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错觉的读后感 真相与错觉读后
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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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错觉的读后感篇一

1.通过种种方法，我们能理解自身潜意识

2.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是有益的

3.经常写日记是件好事

4.经常自我反省是件好事

首先，作者谈了众人对弗洛伊德的误解。按作者所说，其实
弗洛伊德的精神解析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按照他的方法
治疗的病人并没有得到好转。所以，作者得出结论说，那是
因为潜意识其实是锁着门的地下室，不是我们可以探寻了解
的对象。

弗洛伊德的理论我只是浅浅读过，我也并不是心理学专业的，
但是就像现在兴起的对“原生家庭”的追讨一样，应该都是
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解释，希望能了解自己的潜意识。

但是我感觉，错的也许并不是理论，而仅仅只是行为。追寻
没有错，但是追寻的目的不是甩锅，而是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发现“原生家庭”导致的问题，不是去指责爸妈就完了的，
而是要找到办法，疗愈自己，并且跨过障碍向前走。所以，
追寻潜意识，也要立足现在，勇敢前行。或者像作者建议的，



干脆别去碰潜意识这个大黑洞，我们就接纳承认现在的自己，
然后变得更好。

其次，说到问“为什么”不如问“什么”，这确实让我吃了
一惊。因为，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但是，随着阅读的进行，
我再次发现这不是问“为什么”的问题，也是关乎怎么看待
自己的问题。如果是在欣赏接纳自己的基础上，问“为什
么”只是一个了解自己的途径，而不是指责批评自己的因由，
这就不会阻碍自我意识的形成了。也就是作者说的，要
问“什么”，不带情绪地、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了。

再次，关于写日记这个行为，其实也是一样的，过多的自省
不利于自我意识的建立，要更多地进行表达性写作，客观一
点。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对于快乐时刻的描述反而会减少
我们对快乐的感受，这非常细微的一点说明了作者这本书真
的是基于大量的调查和实践，她非常尊重事实，耐心细致地
对待细节，才发现了这一点。那关于这一点，我也有老祖宗
的一句话相送，就是“难得糊涂”。享受现在，难得糊涂，
抓大放小，得过且过。哈哈。

最后，过于频繁的自我反省会导致有害的自我反刍。也就是
脑子里一遍遍回放自己的错误行为，不可自拔。针对这种问
题，其实只要告诉自己，你在别人心中远远没有自己以为的
那么重要就好了。你还在那里不停反刍自己的错误呢，别人
早就去想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你又不是孔方兄，不值得别人
朝朝暮暮地惦记。

最后，回过来看这四大愚见，我们可以看到形成自我意识的
重点是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客观平和地评价自己，不后悔，
不抱怨，警惕过度自省和自我反刍。

最后，谈到如何构造内在自我意识，作者提到了正念。结合
我自身的感受，是要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留出平和内观的
时间。



说起来很简单，比如你晨起喝一杯水，从水入口的时候开始，
你就要细细体会水给自己带来的感觉，体会它流过口腔，舌
头，喉咙，食管，到达胃部的过程。或者你花五分钟观察自
己的呼吸，体会到气体如何进入鼻腔，通过喉咙，到达肺部，
然后又是如何呼出来的。

这个简单的练习有利于得到平静祥和的内心，察觉自我的存
在，内观自我的存在，有非常奇妙地抚平人心的力量。

当然你尽可以利用你自己的方式，但是目的就在于训练这种
内观自我的行为，情绪平和地观测自我的过程，最后达到接
纳自己，客观看待自己的目的。

错觉的读后感篇二

为什么外在自我意识这么难构造呢？作者依旧从阻碍其形成
的两大阻碍说起，他们是：

1.沉默效应

2.鸵鸟思维

首先是外在阻碍力量——沉默效应，也就是中国人口中
的“报喜不报忧”。如果需要告知对方有可能引起不快的事
情，一般人都会三缄其口，有时候还会来点善意的谎言。因
此想要得到真实的反馈、提高外在自我意识，如何破除这
种“沉默效应”就至关重要了。

其次是内在阻碍——鸵鸟思维。真的勇士，才能面对别人眼
中的自己。相信我，那真的非常需要勇气，是要攥紧拳头、
咬紧牙关，用极强的控制力阻止想要掉头而去的冲动才能面
对的事情。有时候猝不及防直接面对了结果，大家也都会无
法接受，大叫：“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现今由于自我崇拜飞速发展的原因，人们也更加难以接受别
人眼中的自己和心目中的自己大相径庭了。如果你连苹果前
摄像头都接受不了，其他就更别说了。

对于我，这也是一个堪比攀登珠穆朗玛的难题。除非我自己
也认识到了的缺点，否则我是拒不改变的，而且我还找到各
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所以，这些年下来，也只有母上大人、
王先生和少数两个密友还会坚持一捻虎须了（感谢他们）。
当然，我估计毒舌的小王先生马上也会成长起来了。至于收
集其他的反馈什么的，我也没那么大改天换地的野心，暂时
还是在我的沙堆里躲一下算了。

最后，关于如何提高外在自我意识，相信大家也猜到了，就
是找到至少一个敢说真话、专业而客观的人。就是在ktv里，
那个伴着一片掌声也敢跟你说，“你刚刚真的不在调上”的
人，是谓诤友也。

错觉的读后感篇三

说到对自己的了解，相信大多数人也有这个认识吧。但恰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真不一定就正确呢！

这是我在读《真相与错觉》时才逐渐意识到的。这本书由美
国组织心理学家塔莎欧里希所著，通过对《财富》500强企业
及其高管的考察和研究，结合心理学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
自我认知方面存在的谬误与陷阱，对自己的认知误解，如何
找到认识自我真相的方法。

该书简介中有这样一句话：“研究表明，95%的人认为足够了
解自己，然而真正拥有自我意识的人数占比不超过15%”。仅
这一组数据，就足以让我对此书揭示的问题有足够的兴趣。

我们许多人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自己，做人做事出问题与此有
直接关系。因为看不清或看偏了自我，终会影响自己的进步



和发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并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立场和观
点。表现出一些反复和波动。也有自相矛盾的时候，这些都
是我们想通过努力克服的。而读此书，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认识自己，从而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该书对自我意识进行了定义，从内在、外在、集体自我意识
三个层面进行了阐述，对洞察力的支柱，及其内在和社会阻
碍因素，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讲解，读来通俗形象生动有趣。

其中不乏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和论断，在这就不剧透了，还是
留待感兴趣的你自己去体会吧。附录中列出若干思考题，供
读者思考，如附录一“你的价值观是什么”，进一步提出六
个具体的提问，和一份详尽的清单，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或限
定自身最重要的价值观。

该书还围绕一个人的热情、追求、理想环境、优劣势、对他
人的影响，是否有未知的未知、是否自我崇拜、有多谦逊，
对绝对真理的需求、反思、思维模式，以及得到的反馈等进
行提问，引导人们展开思考。

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方法，一
旦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的许多问题也才可能进一步得以解决。

想了解人类认知的真相吗？想知道自我意识可能存在的错觉
吗？如果想让我们的自我意识更加准确，可以读此书，也可
以说早读早受益。它不仅适合于职场，也适合于日常生活。

错觉的读后感篇四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到校报道时，你刚刚好就坐在我的身旁，
你的皮肤稍有些黑，但那一双眼睛又是明亮水润的，远远望
去像个俏皮可爱的娃娃。我那时还急于补完没做的作业，却



还是一眼就注意到你。“下两号，54号，55号，把学费和作
业交上来！”老师拿着麦克风扯着嗓子大声喊道。嗖，你竟
然同我一起站起来了，这个发现令我又惊又喜，你的心情应
该也是如此吧？因此往后的日子里，我们总是会多在意彼此
一分，所以在开学几日后，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当时
我还一直沉浸在欢愉和喜悦中，每天连课上都想着怎么讨你
开心，却没注意到我们关系的微妙转变。

“最近，你总是不找我说话了，为什么，是我太木讷无趣了
吗？”我总会在暗中注视着你，又偷偷的想着。每看到你和
别人说话，我的心里总是酸酸的，又难过的觉得你是我唯一
的朋友，可我却不是你的唯一。每次上课，都控制不住的想
你，课上的内容都没怎么听进去，因此我的成绩是呈坠崖式
下降的。有时，想过斩断我和你之间的感情，可是只要你一
和我搭半句话，我又会无底线的原谅对我格外冷淡的你。

文档为doc格式

错觉的读后感篇五

假期的时候，有幸看到对《知识的错觉》这本书的推荐，感
觉很有意思，就买来读之。拿到此书，第一件事就是先了解
作者，然后才是细细品味。该书是由美国作家史蒂文·斯洛
曼和菲利普·费恩巴赫共同完成，据资料显示，他们主要研
究认知科学如何影响社会问题、个体心智的局限性以及集体
智慧的重要性。个人感觉研究的课题很是高大上，想必这本
书应该也不错。

本书副标题是“为什么我们从未独立思考”，所以作者在文
章一开始就写到人类个体到底有多么“无知”和“自以为
是”。作者先是举了两个与核武器相关的事例，其中一件是
氢弹的第一次实验的威力远超众多专家的预估值，造成了预
估安全范围内大量不必要的人员伤害；一件是核技术实验阶
段，几名世界顶尖物理学家错误的估计实验危险程度，导致



他们受到过量的核辐射，大多很快死于辐射或之后的癌症。

作者可能觉得举这些大事件让人觉得陌生，接下来举了几个
生活中身边的小例子，比如几乎我们都会用到的拉链，你能
清楚的表述出其工作原理吗；还有家喻户晓的马桶，你真的
了解冲水马桶的一般原理吗；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锁，钥匙到
底是怎么打开它的呢；还有经常骑的自行车，作者让学生们
补全链条前后轮的缠绕情况，结果大家都不是真正的明
白……这都是我们身边或曾经在身边经常接触的东西，类似
于此的东西比比皆是，我们表面上觉得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
但仔细思考，往往会发现知之甚少。

最后作者提到：你可能并不知道，我们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
聪明。世界越来越复杂，人类越来越无知。虽然人类比史上
所有动物都更聪慧，但是，人类并不善于思考。让人类崛起
的.是集体思考，而非个人理性。知识存在于群体中，专家也
依赖群体的智慧。其实知识掌握在谁的手里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

我们生活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中，我们在学习和接触过很多知
识后，尤其在这信息爆炸时代，我们自以为无所不知，自以
为对很多事情都精通，自以为对什么事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
点，其实我们的无知和对知识的错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的多。

无知绝非幸事，但它也不必然是痛苦的。对人类而言，无知
不可避免，错觉亦有价值。对“无知”的了解，是我们认识
自己、他人与社会的一种绝佳方式。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
人相处，更理性地对待技术，更客观地面对烦冗的信息，与
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