是面对恐惧也能坦然行动，
克服畏缩心理，大步走向未知的未来。”

“对于别人教给我们的一切，包括通常的文化观念以及一切
陈规旧习，采取冷静和怀疑的态度，才是使心智成熟不可或
缺的元素。”

“你只能自行选择人生道路，忍受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最终
才能达到人生新的境界”。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而且值得精读的书。

之前一段时间在零零散散的时间中读完了《少有人走的路》，
是同学推荐的书，关于幸福与成长的心理学读物。

或许正如文章名一样，真正的幸福是一条追逐不止的艰难之
路，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到最后，获得人生真正的幸福感悟。

读完此文，对于成长，对于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或许一时
间弄不清楚这感悟到底是怎样的，但我相信今后的路有了别
样的走法。

下面是我的读后感，对于整篇文章也有较为系统的解读，近
日放于博客，与君共享。

总体上来说，读完本书，感觉心智初开，受益良多，但具体
来说学到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难以加以总结，只是碎碎
地谈一谈对各种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派克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名词解释，什么是爱。

按照平常的理解，爱是人类作为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区别于



其他生命体的最本质特征，因为人类拥有伟大的爱，亲情之
爱、爱情之爱、友情之爱，爱是我们伟大的情感。

而派克的定义不同于此，从心理学者的角度，他认为：爱是
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的心智成熟，而具有的一种自我完善的
意愿。

这个定义拓展了爱的外延，内涵更丰富，爱是一种积极的意
愿，是为了自我和他人的心智成熟而存在的，这样的爱无疑
是伟大的。

这让我提醒自己，不要随便将爱挂在嘴边，不要轻易地侮辱
了这个词。

当我们再次说爱的时候，首先想想自己有没有达到爱的境界
吧，没有的话是没有资格谈爱的。

“心智成熟”是贯穿始末的名词，派克并没有做详细解释，
以我粗浅的理解，大概是指人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及它们
指导下的行为模式的成熟吧。

派克的全文论述，都是基于实现人类心智成熟这个崇高目标
的，心理医生治疗心理病人的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开解和引
导，激发病人的自律行为，从而解救生病的意识，逐步走向
心智的成熟。

说到心理医生治病，就不得不提到“自律”，派克认为即使
是世界上最好的心理医生，假若病人自己不自律，不配合治
疗过程的话，那他也是医治不好病人的。

可见，自律是心智成熟的重要手段，而爱是自律的原动力。

人类一切的痛苦和灾难都来自于不自律，缺乏自律让我们不
敢正视和面对问题，只是一味地规避问题，逃避痛苦。



人要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用勇气去面对问题，以敢于担当
的姿态去解决问题，直至战胜问题，实现心智的成熟。

自律包含四个方面：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
持平衡。

我们常常会有拖延工作的坏习惯，总也改不掉，我们总是避
重就轻，把困难留到最后，倘若我们能够先把最困难、最复
杂的工作先做好，把解决简单问题的心理满足感推迟到后面，
这样我们就能够先苦后甜，按时完成工作。

这对我本人来说是很好的启示，因为我就有拖延工作的坏毛
病。

尊重事实和承担责任，是实现自律的基本前提，自律就是自
我管理，要正视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买单，否则不
可能真正的自律。

同时还要保持心态的平衡，有舍有得，拿得起放得下，输得
起赢得起。

派克还论述了称之为“神奇力量”的潜意识，他的解释我很
信服，因为感觉上确实如他所说。

我有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脑子里冥冥的感觉
到那一刻所经历的这一幕幕存在我的记忆里，就好像这一切
我早已经历过了，小时候常常为此困惑不已，长大之后，就
总是认为这是传说中的轮回，是我上世的记忆没有完全清除，
我又在重演着前世的一切，越想便越觉得这一切有点不可思
议。

派克的解释是这种情况是潜意识在提示我们，潜意识占据了
我们思维的95%以上，潜意识一直被压抑着，但时常与意识发
生冲突，反击我们的意识。



派克甚至提到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和
个体潜意识构成了我们的潜意识，集体无意识就是人们心中
的上帝，上帝通过潜意识作用于意识。

意识的进化就是心智的成熟之路，是自律与熵的博弈，是意
识向心中潜意识的亲密。

懒惰是我们原罪的本质，是我们的熵，它阻拦我们心智走向
成熟，心智走向成熟离不开独立、勇敢和进取精神，我们要
摆脱懒惰，严格自律，同时敢于承担责任，才可能实现胜利。

我们大多数的人为懒惰所累，倒在了心智成熟的路上，没能
实现心灵的成熟。

我们渴望心智成熟的人，必须独立选择人生道路，忍受生活
的艰辛与磨难，抵制懒惰，时刻自律，才有可能达到人生新
的境界。

这是一本好书，不同的时间拾起，我想都会有不同的心灵感
悟。

最近有幸拜读了《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当第一次看到这
个标题时，我便被他吸引住了，带着好奇心我，我走上了少
有人走的路。

这是一本美国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写的关于心理学的书，里
面讨论了我们心理现象中一些比较本质性的问题。

书中提出，当我们能够自己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解决自己所
有的心理问题时候，我们也许不再需要宗教，至少，能够比
较正确的看待宗教，把它当做一种真正实际的生活方式而不
仅仅是精神寄托或理论。

书中提到，在西方一些神学家的眼中，佛教不算真正的宗教



因为佛教不承认永久的“神”的实在性，而缺少这种第一因
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

但作者却不这么看，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必须要有一个神存在，
比如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只是特殊的地方在于这种
宗教不承认“神”的存在，或者说即使承认“神”的存在，
也是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佛教倒是真的相比于其他宗教来讲更接
近于现代科学一些。

作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只是也许自己不知道而已。

当你坦然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改善自己的
时候，你就离“神”越来越近，甚至于，你可能会发现，自
己是可能达到“神”的境界的。

很感叹作为一名西方学者，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且在长时
间的行医生涯中能够去践行它。

是的，离开了现实的土壤的学说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崇高如
哲学或者宗教，()也必须如此。

现在这个社会，人们很多已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人们转而
信仰科学，这是社会的进步。

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正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传统宗教所
起到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
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宗教中的正面成分会越来
越展现，而负面的东西自然而言得以消弭。

但愿大自然能够给人以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种提升。



所以看看吧，心智成熟有多么难，让心灵成长有多么难，我
们如何才能勉力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或许我们会排斥宗教，
或许我们会认为科学深奥难懂，或许我们会认为艺术过于高
雅我们无法涉及，再加上由于现在分工极细的因素，我们往
往只局限于自己的行业中，似乎掌握更多的知识成为了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往往安居狭小的心灵一隅而自娱——
到很难进入须臾纳芥子的境界;事实上“对于别人教给我们的
一切，包括通常的文化观念以及一切陈规旧习，采取冷静和
怀疑的态度，才是使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怀疑、
自省、反思、进取、追求，的确是那么难。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五

《少有人走的路》是一本关于心智成熟的心理书，作者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方法，而
看了本书我确实有很多的收获。

人生苦难重重，而只有真正理解并接受了人生苦难重重的事
实，我们才会释然，也不会再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苦难，
是可以开启人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的。

有许多家长，学生，甚至我自己，也曾经埋怨过，小学阶段
学生学的东西是不是太难了，我认为小学应该是培养孩子读
书兴趣的地方，不应该让学生过早的接触太难的问题。但是
看了这本书，我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其实小学阶段的问题与
难易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照样
有学生不会，所以，学生与学生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差异，在
于学生有没有主动的去面对学校为孩子们设计的各种问题，
学生有没有动脑筋，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正常情况下，正
如富兰克林说的：唯有痛苦才能给人带来教益。其实，如果
深入到学生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后进生，只不过是
面对问题不停的拖延时间，或者视而不见，希望问题自己消



失。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大都喜欢玩游戏，甚至沉迷于游戏？
也许就是为了躲避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自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自律就是主动
要求自己以积极的.态度去承担痛苦，解决问题。而自律则源
于爱，后进生更需要父母以及老师的关爱。富有爱心的爸爸
妈妈或者老师，要给学生一种意识或者提示：“爸爸妈妈，
老师都愿意陪我忍受困难，困难也没有那么可怕。”当然父
母的爱必须是表里如一持之以恒的。

对爱的理解其实有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不太懂什么是爱，
作为老师，我时常反思自己，质问我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我
的学生。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答案，爱，应该是倾听学生的需求，该
放手时就放手。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纪伯伦的诗句：你的儿女，
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这首诗对老师也适用，我们应该
时刻警惕。

其实读了这本书收获很多，可以说是这本书是开启人心灵的
实操书，能够点亮我们内心的黑暗，正视自己的问题。

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六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是美国杰出心理医生斯
科特。派克写的。1978年首次出版，五年之后才出现在畅销
图书榜单上，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上榜
近20年。这本书创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至今长盛不衰。

《少有人走的路》是一本通俗的心理学着作，本书共分四个
部份：自律、爱、成长与宗教、神奇的力量。其中以“爱”
为中心，书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习爱，



也学习独立；告诉我们如何成为更称职的、更有理解心的父
母。归根到底，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获得心智
的成熟。

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心智成熟的旅程。人生是一场艰辛之
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但绝
对不可以拒绝成熟。拒绝成熟，实际上就是在规避问题、逃
避痛苦。而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
根源。人人都有逃避问题的倾向，因此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
都存在缺陷，真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因此作者斯科特。派
克尖锐指出：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几乎人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只不过得病的时间不同
而已。所有逃避者，都在阻碍自己心智的成熟；一切心智成
熟者，他们的人生之旅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的。

本书开篇即说：人生苦难重重。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而解
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所谓自律，是以积极而
主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持平衡。

其中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
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
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反映出人们不愿意推迟满足感的心理。
直面问题，会让人感到痛苦。而问题不会自行消失，若不解
决，就会永远存在，而且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
痛苦，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例如：我现在正在写这篇读后
感，其实已经拖了很久，总觉得有个事没完，令我心神不安，
但是不写永远不会有。当我面对现实，放下有趣的游戏和小
说，虽然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但是静下心来去
写的时候，心理上却感到很轻松下来。也许需要绞尽脑汁，
没有了玩乐的轻松，当我写完之后，感到心情舒畅，好像放
下了一个包袱。而类似的事情其实经常会出现，有时候会我



们能够直面问题，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它，而有时则推三阻
四，能拖就拖，得过且过。而且越是安逸的时候，越是不愿
意积极面对，也就是不愿意推迟满足感，这也许就是古人所
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吧。

记得有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人员给几个四五岁的孩子每人
一块糖，然后告诉他们如果现在就吃也可以。但是如果能够
等到明天早晨还没有吃，那么就可以再得到一块糖。然后观
察这些孩子，有的孩子忍不住马上就吃了，但是也有的孩子
忍住了，坚持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并得到了第二块糖。在这
之后，实验人员跟踪观察这些孩子，发现那些坚持住的孩子
在他们长大后都获得了成功，成为杰出人士。想想就会明白，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就能够面对糖的诱惑，做到了推迟满足感，
这种自律的精神和能力在今后的成长中会给他多大的助力啊。

自律是人类心灵进化的重要手段，自律的原动力则是——爱。
爱是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把爱和自律结合起来，
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才能体验快乐的极致。爱，就要不断
的努力，促使自我和他人获得成长，从而促进心智的成熟。
真正的爱不仅仅是付出，不仅仅是奉献，更重要的是你的爱
是否令自己获得成长，同时使你爱的人也得到成长。就像我
们爱自己的孩子，但绝不愿意将他们放在自己的羽翼下，而
是要让他们去搏击风浪，在风雨中变得更坚强。而那种处处
包办代替，时时嘘寒问暖绝不是真正的爱。因为在包办代替
中，是责任心的缺失；在嘘寒问暖中是自理能力的退
化。“付出真爱的人，应该永远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
永远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

作者是一位心理医生，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许多心理
治疗的例子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因此使人在看的时候一点都
不觉得枯燥乏味，而且作品中不乏精辟的观点，凝练的语言，
读后令人深思。

“成熟的心灵必须保持中立，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悖



论，特别不要轻易受到伦理观念的影响。”

“勇气，不意味着永不恐惧，而是面对恐惧也能坦然行动，
克服畏缩心理，大步走向未知的未来。”

“对于别人教给我们的一切，包括通常的文化观念以及一切
陈规旧习，采取冷静和怀疑的态度，才是使心智成熟不可或
缺的元素。”

“你只能自行选择人生道路，忍受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最终
才能达到人生新的境界”。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而且值得精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