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知信行的读后感 知行合一读后
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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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信行的读后感篇一

阳明，大明帝国时期诞生的一位著名的心学家，而在当时以
朱熹理学为主流的明朝，也足以体现出阳明的艰辛以及心学
发展受到的.阻碍程度。

刚上大一时，接触到马哲的唯物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
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我偶然看到这本
书时，却也被阳明的心学所打动，被阳明的“致良知”说服，
同时也被他新的格物致知所吸引。生活在大明帝国的阳明，
也曾受理学的影响，也曾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去格物，当他
对着一堆竹子去格的时候，却什么都格不出，于是他对理学
的权威提出了质疑。他曾研究过道教，也曾想落入空门，但
都没有成功实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龙场悟道，才有了其心
学的横空出世。自龙场悟道以来，阳明的弟子大增，为其心
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仕途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阳明的心学，讲究的是人人平等，讲究的是光明良知，讲究
的是内心的平静。朱熹主张去心外格物，而阳明则认为物就
在己心，只要良知是光明的，就能得到其中的真谛，现在所
做的事不过是对心学悟道的践行而已。自龙场悟道以来，阳
明的仕途就变得光明起来，南赣剿匪以及平定宁王都是他心
学的运用。我认为在他的心学中有心理学的应用，似乎他的



心学可以运用到任何领域，而阳明则解释为这都是良知的作
用。

阳明提倡众生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所以每个人都不
应该把自己看的轻贱，但其在剿匪时却因为士兵剿匪时士气
不高，当众砍杀了几名士兵以儆效尤。既然他提倡众生平等，
那他又为何以别人的生命来换取其他人的前进，这无疑违背
了他提出的观点。不过阳明也说自己在运用战术的时候是违
背良知的，所以他在以后的讲学过程中从没有提过这些战术
的运用。

阳明的心学看似与理学背道而驰；但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
讲求的都是“存天理，去人欲”。人的心可以分为性与情，
但朱熹理学却硬要将“情”从心中分割，而要去寻找外物来
填补心中的空洞。阳明心学则认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去除
了七情六欲与佛家的枯坐亦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如何
把七情六欲控制在一个度内。按照他的学说，良知自然也成
为了这个控制的度。

天地间的心是人，而人的中心则是良知，只要良知光明，便
可所向披靡。但现如今的我们使自己的良知蒙上了一层污秽：
对名与利的向往，私欲的产生，使我们不能正确听从良知发
出的命令。而我个人也认为，生活在现在的时代里，除了名
与利，除了自己的私欲外，还有什么会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即使会有心怀天下的人的出现，但毕竟我们大多数都为普通
人，这些无疑成为了我们所能追求的目标。我们所应该做的
是如何使这些追求控制在一个度内。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自己有做官的能力，为何要委屈了
自己的这份才能呢，坐上了这个位置又要思考的则是如何在
这个位置上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才能，在不违背良知的情况下
创造出最大的利益。

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古人也曾提出过“知行”，但却是分开
提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知道实践却不知道充



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只知道学理论知识而不去实践的人提出
的建议。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则认为，当我们有了知就会有行
的出现。比如当我们渴了，我们就会去喝水，当我们饿了，
我们就会去吃饭等等。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受到心的指导，
光明自己的良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看了这本书，其实对自己也有很大的触动。以前会因为一些
小事而自己折磨自己，并且会钻牛角尖，会为一点小事而斤
斤计较。如果阳明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说：这一切都是
你的私欲在作祟，你需要的只是光明你的良知，你的这些私
欲就会被控制，而你自己也会活的更加自在。光明良知的学
业是一步步跟进的，不可一蹴而就。在光明良知的路程中，
我们应该学会听从第一感觉，这第一感觉往往便是良知发出
的声音，它会指导你走向正确的道路。

我所理解的心说：不可固执自己的成见，要敢于改变自己，
敢于提出质疑，敢于付诸行动。如果知行不合一，再多的知
也托不起一个完整的人，人生道路上有苦难不怕，怕的是苦
难到来时将自己打倒，未爬起来就先认输。

范文（通用10篇）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
值得分享的收获，何不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到底应如何
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

知信行的读后感篇二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

终于完整的读完度阴山先生的《知行合一王阳明》，更加发
觉自己的无知和浅薄！也对王阳明心学有了更深的感悟，对
知行合一有了更正确的理解。



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个人
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
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将变得格外清晰，致胜决断，了然于心。

“行”不单单指行动，而更指要听从良知的指引，祛除私欲，
不断用心地在“事上练”！专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
做事，你就能获得幸福，成为心灵的圣人。

王阳明先生还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所以，良知中本
就包含行，这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古人也曾提出过“知行”，但却是分
开提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知道实践却不知道
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只知道学理论知识而不去实践的人提
出的建议。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认为，当我们有了知就会
有行的出现。比如当我们渴了，我们就会去喝水，当我们饿
了，我们就会去吃饭等等。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受到心的指
导，光明自己的良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看了这本书，自己内心真的收到了极大的触动。以前会因为
一些小事而自己折磨自己，并且会钻牛角尖，会为一点小事
而斤斤计较。如果王阳明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说：这一
切都是你的私欲在作祟，你需要的只是光明你的良知，你的.
这些私欲就会被控制，而你自己也会活的更加自在。

光明良知的学业是一步步跟进的，不可一蹴而就。在光明良
知的路程中，我们应该学会听从第一感觉，这第一感觉往往
便是良知发出的声音，它会指导你走向正确的道路。

我所理解的心学：不可固执自己的成见，不要过度考虑外界
的各种评价，要敢于尊崇内心良知的指引，要敢于改变自己，
敢于提出质疑，敢于付诸行动。如果知行不合一，再多的知
也托不起一个完整的人，人生道路上有苦难不怕，怕的是苦
难到来时将自己打倒，未爬起来就先认输。



这本书通过讲述王阳明先生的辉煌传奇，为我们剖析了知行
合一的无边威力，让心震撼，让心清明，值得反复研读。

知信行的读后感篇三

每次看完类似名人传记的书或文章，心中总是有所茫然，这
就结束了？大部分知名历史人物，有的生平经历值得大书特
书，有的思想著作值得解剖研究，王阳明应该是两者兼而有
之，无法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早期的印象里只
有历史书中心外无物，心即是理或者干脆是一个唯心主义标
签，一个思想家。读了书才发现，王阳明是一个相当了不起
的人，早期的发心便是做一个圣人，不拘泥程朱理学，变成
一个墨守成规的老学究酸秀才，反而侧重于完善自己的心学
思想，致良知并身体力行，做到了知行合一。虽然生不逢时，
一直是带着镣铐起舞，但是仍然散发出强大的人格魅力，思
想魅力，军事才能也很厉害。

书固然可能带有作者自己的私货和偏见，但是也给了读者一
个了解王阳明的一个机会吧。

王阳明先生，文治武功，德才兼备，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奇才。他聪颖好学，博采众长，但是前期又郁郁不得志，种
种遭遇下，或许是带着使命感促使心学这一思想的诞生，大
明各地的叛乱，贵人的赏识，早期磨练的军事才能给了他施
展才华的舞台，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心学思想的传播，这种成
功未尝不是一种对心学思想的验证和支持，和曾国藩位极人
臣的功业，极其自律的克己功夫，对曾氏家书和家训的千古
流传，泽被子孙后代，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个人有
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我们提到知行合一，心学便想到王阳明，而不是陆九渊，
大致原因也是如此吧，书侧重于生平事迹，心学思想只是顺
带提出，但是也是值得一读。



知信行的读后感篇四

我们的每个职工对工作都是有“良知”的，即使工作上不上
进的职工，我相信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想把工作干好，想干出
点成绩来向领导和同事证明自己的价值。作为管理者，如何
唤醒职工的“良知”，如何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就需要利
用心学的理论来引导职工了。王阳明的心学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新事物新思潮层出不穷的当代社会，
我们要用心学来武装自己，要淡定处理身边的每件事。比如
供电段，点多线长，职工众多，职工思想千变万化，车间班
组中的各种“疑难杂症”怎么处理？则就要求管理干部不但
要有深厚的技术底蕴，还要有优秀的管理才能，而“知行合
一”无疑是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良方。首先是知，干部要学
好业务知识，在技术层面上要能够服众。有了“知”做理论
基础，做起事情来才有理有据，安排起工作来才会目的明确，
思路清晰。其次是“行”，干部要多下现场，多巡视设备，
多了解工区现状，多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实践出真知，没有
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作为管理干部只有在充分了解现场实际
情况后才能避免盲人摸象、盲目指挥情况的出现。最后
是“合”，专业干部要善于思考、勤于琢磨，要把认知和实
践活动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升华理论。
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前面已经讲了知行合一具体到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本书的作
者度阴山在书的后记中也写道：“王阳明的心学不是理论，
而是生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有多
少人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是高大上的理论，是“故弄玄虚”的
学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关系不大。但是我们看了这
本书后，才发现心学就是我们生存于世的工具。在我们做人
做事中，心学的应用太广泛了。学以致用，就是我们阅读此
书的终极目标。



知信行的读后感篇五

拿到这本书时?，真不知从何谈?起，深感自己才学?疏浅。随
手翻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作者度阴?山，让我随之联
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句诗语，这位
当今的“历史奇才”对中国明代的?全儒大师—王阳明的《知
行合一》的心学思想的?分析，让我不得不静?下心来细细品?
读其中的哲理?，只能感知一二?。

为此，我找寻了明代?王阳明先生的?相关简介，在其家乡浙
江?余姚，他本人则是一?位人人敬仰的?杰出乡贤。了解了王
阳明?先生在历史上?能文能武，独创心学，打起了挑战传?统
程朱理学的?旗帜。《知行合一王阳?明(1472—1529)》还是
唯一一本?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呈现王阳?明传奇人生的?传记:
在经历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
绝?望、瘟疫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问津的落?
寞，直至悟道的狂?喜、得道的平静后?，王阳明不但求?得了
内心的安?宁，而且逐渐通过?“知行合一”拥有了足以改?变
世界的力量?: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率文吏?弱
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
阳明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三十五天内平?定了宁王之
乱?;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从根本?上扫清了困
扰?明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心学》更是是明代的?
一盏思想明灯?，且默默地影响?着后世。他的心学秘诀?浓缩
为一句话?----知行合一，翻译成今天的?话是----理论联系
实际?。这个提法，在王阳明那个?时代绝对是挑?战权威、颠
覆传统的异?端。

要找出正确?的路径比较困?难，尤其是找到最?佳路径(成本
最小，收效最大)则更是难上加?难。有时候，正是因为找不?
到正确的路径?，反过来证明之?前所确立目标?的不切实际。
也就是说，一切对于目标?的动摇，根源还在于路?径选择的
困难?上。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道路”二字可拆开来?理
解。“道”就是正确的方?向，人们对它只是?探索和追寻，



但它却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对真理只能选?
择去认识和感?知，但不能妄想去?创造或创新真?理。以上文
中富含?哲理性的言语?让我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