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国家与革命心得(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读国家与革命心得篇一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19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
家学说的名著。它主要是列宁根据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
斯关于国家理论观点的书籍，整理出来的较为系统、全面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渐渐融合在了一起。劳动人民遭受的剥
削与压迫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帝
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
式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列宁把帝国主义看成无产阶
级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各个参战国的经
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灾难，劳
动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加重。还有就是一些机会
主义者，他们故意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更改它的革
命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在社会主义运动
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揭露和批判他们以及无政府主义
者的歪曲，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列宁从19
秋天起就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阐述
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国家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列宁从国家的起源人手，在摘引了恩格斯对国
家的分析后，概括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



便产生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他还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
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
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
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
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
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
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
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
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
问题。”

在我看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无产阶级，每个人都渴望能
生活在幸福美好和谐的社会。然而，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的统治下，他们更多的想的是以武力、暴力来镇压、剥削和
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有反抗和革命”是更古不变的真理。只有以无产阶级专
政来代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
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
革旧社会的制度和旧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
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国古代唐太宗就曾有过“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的观点。所以，我们也应当正确认识对国家的态度，
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读国家与革命心得篇二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即使进入了
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
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
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是
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
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
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
差别。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
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在人口的负担超过
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
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这个机构
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昨
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
流”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
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可
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
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
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
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
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现在一些“医学
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
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
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
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
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
维护社会公平服务。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
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
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
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
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



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
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因此，认为国家
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
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实践活
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
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发生的许
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因此，用与时俱进
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
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
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邓小平不仅敢想，
而且敢做。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
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关于马克
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全书6章。第1章，阶级社会和
国家;第2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第3章，国家
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第4章，续
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第5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第6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全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
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
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动国家观，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和巩
固自己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与革命》

读国家与革命心得篇三

在第一章中，列宁依据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
从国家的产生、特征及其作用等方面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和消
亡等重要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



国家问题上的谬论。

第二章，列宁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至1851年革命前
后，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建立物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批判了机会主义对这一光辉思想
的歪曲。

第三章，列宁论述了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和
总结，批判了机会主义分子对公社经验的歪曲，发挥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国家代替旧的资本主义国
家的思想。

第四章，列宁依据恩格斯在几篇著作中对巴黎公社的革命经
验的补充说明，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的学说。

第五章，列宁论述了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的关系。论证了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度”、“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
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三个时期的国家的存在，
正在消亡和最后消亡的必然性。

第六章，列宁主要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对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
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关于国家自行消亡这一论断的感想：国家“自行消亡”是恩
格斯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这一原理同样遭到机会主义者最
粗暴的歪曲。在他们看来，既然国家是“自行消亡”的。列
宁完整的引述了恩格斯的著名论述并做了详细的分析。列宁
指出，恩格斯说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
阶级国家制度残余，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是
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亡的。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
产阶级国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
动人民实行正压的特殊力量，要使它转变由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绝不能通过自行
消亡来实现的。列宁着重阐述了国家自行消亡与暴力革命之
间的关系，强调指出，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作用的论述同国
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构成一个严密的
整体的。

最后，在列宁写作这本著作以后的这90余年里，资本主义的
这些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是列宁没有估计到的也是列宁不可
估计到的，我们要客观的、历史的看待这一论断，我们不能
因为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调整就否认20世纪初资本主义曾
经出现过的垂死状态。所以，列宁的这一论断在当时是正确
的，在现在同样具有伟大的意义。

读国家与革命心得篇四

近日，《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牢记初心使
命，推进自我革命》，文章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
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
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
勇气。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
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
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
变为大塌方。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有抛开面子、揭短亮丑
的勇气，有动真碰硬、敢于交锋的精神，有深挖根源、触动
灵魂的态度。要不断增强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这些思
想的深刻性在于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一场自我革命，显示了
刀刃向内、清理源头、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其不断发
展壮大的政治优势。谁都知道，革别人的命相对容易，革自
己的命则不容易。勇于自我革命，是要动自己的奶酪，伤的



是自己体内的骨，痛的是自己身上的肉。勇于自我革命越彻
底，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危险就越小。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
党能够在腥风血雨中一次次绝境重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
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
境，都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
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难在自我革命。“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有时候难免会犯“小
糊涂”，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
最终一条歪路走到底。“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随着中国
共产党事业是不断发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
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
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
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
不牢，这些都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因此，我们
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多听听人民群众意
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我
革命，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
而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
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我们新时代青年们必须保持革命精
神和革命斗志，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坚决
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读国家与革命心得篇五

大家好，我是沈华钧。今天我分享的是列宁-《国家与革命》
读后感。这本书是饮誉世界的政治学名著之一，立足于20世



界初页俄国革命的实践，总结了欧洲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的
经验，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与革命相
关的理论。

这本书的内涵非常丰富，由于时间问题，我主要分享我在读
后总结出的一条逻辑线，分别是列宁眼中的国家的概念、革
命的概念以及国家的消亡。本次分享是我个人在读后的总结
归纳，各位同学如果觉得有不妥之处，欢迎随时指出，我们
一起探讨，我坚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首先，我们先看列宁关于国家这个概念的讨论。国家不是从
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
权力为何物的社会，比如说氏族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成阶级的时候，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
成为必要了。历史上，曾经有过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
那么结合列宁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帝国资本主义时代。
阶层的分裂也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剥削与斗争。在
马克思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
阶级的机关，而具体的压迫手段，也就是国家工具可以有军
队、监狱、银行等等。而这种工具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秩序抑
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说到这里，关于
国家这个概念的理解，推荐大家阅读，恩格斯《家庭、私有
制，国家的起》。

因此，总结看，在列宁眼中，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名词，其实
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的代名词。所以被剥削的无
产阶级，渴望革命，渴望建立政权，消灭剥削。

那么，谈到革命。在这本书中，无产阶级革命有两层内涵。
其一是通过暴力手段，而且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武力夺得
政权，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其二，也是更深远的
一步，是无产阶级要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彻底打碎打破国家
机器。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谁，自然
是剥削他们的人，也就是资产阶级。那么，如何保证无产阶



级政权稳固后，避免剥削这种情况发生呢？列宁分析到，剥
削自于资本，而在政治上，体现在武装力量和特权上。因此，
打碎国家机器的第一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队问题，
二是国家官吏问题。一个是暴力机关，一个是特权阶层。通
过这两步，彻底打碎打破国家机器。列宁在这里举了巴黎公
社的例子，关于军队，巴黎公社的做法是废除常备军，而代
以武装的人民。关于国家官吏，公社的市政委员是普选选出，
只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而且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
资的报酬。这样的做法，是免除了国家官吏的政治职能，使
他们变成了随时可能被罢免的国家雇员。这两大措施，在列
宁看，核心是消除特权，进而消除资本，消灭剥削。没有了
剥削，没有了压迫，自然就革了国家机器的命。

最后一点，是国家的消亡。我的理解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
阶级之间，剥削关系的消亡，导致国家这个机器的消亡。无
产阶级革命，是对剥削阶级的革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
了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
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
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一
切行为守则上反复提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
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从服从到习惯，再不需要
所谓国家这种强力机关的特殊机构。没有了这些需求，国家
机器职能的消失，也就带了国家这种统治阶级的强制性手段
的自然消亡。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面的一条逻辑
思路。国家的概念，革命的概念，以及国家与革命的结
果――国家的消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家这个概念的理解，
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内涵。这两点解决后，国家消亡这
个列宁口中看似拗口的结论，也就逐渐清晰易懂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