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巨婴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
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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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婴读后感篇一

很早就读过这本书，作者武志红是我国国内目前比较厉害的
心理咨询师，有着不一般的经历和思想，这本书一经出版就
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和话题讨论。

书中指出，在当今社会，“巨婴症”似乎成为一种普遍的人
类心理通病，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在本书中“巨婴”是指
“没法面对失控的，失控会引起他们巨大的无助感”的一种
心里感应，他们外表看起来成熟，但心智方面却依然像婴儿
一样极其不成熟，无法独立面对和承担，情绪不懂得自控，
言行举止不懂得分寸。

这样的心理按理来说应该只出现在婴儿身上，婴儿都想做为
所欲为的龙。因为这个时期的婴儿分不清你我，他与母亲是
共生的，认为俩人为一体，然而当这种心理出现在婴儿之外
的人身上时，那么便是所谓的巨婴，这是一种病态的共生。

巨婴国这本书分为七个部分：

第四部分，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
则通过现实现象具体分析了婴儿期的全能自恋在国人身上的
具体表现。

第五部分，孝就是顺，则是分析了中国的孝顺化；

第六部分，无回应即绝境，则对中国人的巨婴心理进行了解



读；

第七部分，从龙成为人，则告诉了我们如何从神魔成为人。

再次读这本书，结合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了新的感悟：生
命就是一场修行，更多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心和行为，在文中
我们看到巨婴和成年人的区别：巨婴觉得，我一发愿，事情
就会立刻按照我的来，否则就会感到挫折。发生意外，巨婴
体验到失控，为了解决失控，他们会试着立即找一个责任人
或一个原因来，这样，他们的心就可以安定一些。而成年人
则知道，好好沟通，在时间上持续，在空间上延伸，事情会
逐渐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周围，时常会遇到“巨婴”，尤
其在工作岗位中，所以更需要我们在招聘、人才选拔时倾向
于选择心理上的"成年人"，更确切地说，要选择心智成熟的
人。管理心智成熟的人对管理者而言会很轻松，在遇到困难
和挑战的时候，这类人的明显特征是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调节
自我驱动，自我认知可以不断提升，同时也能够发挥正能量
带动身边的人，在困难面前能愈挫愈勇。但是对心智不够成
熟的人，就需要管理者扮演「大人」的角色，要持续付出额
外的管理成本，去「取悦」他们，不断的发「糖果」让他们
满意，因为他们不满意不但不出活儿，还会产生各种无端的
怨言。

如何才能面对困难消除巨婴症呢？这个也是我读完本书这两
天一直思考的问题，直到我看了另外一本《少有人走的路：
心智成熟的旅程》，试着找到了一些答案：

1、延迟满足其实就是先苦后甜，它让我们对痛苦的程度进行
排序，先解决痛苦大的，然后解决痛苦小的，最后解决容易
的。从心理感受来说，这是痛苦带来幸福、还是幸福带来痛
苦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越善于使用延迟满足这个原则，
就越能控制自己和使心智越来越成熟。



2、承担责任分清楚哪些问题是自己的，哪些问题是别人的，
勇于承担面对问题并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要推卸责任。

3、尊重事实世界不停变化，我们得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实
事求是。

4、保持平衡保持平衡的关键是放弃，很多人无法保持平衡，
是因为无法承受放弃带来的痛苦，比如放弃抱怨、熬夜、依
赖他人以及根深蒂固的观念等，这些都会带来痛苦，但是回
避这些痛苦，心智就无法成熟。

最后，我也希望自己成为优秀的「成年人」，在实践与磨练
中会成长为不折不扣的一流人才。

巨婴读后感篇二

《巨婴国》讲的是心里成长的问题，但正如作者在序中说的
他无意研究解决方法，而是要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其中原因
多从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说起，但太多内容不能让人信服：序
里说写这本书的原因太腐旧了吧，模仿古人，太过迷信了。
在论点支持的例子中也没有实验例证和科学数据，不仅如此，
作者还大谈特谈臆想和幻觉，太有邪说的感觉了。

巨婴读后感篇三

职场中，不在像校园里那样，有老师让你按时学习，有考试
检测你的学习成果。工作中，领导交办的工作完成的及时有
效就是考核。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提高自己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样的工作，才能完成得更好。

从开始工作到退休，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去掉刚工作懵懂
的几年，退休前的几年，期间还有结婚顾小家，真正能安心
工作的也就二十年时间。如果一直想安稳的度过自己的职场
生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等退休时，你会发现你的回忆



将是空白的，不圆满的，在该奋斗的时候却选择了安逸。

职场中，不提高自己，有等靠要的思想，那么你会发现工作
没有动力，有的只是抱怨和催促，享受不到工作带来的成就
感和使命感。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巨婴。表面上看起来成
熟了，但内心是幼稚的，脆弱的。

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和努力，才能让
自己真的成熟，让自己成为团队中的被需要的人。只有把精
进变成自己的习惯，才能不断突破自己，才能发现人的潜力
是无限的。

就像动画片“疯狂动物城”里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无限可
能”，只有合理的利用时间，提升自己，努力的做好本职工
作，才能实现由职场小白到大咖的华丽转身，让自己实现由
不可能变为可能。

巨婴读后感篇四

这一段时间一直再看一本书《巨婴国》，今天才算把这本书
看完了。其中的一些概念和案例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爆竹是用来驱魔避邪的，这个春节烟花爆竹被禁放了。清静
的节日里，武志红的《巨婴国》倒是像爆竹一样，振聋发聩，
给人不一般的震撼和冲击。

说是冲击，也是期盼已久的了。此前在武志红的微信公众号
上已了解了他的一些文章和风格，罗胖也有一期节目里推荐
介绍过这本书，隐隐觉得这本书将要展开的对中国人的剖析
与自己已有的认识是契合的，所以很是期待。该书对中国人
的剖析是到位的，并有更大的延伸解读空间和张力，估计会
有更好的后续作品来进一步解毒中国人的人性和陋习。

书中提到了心理发育的三个阶段：



口欲期：这个阶段一般是婴儿刚出生到6个月的阶段。主要表
现是所有的快感都集中在嘴巴上，嘴巴就是他能够感知到的
世界的中心。在这个阶段婴儿的心理主要表现得就是全能自
恋，在那个阶段的婴儿心中，自己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只
要自己想要什么，通过哭声一表达就马上会有自己想要的东
西出现在眼前。所以自己是全能的神，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世界只有自己。

肛欲期：在这个阶段一般是婴儿出生6个月到3岁的阶段，快
感的中心发生了转移，主要集中在肛门周围。这个时期的心
理特征主要是能够理解并且接纳有别人的存在。此时已经有
了我和你的概念。但是还没有形成"他"。也就是说在他们的
心中已经可以理解到世界上还有其他存在，自己不是世界的
唯一。但是此时他们还是和妈妈有共生感，我就是你，你就
是我。但同时又能把别人和妈妈区分开。把他们划分为"你
们"。

俄狄浦斯期：在这一阶段一般是3岁之后，快感中心再次发生
转移，主要集中在性器官上。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仇父
恋母情节。开始能意识到异性的吸引，并且对同性的竞争者
有着仇视心理。到了这一阶段，心理发育基本成熟。这个时
候开始有了"他"这个概念，自我诞生。在心中开始走向独立，
也可以容纳你我之外的"他"存在。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处在第一个阶段。即口欲期，在
我们自己的潜意识中，我们都是无所不能的神。只要我们的
欲望没有被满足，我发出去的能量没有被别人接纳并且积极
正面返回给我，我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一种我的全能神的感
觉被攻击的破碎了。我已经不完整了，我就会产生一种攻击
性，要么向外攻击你，要么向内攻击自己。

比方说这个在我身上就有很好的例子，当我对别人说话的时
候，别人对我说的话没有回应（也有可能是没听见）此时的
我的就会暴怒，会产生一种可怕的攻击性。甚至会想到把对



方杀死。但是因为有道德的压制，所以这股子毁灭的攻击性
一般都不会向外，而是转而向内攻击自己。"你怎么这么没用，
说的话对方都不理你"，"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话，你还是死了
算了"。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对方可
能是更本没有听见你在说什么。

但是那在我们潜意识看来，我就是神。你敢对神不尊敬，那
我就要灭了你。好，我灭不了你。我就灭了我自己。这就是
我那时的心理活动。

巨婴的主要表现就是全能自恋，我是神，你们都要听我的。
要不然都去死。他们不会容忍自己有一点失控，因为这样会
破坏自己的感觉。那种全能神的感觉。

巨婴在我们人际关系中也很普遍，要么你听我的，要么我灭
了你。所以巨婴们不会容忍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这就是对我
全能感的自我的挑战。一旦你挑战成功了，我就崩溃了。所
以在才会出现皇帝这个全能神般的产物，这就是巨婴们的集
体幻想。我是皇帝，是全能的神。所有忤逆我的人都要死。

我是一个巨婴，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常会因为一件很小的失
控事件而产生一种毁灭一切的感觉。比如在读书时考试成绩
不理想，在和别人社交的时候别人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
动。被老板批评这些事情都会让我崩溃，因为在我的潜意识
中我自己应该是无所不能的神。我发出的任何微小的声音都
因该被听到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意运作。否则自己的全能感破
灭，我不再是神。我就会化而为魔，要不然就灭了别人，要
不然灭了自己。

写到这里，我响起了自己小时候的可笑经历。在我读小学的
时候，经常会无端挑衅别人。而且特别傻的就拦着一个陌生
的同学问上一句"你拽不拽"？这个词的挑衅味道十分明显。
但是我那时的心理很奇怪，我问这一句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
全能感。如果对方回答是"是"那么我势必会攻击他。因为我



是全能的神，他的回答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得攻击性就会
出来，要么攻击他，要么攻击自己。但是如果他的回答是"
否"，那我的全能感就得到满足，就可以坚定自己是全能神的
心态了。

巨婴对自己的幻想是神，当神的自我感觉被打破时就会化而
为魔。但是在神魔之间还有"人"的存在，"人"可以更加客观
的对待整个世界，他们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把自己和
别人的界限严格的划出来。所有人都不可以越过这条线。这
就是心理发育成熟的体现。但是"人"往往很孤立。因为周围
都是巨婴，巨婴要的就是你服从他，残害自己。

看看那些美国大片，我们之所以觉得精彩。那是因为主角们
都是一个真实的"人"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敢于听从自己内
心的声音而不是父母的或其他人的，敢于面对一切。他们也
会有恐惧，但是绝对不会被恐惧所驱使。他们可以直面恐惧
而不是逃避。因为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鲁迅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
鲜血。这描绘的就是脱离了神或者魔而成为了"人"的境地吧。

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其实施行的就是一个巨婴政策，我们的家
庭从小教育我们要"乖"要"听话"，家长就成了神，而我们的
自我被不断否定。我们是能够被他们所掌控的，一旦我们做
出什么他们不能够掌控的事情，他们那脆弱的全能感就会破
碎，自我就会瓦解。所以我们从小必须"听话"才能维持他们
的全能感，我们小时候就像是胶水一样，通过控制我们才能
去勉强粘住他们那支离破碎的自我。

巨婴的关键就是想着成为神，而不是成为自己。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宝。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
的内心才是我们行动的指导，我们才能够慢慢从巨婴长大成
人。王阳明的心学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一切皆在我心，不
假外物。我心中什么东西都有了，不需要向外去要回应。



中国人都爱面子，但是面子这个词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面子就是外表的东西，外表的东西都是虚的，虚的东西都是
靠不住的。我们要面子是为了维系我们的全能自恋感，我们
要用我们的所有资源去支撑自己的这种全能感。因为我们的
内在的自我很虚，很脆弱。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外部的反馈
去维持自己很好的假象。那样的我们看起来很完美，很全能。
但毕竟那不是真实的自己，一旦外界的反馈消失或者负面。
脆弱的自我将会分崩离析，支离破碎。

真正的有效办法是屏蔽那些外在的东西，用自己的注意力感
知内心的渴望。通过自己内心的声音去滋养自己。形成真正
的自信力，而不是靠着外物得来的"他信力"

或许我们对自己有千般不情愿，万般不满意。但是我们还是
要试着去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我们要意识到那才是真
正的自己，独一无二。《巨婴国》中，我对一句话印象深刻：
我们要更好的做自己，而不是做更好的自己。

巨婴读后感篇五

提醒一下还暂未购买此书，或像我一样刚买完就后悔的朋友：
如果你在看这本书时，对作者和此书有一个更合理的定位，
会感觉好很多，此书不是专业心理学著作，只是谈谈他个人
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许多是偏激的）——从他做心理咨
询接触案例的观点和角度。

它更像是一本微信公众号文章集锦，作者把之前写过、想过
的，分类归集，然后在开头的第一章给这个“集锦”戴了个
理论的帽子。但这个理论帽子戴的水平比较差，以偏概全时
有发生，总认为几个极端或神叨叨的例子就代表了全中国人
民。另外总拿电影、动画片的事儿做举例说明自己观点，实
在不像是一个专业心理学家所为。作者的信条是“大胆的假
设”，但没有“小心的求证”，另外再加点“语不惊人死不
休”的决绝态度，总让我觉得他讲的太言过其实，有种想揪



其衣领的冲动赶脚。

也因为是这样类似“集锦”的构成，各章节之间只有相关度，
但无严密的逻辑关系，同样的观点和论据反复地多次出现，
我认为如果从提出观点，并通过实例论证的方式展开讲述的
话，此书厚度可以减少三分之二。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叫做《我身边的世界：巨婴国》。这
样，读者的容忍度会高很多，毕竟每个人所认为的世界，都
主要是他自己看到的世界，人家说说自己的看法，无可厚非，
大家也可以谅解。

期中也确有一些新颖的观点和角度，有时间也可以看看。不
过，总体上来说，如果你个人心智正常，身边也没有什么不
正常的亲人朋友，那么你读起来可能比较难找到什么共鸣。

惊喜之处是你会常常被作者所举的例子或作者自己观点
的“神逻辑”逗乐，也着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权作一
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