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心理的读后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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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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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的读后感篇一

前边挺吸引人的，最喜欢第一章的宿舍里平凡生活的描写，
在宿舍看代入感有点强，吓着了。

不过后边就开始戏剧化了，主角越来越神化，每次只身犯险
总能化险为夷，我心都提到嗓子眼，挂了咋办特别是在地下
暗河里那段，这更像是方木传。推理情节（特别是到后边）
感觉有些不太符合常理，比如魏巍假装植物人，这个可以逃
掉医院的检查程序？就算是为了塑造方木的强大敌人，魏巍
也有点神乎其神了，反观前边第七个读者开始的几章可能要
比这个真实一些。

主角学生时代之后的感情线简直太牵强，尤其是城市之光那
章，气的我直接跳过了。还有，虽然这本书讲的是心理罪，
跟心理扭曲有关，可能是没怎么感受过，感叹心理扭曲的可
怕之时也对案件作案动机的强加性表示怀疑。我还是更喜欢
东野圭吾老先生的推理小说，案情不是为了表现个人而发生，
而是生存，而是掩盖，而不是变态地挑衅警方：快来抓我啊。
不喷，总的还是喜欢雷米大大的，毕竟写这么大一个故事，
而且其间串联线索也还说的过去，不太深究的话。

心理的读后感篇二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
它是人类近代史上发展最迅速、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



一门学科。自从人们开始组成群体来实现个人无法完成的目
标以来，管理工作就成为协调个体努力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由于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集体的努力以及越来越多的、有组
织的群体规模的扩大，管理人员的任务也就愈发重要了。我
认为管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管理工作适用于各种大小规模
的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的企事业单位、制造业以及服务性行
业，因此，学好管理学对于我现在的工作岗位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通过学习我对管理的几点小小认识：

1、管理的核心是人员的管理，因为任何事都需要人去做，一
个完美的计划是成功的前提，但离开人员，计划是万万得不
到实现的，“以人为本”大家都说的很多，我认为最核心的
是说如何去用好人，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就是立足于发
展自己，而不是遏制别人；遇到问题，从自我改变做起。当
你无数次地“与自己较劲”后，回头再看，效果就能就显现
出来了，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了世界!因此，管理好人员不是
死板地管人、卡住人，而是去梳理人员的长处，引导人员去
克服短处，一个好的管理是始终重视团队中的薄弱环节的。

2、信任员工、尊重员工，选择合适的员工去做合适的事，管
理者一旦有了这种举动，就一定要信任自己的员工有能力把
事情做好，不要只手画脚，胡乱猜忌不放心，即使遇到困难
也要鼓励员工，一道去克服困难，不妨给提一些小小的建议，
使员工通过努力完成任务，这样使员工提升自信心，让员工
感受到管理者给他最大的尊重，必将激发工作的'热情，形成
同心圆效应让团队的目标始终保持一致。

3、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靠制度，
二靠人的责任。靠制度，能够把杂乱事务规范化，使工作人
员能规范言行，而责任则显得更为重要，就是不论做什么事，
事先要有准备，也就是思想重视有责任心，就能得到成功，
否则就会失败。试想一个管理者不去考虑管理范围内的事，
成天忙于其它事务性的杂事，是不会有好的管理结果的，不
要想法很多，但其责任，用心做事。



4、创新是管理提升的不竭动力，管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好的管理者，会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提炼总结更好
的管理方式方法，并且在管理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根据实际
的工作情况来改变管理的方法。

这次认真学习《每天学点管理学》，让我认识到管理是一门
高深的艺术，任何工作成绩的取得，都是在管理中应用产生
的，为此学习管理知识，掌握管理的妙法，必将提管理者的
素质，通过学习个人受益匪浅。我深刻领会到，作为一名管
理者，应该以管理促创新，以创新促效益，从而使班组稳步
健康发展。

心理的读后感篇三

看完《心理罪》五部，第七个读者，画像，教化场，暗河，
城市之光。心情和姐姐一样纠结。推荐给大学校园里孩子！
如果我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看了心理罪，会知道大学应该干什
么。方木君，从一个和舍友们打闹的普通小孩，变成心思成
熟的男生。

很好看的小说，也许不及日本侦探小说大排场加作案手法高
明，但确凿是个恐怖，精彩，连贯，加有内涵的小说！

第七个读者，讲述了一个贫穷的学生仔的自卑，感谢舍友不
杀之恩。

画像，心理障碍？台伟喜欢方木君，肆无忌惮出现在人家的
寝室。

教化场，随机噩运？

城市之光，被雷到些许。讽刺没文化的网民。

方木君好多艳遇。不喜欢里面的任何女角，也不喜欢里面的



任何男角。不讨厌廖亚凡，可以接受大结局，经历过很多事
的男女想在一起，必须分开n年后相遇，此情节具有历史必然
性。

我读到一半就猜到c市就是成都，省会，几环，再看到火锅就
完全确定了，毕竟边看边想象小芮也在看，哈哈。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心理的读后感篇四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关于心理学的书，对于我这个对心理学没
有什么认识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心理学读后
感。书上有太多心理学上的术语，使我对书本的理解加大了
难度。

我阅读的作品名叫《面对——镜子里的自己》，这是一本在
非典期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中心开通了全国
公众的“非典热线”，对非典患者与医务人员的心理干预以
及种种困惑进行了解，并通过一些故事情节总结出具有代表
性、普遍性的15对心理矛盾：



内控与外控

我们是生活的泥瓦匠，有的人只知道忌日地砌砖头;有的人明
白自己是在盖楼。当摩天大楼竖立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和有
的人就不同了。一种是内控型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收获与
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决定和自己付出的努力。因此，
认为自己是个人行为的主宰，自己可以影响行为的结果。外
控型的人则认为人们不管怎么努力都无关大局，他们认为自
己不能左右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结果。

自卑与自信

自卑感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品质等做出偏低的评价，总
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并因此而悲观、惭愧、羞怯等复杂情
感。过度的自卑会使人脱离现实，造成生活适应困难、阻碍
人格健康发展。而自信会鼓舞一个人的行为，它会影响人们
对任务选择、付出努力的多少、遇到困难时的坚持性等。

乐观与悲观

看见半杯水时，有的人觉得有水喝，而有的人觉得不够喝。
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处事心态不同。乐观与悲观的
产生源自矛盾和压力，矛盾无时不有，压力无时不在。因此，
我们应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压力。

冲击与防御

在我们的心里，有一种类似于隐身的东西，我们不知不觉地
在使用。但是，我们更多地用它来骗自己，让我们自己不能
看到自己的内心。经典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个体内心的冲突
是心理活动的核心，为了适应这些冲突，自我发展出防御机
制，它的作用是减少冲突、减低紧张、保持内心平衡、调节
自尊，并对于应对焦虑有重要作用。



孤独与充实

一个人一生中不可避免地都会经历孤独，是孤独着孤独，还
是充实地孤独，这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能够在独
自一个人的时候，不觉得孤单;在冷清的时候，不觉得寂寞;
在空闲的时候，不觉得无所事事，这些所靠的正是内心的丰
富与充实。

真诚与虚伪

真诚与虚伪不仅是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性格特点，也是一个人
对待自己内心的特点，读后感《心理学读后感》。然而，真
诚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当一个人选择虚伪时，就是人在软
弱的时候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如果我们能真诚，我们就能
把握住实在的自己，就能感到一种满足和愉快。

自私与利他

自私是指人以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利益
要求的行为。而利他行为则是指毫无回收报酬的前提下，表
现出志愿去帮助他人的一种行为，完全没有个人的意图在里
面的。

热情与冷漠

热情和冷漠，所体现出的含义和境界大相迥异。热情往往与
乐善好施、周到服务相关联，冷漠却总是与事不关己、拒绝
提供帮助相提并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经营”自己的
感情，他们都希望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自己一不
小心受到伤害，导致社会中的人越来越冷漠。

狭隘与宽容

宽容是一种心理能力,而狭隘是一种心理残疾。在生活的点点



滴滴，我们都可以看到宽容和狭隘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宽容可以表现在接受他人有和自己的不同的行为。我们知道
只关心自己是一种狭隘，而不知道只关心自己所爱的某些人、
某些群体也是另一种狭隘。因此，我们需要用宽容的心去对
待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人。

责任与逃避

没有谁能够逃脱自己的角色去当人纯粹的观众，每一个人都
必须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这种种角色的背后就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是个体经过认知、判断之后采取的一种行为，而这种行
为与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是我们无法逃避，必须面
对的责任。

安全与风险

安全感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安全感才能有自信、
有自尊，才能与他人建立信任的人际关系，而缺乏安全感的
人可能导致精神障碍。安全总是相对的，风险总是绝对的，
做任何事情，风险都会存在。我们需要以沉着的心态去应对
风险，克服犹豫，坚定果断，让风险化险为夷。

压力与冲突

压力是在当事有发觉到环境刺激超过自身应付能力时所发生
的一系列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全身性反应。而冲突也是人们
生活中一个很常见的心理现象，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之间
就会产生冲突，并成为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封闭与开放

人们在受到某种刺激时，会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不同有表
现方式。一种是封闭，由于某种刺激造成的伤害导致他们把
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界接触，从而导致焦虑、妄想等现象



的出现;另一种上开放，就是把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向美好
的一方面想。

从众与独立

从众与独立是行为的表现与结果，个人在自己没有信心、缺
乏知识或不占优势的领域内，往往更容易从众;在自己有信心、
有知识或者占有优势的领域内，更容易表现出独立性。总之，
从众与独立都是一个正常的人发展成熟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迷茫与信念

人类面前的路却永远是未知，我们的心灵也不时的萦绕在无
知、无奈与恐惧之是，迷信的想法与行为也正是产生于人尖
的无知和无奈之中。这时，信念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没有信
念，人类将无以生存。

在阅读完这本书后，让我懂得了人们所面对有事情都是多方
面的，人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命运，只要我们
作出正确的选择，向好的一方面想，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
加的美好、幸福。

心理的读后感篇五

洁瑜

今天，突然想写点重口味的（坏笑脸）。不知道有没有妈妈
和我一样，在压力大或者郁闷无处宣泄的时候，喜欢看一些
惊悚悬疑小说来释放自己的压力。曾经觉得自己这个习惯很
怪诞，但却也延续了多年。看过为数不少的悬疑惊悚小说，
其中不乏涉及神怪或者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虽然我是
当代学习无神论者的好青年，但是我对这些仍抱有敬畏之心。

今天，我想推荐一套小说，是雷米写的《心理罪》。这套书



我反反复复看了不下四遍。作为悬疑惊悚小说的迷妹，不得
不承认这是一套好书。作者雷米作为专业的刑法老师，非常
熟悉犯罪学和心理学，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个鲜明立体
的书中人物和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整套书一共有五本，
虽然网络上把《第七位读者》独立了出来，但是我觉得恰恰是
《第七位读者》是整套书的前传，所以读了这一本，才能更
好的去读后面的《画像》、《教化场》、《暗河》、《城市
之光》。这个顺序也是书中主人公方木的成长顺序，这也是
该小说故事的一条主线。

书中的主人公方木是一个法学院的研究生。他的故事是从
《第七位读者》开始的。在大学本科四年，他经历了自信洋
溢的巅峰时期到人生最郁闷低落时期的过渡。目睹心爱的人
的死亡，自己老师的死亡以及自己寝室的一场大火夺走了自
己大部分室友的性命，直到最后找到真凶，这一切一切，都
把原先那个自信轻松，单纯的学生方木变成一个阴郁，冷漠，
有点神经质，骨子里却透着正义感的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这
也为他在书中做犯罪心理画像奠定了基础。

1）《第七位读者》-主人公方木的成长史，是整套小说的前
传。把后面发生的一些故事的前因交代清楚了。

2）《画像》-模仿世界著名的凶杀案的连环杀手，在c市连续
作出令人战栗的凶杀案。方木作为推理天才在心理画像这一
块初露头角。

4）《暗河》-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
揭示这个文明社会里还有这些文明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5）《城市之光》-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本应该说还是方木
的成长史的续篇。和《第七位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看看方木最后如何自解困境或者说步入死亡的陷阱。

无论你喜欢悬疑惊悚还是侦探小说，它都能满足你。恐怖氛



围渲染恰到好处，更多的是思维缜密的逻辑推理和人性剖析，
值得一看！

注意哦！我说的是书。同名电视剧无感！

心理的读后感篇六

连续几周时间终于把心理罪这个系列全都看完了，不能说不
精彩，只是对于我这种看见bug就浑身不舒服的人来说真的不
是一次特别舒心的阅读。

也许是我受tvb同类型剧的影响太深了，总觉得无论是方木或
者是作者对于事件的解决并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用英雄主
义来解决。比如城市之光中，对于这种自以为是正义化身的
杀人犯，作者即使到最后也没有给出可信的论据让读者觉得
他是恶的，还是举法证先锋里一个例子：有人按照法医古sir
里恶有恶报的方式去杀人，做死亡判官，古sir很迷惑自己是
不是应该还要写下去，汀汀是这么告诉他的：“可是我觉得
你应该继续写，还要把你的经历写成小说，你要更深入告诉
读者，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
家。”而我觉得心理罪里面恰恰缺的就是这个（特别是城市
之光），难道中国的法律真的只能让方木用自己的死才能终
止这种恶吗，以暴制暴，以恶制恶才行吗？当然，作为一个
成年人，我们无需用小说来指引我们做人，也不会因此就觉
得黑暗的社会无救，只是希望如果作者的本意是揭示黑暗的
话，请彻底并合理，即使无法给出真是正确的路，也不是用
暴力来抑制暴力。

再借用法证先锋里的一句话给书里那些自以为是替天行道的
凶手：你不是替天行道，你是滥杀无辜，你可曾想过，这些
死者的家属，其实就是当年的你！你也是因为你的家人错误
处理感情问题才会造成悲剧，这些死者跟他们的家属他们全
是无辜的，希望你下半生在监狱里好好地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