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大全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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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一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
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
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一个具有
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
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
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但实际我们教师就是处在道德境界，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
知识的传播者，又是伦理、道德的传授人，担负着培养、教
育下一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教师良好的道德人格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
形成的。教师只有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努力学习，认识到社
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了解到社会主义教师道德的内容和意
义，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认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意
志和信念，不断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习惯，才能形成一
定的道德品质。对此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首先，作为教师，要热爱教育，献身教育。以从事教育工作
为荣，以献身教育事业为乐，自觉地用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
武装头脑，用科教兴国战略激奋自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
的现实面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
将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孜孜以求，勤奋耕耘，在平凡的教书



育人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称
号。

其次，要爱护学生，教书育人。教师教育对象是学生，其主
要任务是教学，而教学过程是教书和育人紧密结合的过程。
面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动态，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思想，
用爱心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主动与学生交流，和睦相处；
要尊重学生人格，教育和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
会学习，学会创业；要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
了学生一切的服务思想，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理解学生；
要用自己的品行、人格熏染学生、陶冶学生、唤醒学生。将
教书育人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再次，要矢志钻研，勇于探索。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
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尤其在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指导下，教师肩负着培育新世纪人才
的重托，一定要学会用面向世界的胆识和超前的眼光改革教
育。从自身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并形成拥有自我创新意识
的教学方法体系，使得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独立思
考，标新立异，运用已学的知识，既解决实际问题，又发现
新知，于相互切磋中实现知识的飞跃，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
内在潜力，达到终身受益的目的。

最后，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
的需要。社会发展已证明：现代化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是
科学知识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不断更新的社会。教师自身
除搞好专业教学外，还要积极参加业余进修深造，从而在理
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高能力。教师只有拥有广
博的知识储备和精深的专业技能，课堂教学过程中才能旁征
博引，游刃有余，变传统教育的重教、重知、重灌为素质教
育的重学、重思、重乐，以适应教育体制的转轨变型。

总之，良好的师德，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因素，是教书育人
的一种动力。它是教师从事教育劳动时必须遵循的各种道德



规范的总和。所以，每个教师都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
良好师德的人，才能完成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
务，托起明天的太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
不仅是教师，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
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
会。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二

刚读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先说一下对这本书的理
解和感受，再说一下我个人的读书观。
我没有看过其他人写的中国哲学史，只是从《陈寅恪讲国学》
中了解到，陈寅恪对冯友兰的这本评价非常高，觉得它真正
发挥了“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中国历
代的哲学观点。虽然没有对比，但是我也能感受到它态度的
客观、公正，对待各家观点不做过多个人的评判，只是用通
俗易懂、直白浅显、清晰流畅的语言，将中国历史历代的大
哲学家、著名学派（儒、道、墨、法、阴阳、佛、新道家、
禅宗、新儒家）及其主要观点娓娓道来。他不对读者的判断
施加任何影响，态度严谨、风格朴实，再加上简洁语言的魅
力，读起来没有任何压迫感。任何人读完后，都可以从中选
取自己喜欢的、认同的学派，去针对性地找相关著作来研读。
不管作为一位哲学史研究者还是作为书的作者，冯大师的这
种风格，都是值得推崇的。也难怪这本书在哲学史著作里，
堪称最经典。
因为书叫《简史》，所以对各家观点和哲学家本人的生平都
没有做深入的介绍。单从入门角度来看，已经能勾起人的兴
趣了。在看书之前，我不知道儒学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不同
的重视和新的阐释，也不知道禅宗原来是佛学和道家的结合。
老庄学说宏大但晦涩隐秘，向郭注解却把老庄哲学解释得非
常高明而又进步，让我想要深入探究。道教的产生原来是因
为佛教进入中国后，引发了大众对民族宗教缺失的愤怒感。
新儒学和先秦儒学差别非常大，到底哪个更高明众说纷纭。
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个人独立意识的追求，



魏晋名士的“风流”佳话一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但
也可能正是因为缺乏才显得可贵吧。
冯大师说，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学科。我可能在这
方面比较晚熟，一直到目前奔三的年纪了，才发现自己渐渐
开始选择性地去相信和实践某些哲学学派的观点，在这个过
程中清晰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西方客观主义、自
由主义为主。在我读书的过程中，对于所有文学/哲学书籍中
我看到的观点，我理解其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而不可避免的
弱点，都会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去选择称赞或批判。而现实中
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有跟我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有
各自思想的选择和归依。我会理解这种差异，不会以自己信
奉的为真理而要求人人如此，但对于明显落后和愚昧的观念
也会不留情面地批判。
这是我目前的读书观/处事观。不求完全正确，但求用自己独
立的理性认知，去实践自己的观念，完成自己在人生中最重
要的任务——成为自己。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三

冯友兰先生说过，他对哲学的理解便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
人若是活着，那必定会思考，而这种思考就是反思。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是因为他
们都对他们的人生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如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孔子，他对自己一生的教育教学、人生探索进行反思，
最终才有了《论语》这本儒家经典。

道家老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某件事，他就要把自己
放在成就事情的对面;如果他想保持任何事情，就要承认在事
情之中已经有了它自身的对立面。这是老子对为人处世中总
结的道理。



反思是促进思想的原因。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颁令
以儒学为国家正统之学。而儒学也吸收了不少其他各家的思
想。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是因为他对儒学进行
了思考，所以儒学才得到了大的弘扬。

人生亦如此，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无色的，就如阴雨的天空，
没有太阳的照耀变得灰蒙蒙的，没有亮丽的光彩。

可见，反思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从出生起一直到死亡
的那一秒，我们的大脑都是在思考的。尽管细微，但它却证
明了我们的生命存在!

书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才
能归入潜默。”都说沉默是金，而在成为“金”之前，必定
会不沉默，甚是疯狂。在光鲜艳丽的成功背后，必定要尝尽
苦难，历尽黑暗，这样才能最终抵达成功，拥抱光明。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四

刚读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先说一下对这本书的理
解和感受，再说一下我个人的读书观。

我没有看过其他人写的中国哲学史，只是从《陈寅恪讲国学》
中了解到，陈寅恪对冯友兰的这本评价非常高，觉得它真正
发挥了“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中国历
代的哲学观点。虽然没有对比，但是我也能感受到它态度的
客观、公正，对待各家观点不做过多个人的评判，只是用通
俗易懂、直白浅显、清晰流畅的语言，将中国历史历代的大
哲学家、著名学派（儒、道、墨、法、阴阳、佛、新道家、
禅宗、新儒家）及其主要观点娓娓道来。他不对读者的判断
施加任何影响，态度严谨、风格朴实，再加上简洁语言的魅
力，读起来没有任何压迫感。任何人读完后，都可以从中选
取自己喜欢的、认同的学派，去针对性地找相关著作来研读。



不管作为一位哲学史研究者还是作为书的作者，冯大师的这
种风格，都是值得推崇的。也难怪这本书在哲学史著作里，
堪称最经典。

因为书叫《简史》，所以对各家观点和哲学家本人的生平都
没有做深入的介绍。单从入门角度来看，已经能勾起人的兴
趣了。在看书之前，我不知道儒学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不同
的重视和新的阐释，也不知道禅宗原来是佛学和道家的结合。
老庄学说宏大但晦涩隐秘，向郭注解却把老庄哲学解释得非
常高明而又进步，让我想要深入探究。道教的产生原来是因
为佛教进入中国后，引发了大众对民族宗教缺失的愤怒感。
新儒学和先秦儒学差别非常大，到底哪个更高明众说纷纭。
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个人独立意识的追求，
魏晋名士的“风流”佳话一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但
也可能正是因为缺乏才显得可贵吧。

冯大师说，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学科。我可能在这
方面比较晚熟，一直到目前奔三的年纪了，才发现自己渐渐
开始选择性地去相信和实践某些哲学学派的观点，在这个过
程中清晰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西方客观主义、自
由主义为主。在我读书的过程中，对于所有文学哲学书籍中
我看到的观点，我理解其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而不可避免的
弱点，都会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去选择称赞或批判。而现实中
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有跟我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有
各自思想的选择和归依。我会理解这种差异，不会以自己信
奉的为真理而要求人人如此，但对于明显落后和愚昧的观念
也会不留情面地批判。

这是我目前的读书观处事观。不求完全正确，但求用自己独
立的理性认知，去实践自己的观念，完成自己在人生中最重
要的任务――成为自己。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五

刚读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先说一下对这本书的理
解和感受，再说一下我个人的读书观。

我没有看过其他人写的中国哲学史，只是从《陈寅恪讲国学》
中了解到，陈寅恪对冯友兰的这本评价非常高，觉得它真正
发挥了"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中国历代
的哲学观点。虽然没有对比，但是我也能感受到它态度的客
观、公正，对待各家观点不做过多个人的评判，只是用通俗
易懂、直白浅显、清晰流畅的语言，将中国历史历代的大哲
学家、著名学派（儒、道、墨、法、阴阳、佛、新道家、禅
宗、新儒家）及其主要观点娓娓道来。他不对读者的判断施
加任何影响，态度严谨、风格朴实，再加上简洁语言的魅力，
读起来没有任何压迫感。任何人读完后，都可以从中选取自
己喜欢的、认同的学派，去针对性地找相关著作来研读。不
管作为一位哲学史研究者还是作为书的作者，冯大师的这种
风格，都是值得推崇的。也难怪这本书在哲学史著作里，堪
称最经典。

因为书叫《简史》，所以对各家观点和哲学家本人的生平都
没有做深入的介绍。单从入门角度来看，已经能勾起人的兴
趣了。在看书之前，我不知道儒学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不同
的重视和新的阐释，也不知道禅宗原来是佛学和道家的结合。
老庄学说宏大但晦涩隐秘，向郭注解却把老庄哲学解释得非
常高明而又进步，让我想要深入探究。道教的产生原来是因
为佛教进入中国后，引发了大众对民族宗教缺失的愤怒感。
新儒学和先秦儒学差别非常大，到底哪个更高明众说纷纭。
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个人独立意识的追求，
魏晋名士的"风流"佳话一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但也
可能正是因为缺乏才显得可贵吧。

冯大师说，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学科。我可能在这
方面比较晚熟，一直到目前奔三的年纪了，才发现自己渐渐



开始选择性地去相信和实践某些哲学学派的观点，在这个过
程中清晰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西方客观主义、自
由主义为主。在我读书的过程中，对于所有文学哲学书籍中
我看到的观点，我理解其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而不可避免的
弱点，都会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去选择称赞或批判。而现实中
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有跟我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有
各自思想的选择和归依。我会理解这种差异，不会以自己信
奉的为真理而要求人人如此，但对于明显落后和愚昧的观念
也会不留情面地批判。

这是我目前的读书观处事观。不求完全正确，但求用自己独
立的理性认知，去实践自己的观念，完成自己在人生中最重
要的任务——成为自己。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六

哲学与政治和教育的关联：

中国古代的哲学与政治和教育颇有渊源。早在春秋时期的孔
子、战国时期的墨子等，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各家哲
学的兴起，也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孔子所代表的
的“儒”，其实不仅仅是哲学，也是教育。孔子期望自己的
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所以教给他们各
门知识，不过在另一方面，孔子给传统制度和观念的解释，
却是他自己推导出来的，
如“仁”、“义”、“忠”、“恕”等观点。而孔子的哲学
其实也代表了一种精神的修养。而墨子却不同，墨子更偏向
于政治，他的墨家在战国时期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同时他也批驳了儒家的一些观念，他主张的“兼爱”和“非
攻”的哲学理念，是一种非功利的理念，也是对当时国家政
治的一种理念。由此看来，哲学与政治、教育还是紧密关联
着的。而这种哲学可以更好地应用在我们的世界中。像“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提醒我们要向他人学习。“不耻下问”
也敦促我们不要以向地位或学识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



哲学是富于实践精神的：

大部分的中国哲学都富于实践精神，也就是倾向于入世，但
是也有例外。在最早提出出世这一哲学观点的是老子，他主
张无为而治，但是老庄代表的'传统道家思想并未成为主流，
他们追求真正的身体与灵魂的自由学说，显然没有“成功
学”更加受人欢迎。儒家的主要观念是辅佐君王，入世为官，
通过诚意正心、格物致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最
终成圣。虽然魏晋南北朝出现了道家复兴，但已经有了很多
入世的倾向。佛家算是出世的，但国内的禅宗，主张在日常
生活中修行。“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
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同样
在国外，哲学家们也提倡实践，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
等。不仅仅在哲学上，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有实践精神，有
些事情必须亲自实践，不能光说不练，“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亲自实践，才能有自己的收获。

中国哲学里有很多无的思想：

《中国哲学简史》称为“负”的方法。比如我们要解释白是
什么，这是不太好形容，但是如果拿一个黑的东西来解释，
再反过来就容易多了。《道德经》开篇写到“道可道，非常
道”。什么是道啊，说不出来，如果能说出来，就不是道了。
这就是用否定来为其下解释。有比如禅宗，第一义不可说，
但表示第一义的最好方法就是静默。儒家虽然不像道彻底的
推崇无的思想，但是儒家精神修养的过程也是一个做減法的
过程。通过修养，去掉心性中恶的成分。当然了，在我们现
今生活中，这种思想也很重要，比如有些不懂得问题，不一
定要直接去解释，而是通过反义或近义的方法，也许这个问
题无法用语言解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们会找
到另一件东西，让他具象化。比如在《道德经》的后面部分，
老子就用一个个例子和比喻，讲述了“道”的概念。还有，
在当今繁杂的社会中，我们也需要给自己做减法，去修养精
神，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摒除自己不好的、不必要的东西，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