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理智与感情读后感 理智与情感读
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理智与感情读后感篇一

离返校只有一个星期了，之前有安排，回家也适当地做了些
打算，其中包括多读几本好书，回来后却一直没有行动。前
几天我才发现那边《理智与情感》已经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灰
尘，只是里面完全是崭新的，淡淡的罪恶感油然而生，渴望
之情也相伴而生，于是，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了这本名着，
能吸引我坚持读完的书不多，名着就是名着，它的魅力就在
于此。仔细读过之后，才体会到那句脍炙人口的话：一本好
书，就等于一次生命之旅……《理智与情感》塑造了一系列
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独特的个性，然而就读者接触最多和作
者想要着重表现的，那就要数达什伍德家的两姐妹了。

埃丽诺，达什伍德家的大女儿，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富于理智
的姑娘。从故事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她比她的母亲和妹妹更加
有头脑与理智。埃丽诺办事缜密，考虑周全，谈吐智慧。不
论是对他所爱慕的爱德华还是厌恶的露西，在众人面前，她
都能以礼相待。而且，不论是埃丽诺好奇，喜爱或是厌恶的
话题，大家共同讨论时，她总能保持一定的冷静与思考的头
脑，既不显示出异常的过分的关注，也不让大家感到自己是
个扫兴的角色。任何事，埃丽诺总是拿捏得那么有分寸，那
么合适。此外，埃丽诺还是个善良的姑娘，善于从他人身上
发现优点，善于替他人着想。对于詹宁斯太太，虽然她的行
为充分说明了她缺乏大脑，但埃丽诺却总在自己的朋友与妹
妹面前谈起她的热心，慷慨与正义。并且为了詹宁斯太太在



伦敦自己家中的时光能舒适的度过，而不受玛丽安的嘲讽与
冷漠，也为了玛丽安不做出过火的事儿而使自身受到伤害，
即使自己并不心甘情愿，还是同意接受邀请，陪妹妹一道前
往。以上的一切都显示了埃丽诺理智的头脑，但并非说明她
是一个缺乏感性的人。相反，埃丽诺同她妹妹一样，拥有一
颗富于情感的心，只不过她更善于控制这种情感。她对爱德
华的倾心，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从未改变过。她
没有因爱德华的不善言谈，行为呆板忧郁以及众人对他的指
责而遗弃他，她看中他的正直，诚实，稳重，宽容的人品，
为他在家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表示不平，为他不幸的第
一次订婚表示同情。并且无时无刻不在为爱德华着想，为能
使他的境况有所好转而努力。甚至在听说了爱德华早已订婚
的消息后，埃丽诺依然钟情于他。得知这消息后即使她极力
掩饰，还是不难看出这个消息对她的巨大打击。可见，她对
爱德华的感情是强烈的，忠实的，实际的以及是一成不变的。
这证明了埃丽诺不仅理智，同样有颗富于情感的心。并有一
个清晰而理智的头脑来时刻提醒她去制约一些无谓的感情冲
动。理智，善良，机智是她特有的魅力。

说完了故事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再来谈一位同样生着俏丽面
容，拥有理智头脑的姑娘把，她就是露西。斯蒂尔，詹宁斯
太太的亲戚，爱德华的第一个订婚对象。这位小姐既不同于
玛丽安，有丰富的情感，也不同于埃莉诺，有理智善良的心。
她在感情上可谓是一贫如洗，“理智”上也只能仅仅被称作
富有。她是个冷漠自私的人。行事上机关算尽，貌似很有理
智，很有情感，实际上满脑子歪门邪道，虚情假意。她财产
不多，为了生活的富裕，先与爱德华订婚，当爱德华因为她
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之后，又将其抛弃，转而嫁给爱德华的
弟弟。在这同时，还总是对埃丽诺进行恶意中伤，以满足自
己的妒忌心理，表面上还装得无比可怜无辜。好在埃丽诺每
次都能给予不卑不亢的还击，让露西无法得逞，看时真是大
快人心。露西善于拍马奉承，为此赢得了许多人的欢心，被
视为掌上明珠。但要问她究竟喜欢谁，爱慕谁，我想出了金
钱也别无他人了。



通过这三个人，想必作者已经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的很清楚了。
人要有丰富的情感，但不能感情用事。必要的时候应受到理
智的制约。简认为谨慎行事和内心冲动应保持平衡。她对金
钱可以买到高雅生活的观点表示尊重，但对简来说更重要的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部作品是围绕着理智与情感而展
开的，实际上也是为绕着保持自我的完整与满足社会的要求
这一主题而延伸的，重在说明人固然是一个情感个体，但也
需要融入社会。做一个具体的社会人，既有自己独特的情感
与个性，又有必要的'理智加以制约，使其能与社会融洽，这
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理智与感情读后感篇二

《班级管理的智慧》是一本好书：这里有超前的理论，又有
贴近教育生活的实际范例。精彩的语言和一个个鲜活的管
理“金点子”让我耳目一新，我为能有机会从书本中，学到
先进的班级管理经验而高兴。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魏书生老师治理“三闲”的策略，所谓
“三闲”，应该是指“闲话”、“闲事”、“闲思”。例如：
人家在自习、看书，他在那说笑话、说大话、说课外的话等
（“闲话”）。把课余的时间消磨在游戏里、老师在讲数学
他在发呆、上自习在聊天、抄别人的作业、教材还没弄通就
去抠难、怪、偏题等（“闲事”）。正听着课，思路不知不
觉地到了其他无用的事上；学习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考试
成绩不理想，就忧虑、担心同学们怎么议论自己、父母怎样
批评自己，结果越想，烦恼越深，越不能平心静气的分析失
误的原因，形成：考试失误——情绪低落——无心纠正——
成绩更低的恶性循环等等（“闲思”）。

多年的工作使我深深地感到：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闲话、
闲事、闲思不知无情地占据了我们多少时间，浪费了我们多
少生命。表现尤为明显的是我们的学生，正如魏老师说
的：“凡学习不好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他们控



制了‘三闲’，而是‘三闲’控制了他们”。

孩子是这样，我们成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明明有很多事情需
要去做，但脑子不配合，总是会不知不觉地想着其他事情，
总会做一些闲事，不由自主地进行闲谈，但人生短短的几十
年光阴，到底能有多长时间供我们这样耗费？时间的宝贵任
何人都知道，可是却有许多人都做不到。

如何控制“三闲”？书中明确地告诉我：首先要明确地将无
用、有害的言、行、思和有用的言、行、思区分开来，一旦
有了区别，下意识和潜意识就会起作用，不知不觉加以限制。
然后要找出适合自己的控制“三闲”的办法，控制“三闲”
的办法应当有几十种、上百种，魏老师告诉我的策略是：多
做实事、自我救治、自我控制。

由此我在班里倡导学生：明确做什么事，做几件事，用多长
时间做一件事。心情不好的时候做什么事，效率高的时候做
什么事。自我救治、自我控制，自愿组合。禁说闲话，莫做
闲事，勿有闲思，齐心协力，搞好班级建设和学习成绩的提
高。

治疗犹豫的措施：在自己支配的时间里，拿出百分之二、三
的时间，想清楚这段时间的任务共几项，哪个为主，哪个为
次，然后排上队，任务明确了，马上动手。

一个人，经常在固定的时间内做同类的事，做的多了，便形
成习惯。习惯了的事情，常常不由自主的去做，想停止都难。

学习计划要落实到每学期、每月、每周、每天。

比如早读之前的时间，中午午休前的时间，晚修前的时间，
如果我们坚持，利用我们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孩子们除了正常的锻炼以外，大部分



同学都能就“做事”，形成有计划地较牢固的持久的`“兴奋
中心”，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下课在校园内
乱跑的人少了，手里有书的人多了；出口成“脏”的人少了，
言谈文雅的人多了；不懂礼貌的人少了，主动打招呼的人多
了；随意浪费时间的少了，惜时明志的人多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才真正的理解魏老师在书中为什么
不用“消灭‘三闲’”，而用“控制‘三闲’”。彻底消
灭“三闲”那肯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我们穷尽我们的生
命去追求的理想目标。“三闲”不能消灭，但可以控制。

读完这本书掩卷深思，感觉它不但使我得到一次思想认识的
提升，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涤，它使我体会到班主任工作的
艺术性和策略性：在控制“三闲”的道路上，我们还有更多
的东西要思考，还有更多的方法要实践，真可谓是：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理智与感情读后感篇三

《理智与情感》与《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丁同时代的两部
小说，是她的姊妹篇。都是以英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
乡村为背景，书写中产阶层家庭女子的爱情与婚姻。书中主
要写的达什伍德家的两个女儿的爱情与婚姻，给人留下了较
深的印象。

大女儿艾丽诺是个冷静稳重，遇事沉着有主见的女孩，既感
情充沛又保持冷静，有爱时能好好爱，无爱时能克己复礼，
不亢不卑。艾丽诺爱上了嫂子的弟弟爱德华·费拉斯，她喜
欢爱德华坦率热情又随和，并且爱德华受过良好教育，头脑
灵泛，为人低调实在。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艾丽诺感觉爱
德华也是喜欢自己的，只是他始终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后来
得知爱德华早在两年前与他的照应人的外甥女露西订有婚约，
而爱德华也认为不能轻易与恩人的外甥女毁除婚约，心里却
又很喜欢艾丽诺，因此而闷闷不乐。艾丽诺尽管很悲伤却也



只能竭力克制自己，平日里的交际应酬，行若无事。

因怒于爱德华私下订了一门没有利益的婚约，爱德华的母亲
废弃了爱德华作为长子的继承权，当艾丽诺得知了爱德华的
困境，在尽可能的情景下帮助爱德华寻得谋生之路，不求回
报，她只希望他可以过得好一点。而露西见爱德华没有了财
产收入，转而去勾引他的弟弟并与之结婚了。爱德华一接到
婚约解除书，谁也没有告诉，直奔艾丽诺家来找她，向她表
白。艾丽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真爱！而当爱情来临，艾丽诺
真诚地迎上去，没有丝毫的怨言和扭捏做作。你不来，我真
心祝福你；你来，我便好好爱你。

二女儿玛丽安浪漫热烈爱憎分明，一心想找个风度翩翩浪漫
多情的男子为对象。威洛比英俊潇洒，浪漫热情，与玛丽安
在山坡上邂逅后一见钟情，他们感情发展迅速，恨不得时时
刻刻待在一起，如胶似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情投意合
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威洛比爱慕虚荣超出自己收入水
平的高消费行为已经使他负债累累难以为继，当威洛比在城
里遇到一个富家女后，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玛丽安的联系。
而玛丽安还在苦苦等待，却始终音信杳无。

布兰登上校是个三十五岁的未婚男人，十七岁的玛丽安最早
断定布兰登“年老体衰，不能结婚”，嘲笑他得穿法兰绒马
甲保护身体。布兰登虽然有不菲的身价和地位，但性格内向
沉默寡言，不会说好听的话，根本就不是玛丽安喜欢的类型，
却偏偏对玛丽安一见钟情而且痴心不改，明明知道她与威洛
比相爱着，他却不能自已，总是经常出现在玛丽安姐妹面前。
姐姐艾丽诺在妹妹不陪布兰登的时候，就陪着布兰登，姐姐
俨然已成了布兰登的知己，布兰登的心里话都喜欢跟艾丽诺
说，艾丽诺也越来越了解布兰登，便也越来越认可布兰登。
布兰登其实早就知道威洛比是个花花公子，知道在玛丽安苦
苦等待又不得音信的时候威洛比早已跟富家女打得火热，但
他不便于告知，而当威洛比把布兰登的养女弄得怀孕了又抛
弃了她时，他才对艾丽诺略有暗示。当玛丽安遇见正与富家



女约会时的威洛比，被他拒绝，然后又遭到书信的正式回绝
并退回了一切信物时，玛丽安痛不欲生，天天以泪洗面，进
而不吃不喝，一段时间后终于生了一场大病。在玛丽安生病
期间，布兰登一直陪伴在她身边，从不曾远离，默默地做着
需要男人承担的一切事务。玛丽安生命垂危时，他去接玛丽
安的母亲来见她，在路上忍不住情真意切地跟老人表达了自
己对玛丽安的深深情意，不管玛丽安是怎样的，他都爱她，
一如既往地深深爱恋，处在深深痛苦和担忧中的老人被这个
不善言辞的男人打动，在路上就答应了只要玛丽安还活着，
她就一定想办法让女儿嫁给他。

玛丽安在抢救了两天后终于醒过来了，她慢慢在恢复，布兰
登依然默默陪伴着她。玛丽安也慢慢不觉得布兰登有那么碍
眼了，觉得他变得可亲起来了，也慢慢的愿意和他说些话儿
了。死过一回的玛丽安，终于明白了感情里需要理智，她感
受到了姐姐的理智的光辉，并以她为榜样，学会控制自己的
感情。痛过，才知情深意浓！现在的她，已经愿意屈服于一
段新感情了，她感受到了布兰登上校的一往情深。默默守望
默默付出的布兰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的豪宅终于迎来
了自己最爱的女人。

威洛比得知玛丽安结婚的消息，感到极度悲痛，他感觉自己
已经彻底失去了她，即便自己愿意离婚也不可能获得玛丽安
的爱了。威洛比享受着富家女的物质条件，却又发现自己深
深厌恶她，她完全没法与玛丽安的美丽，纯情相比，他终于
发现，这辈子，玛丽安才是他真正爱的女人。小说的结尾处
写：“尽管失去玛丽安以后使他变粗野了，但他一直对玛丽
安怀有明显的敬恋之情，使他对降临到她头上的每件事都深
感兴趣，是他暗中把她视为女人十全十美的典范。在以后的
岁月里，出现了不少美丽的少女，只因比不上布兰登夫人而
被他嗤之以鼻。”呜呼！玛丽安终于成了这个浪荡公子心口
上的一粒朱砂痣。



理智与感情读后感篇四

情感与理智在人的生活中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些？这个问题一
直困扰着我，有整整两年的时间了。就我个人本身而言，我
认为自己是个感性的人，有时候也用重感情或者多愁善感等
字眼来在自己的世界里形容自己。可我在这二十几年中却伤
心的发现，我在这方面却几乎从未遇到过知己，特别是在男
性朋友当中，几乎从未发现，所以有时候我便常常想，是不
是自己在天性中被无形的注入了女儿家的一种东西。还是
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没有现实的基础。如果我想安慰自己一下那我想我就只能说
男的一半是女的了。凡此总总吧，致使自己在心灵上陷入长
久的孤独无依。而且是那么的孤独、敏感、脆弱。

大学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无意当中顺着自己的天性和
意志去生活，虽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不自己和责任形影相随。
其实那时的我也并不太快了。在这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我渐
渐发现如果仅仅凭着情感去生活，往往和学部领导甚至是班
级同学不能融为一体，如果任凭下去，我会孤孤单单的胜下
一个人，到最后。所以这时我想，我想问题或做事情要尽量
理智一点，后来我发现这之于我很难、很难······所
以直到现在我还在努力的做。

下面说说《理智与情感》这部书吧。

在《理智与情感》这部书中，作者用人物性格的塑造表现了
自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

以玛丽安为代表的人物是理智不足而情感有余；以约翰·达
什伍德夫妇为代表的人物是理智有余而情感不足；而以威洛
比为代表的人物在情感上又是十分虚伪的，表面上似乎很有
情感，实际背后却深埋着冷漠无情，自私透顶。我们可以看
出尽管故事里对重视情感的人给予了最终赞扬，却也不时对
理智的`欠缺加以讽刺、无疑这些全得由主人公玛丽安来承担。



然而对于情感不足而理智有余的约翰·达什伍德夫妇作者却
显示出了鄙夷的态度。不时的用主人公埃莉诺口吻对他们加
以讽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最终赞扬的是主人公埃莉诺，
因为她既重情感又有理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个
问题上的思考是这样的：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感情应受理智
的制约。

在我看来世间的很多人不是属于情感型的就是属于理智型的。
而有一些人正处于两者的中间，时而属于前者，时而属于后
者。还有一些人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作者所说的人。即努力
做到时时刻刻二者兼而有之。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其他作品中对情与理问题的触及和思考。
如曹禺先生的《雷雨》中的周朴园以及蘩漪的形象，周朴园
是理的代表，而蘩漪是情的代言人。以及希腊大悲剧家索福
克勒斯的《安提戈捏》。

我肤浅地认为《雷雨》和《安提戈捏》的不朽以及长期的脍
炙人口一个主要原因是那种人性、人生中的情与理的张力。
所以中国文学出现了蘩漪这个经典的女性形象。而安提戈捏
的冲突是血亲与国法的对立。在这两部作品中，在我看来都
彰显了情的这一面。肯定了主人公的情感，这似乎能抓住每
个人的心弦，逐渐的使作品趋于永恒。形象趋于永恒。当然
我不否认情与理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我强调的只是
作者似乎都肯定了主人公的情的一面。即在情与理的对立中
主人公都选择了情感。

理智与感情读后感篇五

《理智胜过情感》这本书是有关心理健康的书籍，也是我第
一次接触的心理书籍。这本书不仅形象的向你描述理智与情
感，还给了你提供了很多心理上的帮助，是一本值得看的书。

书中指出，情绪就像大象，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冲动，而理



智就像骑在大象背上的人，虽然他不能扭转或阻止大象的脚
步，却总能想到种种办法与大象默契配合，在大象背上四处
遨游。这说明理智和情感可以合作无间。

生活中，我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都会有自己的视角，有
信息的取舍，有经验的补充，再经过联想和推理，最后得到
极具个性化的结论。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会隔着一层透镜
来看世界。认知疗法会让我们有机会摘下自己的透镜，欣赏
它，感受它，理解它，甚至改造它。

它会告诉你情绪是可以被认识的，它邀请你用一种相对客观
的方式，来观察你身上的那些主观反应，每一种情绪的背后
都有规律可循。一旦你掌握了这些规律，你就可以和它对话，
和它合作。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害怕情绪，通常我们会夸
一个人情绪稳定，说明那个人在大家的眼里非常成熟。我们
总觉得有情绪是不好的，总想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控制情绪，
但往往事与愿违。

那么，什么是认知行为疗法呢？“认知”指的是我们在想什
么，以及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它认为，思维、信念、行为与
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身体感受和事件密切相关。它将教给我
们改善思维和行动的方法，从而逐步改变人生，开启幸福美
好的生活。

思维、信念、行为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身体感受等密切相
关。我们对每一件事的认识，会对情绪、行为和身体反应产
生强烈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超市排队的时候想，可
能要等一会儿，我可以趁机休息一下，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
感到平静和放松，可能会和身边的人聊聊天。相反，如果我
们这样想，不应该让我等这么久，超市应该多雇几名员工，
我们可能就会感到沮丧和气愤，身体也会紧张不安。

这本书写的并不深奥，可以读得很快。但重点并不在于阅读
速度，而在于是否能够花时间去细细理解并练习。对情绪的



认识理解和改善需要经历大量的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