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王阳明读后感(实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王阳明读后感篇一

在明朝中期的王华家中，王华母亲岑氏太夫人梦见天上阳光
明媚，祥云缭绕，穿着红衣的众多仙子，击鼓吹萧，乐声悠
扬。其中有一位神仙怀抱着个婴儿，脚踏祥云，自空中冉冉
而下，一直朝着她家门前而来，把婴儿送入岑氏的怀抱。太
夫人十分惊奇，从梦中惊醒。原来是自己有了孙子了。他便
是著名的心学创始人――王阳明。

王阳明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曾问老师：“什么是人生的
头等大事呢？”老师说是读好书登第做状元。王阳明若有所
思，回答说：“只有读书做圣贤，也许才算是人生头等大事。
”王阳明认为做圣人不仅要读好书，还要能够保境安民。他
十五岁独自一人在塞外练习兵法，记录地形地貌。后来他果
然统领三军，平定**，安定国民，成了圣人。从中可以发现，
有志向并付诸实践，便能达到目的。

王阳明会独立思考，非常聪明。有一次，他和祖父竹轩先生
与一些老朋友吟诗作赋，他们还没想出，年仅10岁的小阳明
却已吟出了一首绝妙诗：

金山一点大如掌，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

大家不禁拍案叫绝。他真是聪明过人。



王阳明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经常一个人独自沉思道理。后
来，王阳明因被人诬告，被贬到少数民族当驿丞。住在石洞
里，吃野果粗米维生。他天天静坐，殚精竭虑，终于大彻大悟
“格物致知”的真谛，奠定了心学理论，撰写了《传习录》，
成为为哲学家。后来他又平定**，谥“文成侯”，名扬中外。

王阳明是余姚人的楷模。看了《王阳明》这本书，更使我坚
定这样一个思想，要像他一样成为有德之圣人，就要学会独
立思考，当然勤奋更必不可少。

王阳明读后感篇二

坚实的基础、切实的手段，都有了。下面就该忠实地执行了。
执行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人。

不仅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哪个朝代最重要的都是人才。
王阳明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他大权在握，可以调各地
的部队，却自组新军，绝对不调用原来现成的各部队来打仗。

这时候，有一个和王阳明有共同志向的人才来投奔他，这个
人叫做伍文定。伍文定虽然也是一个文人，但从小习武，臂
力过人。《明史》评价他，“忠义自许，遇事敢为，不与时
俯仰”。就是说伍文定这个人遇事非常敢作敢为，而且不仰
人鼻息；虽然身在官场，从不奴颜媚骨。伍文定原来做常州
推官的时候，徐达的后代魏国公徐y强占民田，强霸民女，伍
文定不畏权势，为民伸张正义。结果徐y后来就勾结大太监刘
瑾，诬陷伍文定，把伍文定也下到昭狱。

伍文定和王阳明的经历非常相似，两个人虽然此前不熟，却
是同年进士。后来又都是因为刘瑾，被下到过诏狱。伍文定
对王阳明是仰慕已久，看他来巡抚南赣选拔人才，便毛遂自
荐。王阳明一见，顿时引为知己，认为伍文定是一个不得了
的人才。



果不其然，伍文定在南赣平匪患，包括后来平宁王之乱的时
候都成为王阳明手下一员干将，被朝廷推为平宁王之乱除王
阳明之外的首功第一。

伍文定来投，以及自组新军之后，人才间题、队伍问题也得
以彻底解决，可以保障作战策路忠实地执行。万事俱备，只
等开战了。

王阳明读后感篇三

看了《传习录》，看了《论语》，看了新儒家牟宗三、梁漱
溟、钱穆先生的著作，真的非常感动。他们的人格光辉仿佛
在无尽的黑夜里给我的生命点亮了一盏灯，让我看到人生的
出路和方向。想到以前的肤浅和顽劣真是羞愧难当，枉为人
也。

人生天地间，真正该追求的是什么呢?根据我对儒家学说的理
解，简单地说来就是要做一个好人。然而好人，在如今这个
不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甚至是人欲横流、道德颓丧的
年代和国度，真是太难太难了。用牟先生的话说，这真是中
国人最堕落的时代。然而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光明。这
光明是什么，就是德性、良知的力量。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
生就曾慨叹:“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
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
是啊，试问现在哪个学校，哪所大学在教圣人之学呢?这些个
学校教的仅仅是用来考试升学、升官发财、入市谋生的知识
和技能。如果说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确实被灌输以做人的道
德，那么由于其缺乏圣人之学的引导，仅仅把所谓马列毛邓
之流的霸术作为施教的材料，最终只能是误人子弟，而且让
人们更加厌烦道德说教。

可是儒家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是人格的完成，而不
应该考虑外在的事功。对于用人者，王阳明说道:“用之者惟
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



轻重，劳逸为美恶。”对于被用的人，他说道:“效用者亦惟
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
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虽说，我们古人有立
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之说，然而诚如钱穆先生所言:“然立功
有际遇，立言有条件，只有立德，不为际遇条件之所限。”
因此，不论是国家领导还是贩夫走卒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德
性的人，都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人格。——这就是所谓的人皆
可以为尧舜。因此，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成就，便不该以
外在的身份、权力、力量、知识、才学为标准。而应该以他
的德性为评价标准。

圣人之学，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如
果只从外在的物质事功上寻求，那么一生也找不到安身立命
的根本。可怕的是，如果不是还有港台海外的儒者继续存养
传播圣人之学，那么茫茫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岂不一生无明，
活了也白活，死了也白死。阳明先生所说的“知行合一”的
真正意思，我觉得就是“纸上说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致良知的真正意思，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的良心发挥出去，
去做好事。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道理，不管哲学上解释得多
么复杂多么深刻多么适宜思辨，都不能切中它的要害。它根
本上就是一种活的工夫。而圣人之学，也必须以活人来教，
来身教。如果没有王阳明这种圣人境界的导师以亲身实践、
验证这门学问，读再多的书，经过再好的大学训练，也不一
定能体会到这门学问的真理性。

因此，我的理解是，圣人之学根本不适合在传授知识技能的
所谓学院里来教，它不是学术，不需要那些毫无实践的人在
理论上争论不休，它是一门活的工夫，必须用实际的仁义礼
智信忠恕孝悌亲来表现、验证。王阳明根本就不注重作为学
问的训诂、记诵、词章，更不注重外在的富国强兵、建功逐
利的霸业，在他看来注重这些的人哪里懂圣人之学呢?因为他
们舍本逐末，还放不下功名利禄这些虚的东西。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业;闻见



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作为一个
立志做学问的人，如果真能放得下这些，才能趋近真理。在
王阳明这里，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的，如果做人一谈糊涂，
那么他的学问也是伪学问。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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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读后感篇四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
代表人物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王阳明在中国历史上比
较出名，但以前并不了解，是通过看当年明月的明朝哪些事
儿才知道有这么厉害一个人物的。他是文武全才，他提出的
心学主张“知行合一”，说“知是行之始，始是知之成”;主张
“致良知”，说良知既天理，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为吾心
所固有。阳明心学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反对迷信权依
傍书本，有平民意识，对明后期哲学和文艺影响巨大。王阳
明镇压过农民起义和平定“宸壕之乱”，也是一位军事天才。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原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



浙江余姚人。因在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侧筑室攻读，创办阳明
书院，别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传习”一词源自论语
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今天读到答顾东桥书一章,书中提出了修养的三个层次,令我
有所感悟.他提出“生知安行,圣人之事”,“学知利行,贤人
之事”,“困知勉行,学者之事”.意思就是说天生就知道,生
来就能实践,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学习了就能知道,知道了
就能顺利实践,是贤人才能做的事;艰难的获得知识,勉强的用
于实践,是学者的事情.

像我这样普通的人，就是艰难的获得的知识都是很难到达的。
也许和我们的教育制度有关吧，虽然四书五经的名字挂在嘴
边，但是没有系统的看过一本。真正学习传统的国学也是三
十以后才开始的，今年我已经三十有四了，也只是了解了点
皮毛。看古籍很枯燥，水平太低，原文看不懂，要结合注释。
来兴趣的时候，就看几眼，不高兴的时候，就丢一边。现在
的社会各种各样的诱惑太多，看书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偶尔
看到了一点古人的观点，感觉受益匪浅，知识还是精华好啊。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国学论道版块，感觉相见恨晚，先抛
个砖头，露一小脸。

王阳明读后感篇五

寒假，我读完了《王阳明》这本书，书中讲述的王阳明生平
经历令我印象深刻，而他所崇尚的观点“知行合一”四个字
更是给我极大的启发。因此，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好书。

王阳明是谁?首先他是明代有名的大臣，其次，他是一个文坛
大家，是一位用兵如神的将领，是被称为中国上下五千年两
个半“完人”中的一位，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心中的偶像。
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
理论。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王阳明曾反复实践了朱熹所提



出的“格物致知”，他勇敢地反驳了这个观点，也随即提出了
“知行合一”。什么是“知行合一”?便是知识不仅仅是在理
论上有它的意义，还要到生活中实践，才能够体现出它的真
实价值。朱熹在儒家学术地位极高，王阳明提出了这个超过
朱熹的观点，在当时令所有儒家学子难以接受，他是冒着死
提出并坚持的，他的勇气和对真理的执着令人赞叹。

我也要学习王阳明先生善于思考的品质，在学习中思考在生
活中实践，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

另外，作为一个学生，我还应该学习的是王阳明不放弃、不
气馁、昂首苦读书的精神。王阳明曾经两次考进士落榜，他
却说“世人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他在挫
折面前不畏怯，凭借自己的努力战胜失败，向下一个困难发
起挑战，最终获得金榜题名。

这是一本好书，值得所有人去阅读，也值得所有人去学习阳
明先生“知行合一”的真理。我在此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