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良知读后感心得(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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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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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良知读后感心得篇一

接触《致良知》也是从这开始有所了解阳明先生，刚开始学习
《致良知》时不看好此书，觉得无甚用处，之后为阳明先生
的学术思想，他的立德、立言所深深折服，从而为“致良知
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而深深信服，在此感谢阳明先生，感谢
师傅为我们传经送宝。

《致良知》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阳明先生的“心道德
事”“明心与净心”思想学说。其中写道“伟大的中华民族
创造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优秀的中华文化哺育了伟大的中华
民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名族强”读到此时，想起我
们做团餐，想到我们中快餐饮，我们中快餐饮已有24年的发
展历程，想到公司计划用77年时间成为有崇高感的伟大公司，
我想我们公司成为伟大公司也一定会创造优秀的文化，各级
员工对成为伟大的公司要有高度的自信心，像阳明先生的明
心与净心。

明心即是立志，心中拥有无尽宝藏“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真正做到心中拥有无尽宝藏。我们广大员工也一样能明心立
志，立志相信成就十万家人绝不只是一句口号，让自己心中
拥有无尽宝藏。

“净心”就是在起心动念处净化心灵，不明和贪欲去除的越
多，建设心灵品质就越高，开发心灵宝藏就越多“明心与净
心相辅相成，没有明心，净心就没有动力，没有净心，明心
就无法深入”读到这时深深给我以警示，做任何事必须做到



明心与净心为一体，也希望公司广大员工做到明心与净心相
辅相成，公司各个部门各级员工真正是为自家孩子做饭菜一
样充满爱心的工作，真心用母爱做服务，用良心做食堂，让
我们公司提倡的“只用有品牌的真材料，只做有品位的放心
吃”“引领团餐潮流，成就十万家人”绝不只是一句口号与
空话。

言有尽而意无穷，衷心祝愿公司的明天更加美好，感谢阳明
先生，感谢公司。

致良知读后感心得篇二

学习圣贤之术，学习致良知，为更好的'工作及生活。

《寄闻人邦英、邦正》里最喜欢此段：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
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
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大致意思是
说古人会说：「不怕妨碍了自己的功业，只怕被夺去了自己
志向」。所谓「夺志」，是已经有志向才会被夺取，倘若还
没可以或值得被夺取的志向，那么就应该早点去深思、反省
为何会没有立志。

生活日复一日，平淡如水，梦想的影子是否已销声匿迹，看
到身边的朋友同事一步一步向理想迈步时，内心也会泛起涟
漪；人一旦有了信念做支撑，无论做什么都是动力十足，因
为有目标在前方，所以不敢懈怠，便会风雨兼程。

我们工作更是如此，各项业务指标是工作压力更是动力，目
标一旦形成，就应毫不动摇，全力以赴达成。

致良知读后感心得篇三

王阳明先生是一个诗文英杰，文思敏捷独特，述怀的同时往
往包含着哲理，11岁时候便能够即兴作诗金山寺和蔽月山房，



文字简朴，却气概非凡。少年喜爱象棋一事并未被董教授提
及，别处记载先生少年曾痴迷于象棋，后被父亲训斥，才醒
悟沉迷非正道，作诗一首，亦是别有韵意，不可多得。翻阅
先生诗文，题材广博，深川幽谷，天心月圆，都留下他隽永
的辞藻。

先生是一位军事天才，平定江西匪患，体现出卓越的军事才
能和治理手段。最著名的莫过于迅速平定宁王叛乱一事，从
发起对南昌的进攻，到活捉宁王朱宸濠，只用了六七天的时
间，何等的迅速，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宁王准备不足，势力不
强，包括当时朝中佞臣也是这样看待，可事实并非如此，宁
王准备谋反并非一朝一夕，而且有着充足的准备，通过对安
庆的猛攻也能窥得一二。而王阳明在平叛之初，既没有公文
任命，又没有一兵一卒，完全是凭借智慧与其周旋，后续征
兵也是仓促而行，也没有得到周邻省份的支援，靠着临时征
募的乌合之众，却将宁王生擒，不可谓不传奇。

先生在受人压迫排斥的忍耐中领悟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其实是有一个永远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正
确、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东西”在的。他
把这个东西叫做“良知”。先生强调说，“良知”是我们每
一个人原本就具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我认为蒙学《三字经》
开篇就告诉了人们“良知”的存在，那就是“人之初，性本
善”。先生认为，“良知”虽然是永远存在的，但在日常生
活中，由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些外在的感觉器官
是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事物打交道的，并且它们在与事物打
交道的过程中还往往自作主张、妄作分别，将偏见甚至是虚
妄之见当做真理，这样就会使人们的生活偏离“良知”的引
导，或者说，“良知”被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偏见掩盖和遮蔽
起来。这是十分危险的，先生主张“致良知”，一个是要自
己的“良知”不被蒙蔽，第二个要将“良知”贯彻到生活实
践中，所谓“知行合一”。这的确是与当时主流思想相悖，
程朱理学主要遵循道理，不能破旧立新，很多道理是不对的，
不合理的，也要人去遵循，违背人的意愿，禁锢人的身心。



从先生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志向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也就是在生活中没有生活目标的人，这
样的人十分容易在生活中迷失自我，整日浑浑噩噩，不知所
往，不知所求，醉生梦死，当然也是很难实现生活的意义的。
在“良知”中追求目标，付诸实践，才是正途。

致良知读后感心得篇四

在《与王纯甫书其一》一文中讲到，“金之在冶，经列焰，
受钳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
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锻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
折锻炼之有成矣”。王阳明先生以冶金时“金”与“他人”
不同角色不同感受，及至去除杂质炼得真金他人喜爱，金亦
因千锤百炼有所成而高兴，来阐述艰苦卓绝的困难磨砺于一
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在工作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困难对于任何一个人或
团队的发展都是不可避免的，是成功的助力石。本文的核心
主旨告诉我们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能气馁，更不能失去理智，
而是更加努力的发挥我们团队和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善于
把握发展中的规律和趋势，在挑战和机遇面前更好的提升自
己，更好推动工作走向成功。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王阳明先生认为立志、勤学、
改过和责善最为重要。志向不能立定，天下便没有可做得成
功的事情。已经立志做一个君子，自然应当从事于学问，凡
是求学不能勤奋的人，必定是他的志向还没有坚实的缘故。
说到过失，虽然大贤人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但是不妨碍他最
后成为大贤人，因为他能改正啊。所以作人不注重于没有过
失，可是注重在能够改过。所谓“互相责求向善，是朋友相
处的道理”；但是必须做到：尽心地劝告并且好好地开导他，
尽自己的忠诚爱护的心意，尽量用委婉曲折的态度，使朋友
听到它就能够接受，深思出道理后就能够改过，对我有感激
却没有恼怒，才是最好的方法啊。



在本文中，王阳明先生教给了我们在学习成长和团队建设方
面的许多道理，人不立志则无目标；人不勤奋则一事无成；
人不懂得改过则没有进步；上司懂得理解下属，团队才能更
好发展。所以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我必须更好的学习知识、
修身养性，提高管理智慧，更好带领团队赢取业绩。

致良知读后感心得篇五

了解与接触良知心学已有一段时间，之前的学习仅仅是偶尔
的阅读与感悟，也知道阳明心学的几个重要的哲学思想：
如“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物”。但是
真正认真不间段的修习这些“心法”，还是始于集团公司致
良知学习的共同学习。近3个月的学习，是我出社会以来接受
最系统最有深度的教育，感慨颇多，需要感谢的人也很多，
三个月的学习，因为文言文的难懂，因为每日读书写心得点
评的费时，有些同修选择了退出，能坚持下来的同修从开始
的欣喜、到困惑、到痛苦、再到喜悦，我亲身感受到学习带
给一个人内心的变化与能量的提升，让为真切感受到：致良
知具有伟大而神奇的能量。

我感受到良知学就是在现代的生活中，在企业经营中，一
门“事上磨、心上觉、为善去恶”的内求修心之实学，人生
只有一件事，事事皆求达致良知。

静心思考，我分享感受最深的三点心得。

第一点：立志。阳明先生在37岁贵州龙场悟道后，在《教条
示龙场诸生》一文中谈到学习的四个次第：立志、勤学、改
过、责善。阳明先生开示学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
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与志者。故立志而圣则圣，立志而贤则
贤。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无所成。
学不勤者皆因志不笃。回想走过的半生，不是不曾立志，只
因立志不明、不坚、不高，导致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
常立志，人到中年时，如果不是因为此次学习致良知，终日



为利为名所奔波劳累，早以把立志一事忘却，或者说懒得提
及此一说。当阳明先生告诫学生，如不立必为圣贤之志，人
生终无所成，才领悟到志不立，则无志可夺，也就放弃自己、
随波逐流，妄想冥行。立圣贤志者，就是坚定明确人生前进
的方向，达致良知，按照圣贤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对照自己，
每日三省吾身，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的学习之“立志”，
如佛学中的“皈依”同理：信受奉行。

第二点：去傲。在《书正宪扇》一文中，阳明先生谈到：千
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回想走过的人生中，哪一次不是因为
谦虚而受益，骄傲而落败，而哪傲满之心可谓如魅随行，潜
藏至深、不易觉察。活到老，学到老，为学处世，傲念在心
则满，只要心头“傲”字不除，学习断然难进半步。我每每
看到越是成功的人越谦虚、越是无知的人越傲慢。傲满之人
要么一事无成，要么就是事业停滞不前走下坡路，海、因其
低而纳百川千流成其大。

第三点：至诚。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至诚通灵，至诚即道，一诚抵百术。阳明心学致良
知、大学之道明明德、中庸之道致中和、乃至任何一门宗教，
＂至诚＂都是入门修习的唯一钥匙，无诚则不得入。诚生信，
信受奉行、才能实现任何一门实学至理的知行合一。

通过这段《致良知》的共同修习，我感觉到一个人可以走快，
但一群人可以走远，这是能量场的力量，有圣贤者指引，有
同修责善砥砺。内心开始安静下来，变得更有力量，不再轻
易受现在物欲横流的蒙蔽，开始懂得拒绝与区分不靠谱的人
与事。致良知的修习没有终点，终生学习，终生践行。我想
修好自我，发挥出达致良知的伟大力量，经营好家庭，进而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远通集团成为山东省最具竞争力的
集团而付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