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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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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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王阳明心学读后感篇一

《传习录》是“心学”的着作。作者王阳明是明代着名的思
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精通儒家、道家和佛家，
立德、立功、立言，写下着作《传习录》，传播“心学”精
神，广为流传，传播中外，至今仍有络绎不绝的学者研读此
着作，习读王阳明心学的奥妙。

我因选修《王阳明心学》一课而接触《传习录》，粗略读下
来，对其中一部分名句印象深刻。在此谈谈我对这些名句的
理解和感悟。

“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这句话提出了“人人可成为圣人”的道理。通常，人们总是
认为圣人难得，圣人应该是有着特殊品格或能力的人，所以
认为自己不会成为圣人，期待着由那些少数的圣人来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而不追求自身的修行。王阳明指出了这
一观点的错误。人人可为圣人。圣人不是遥不可及的，每个
人都应该有圣人的追求，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和定位。同
时，也表明了，圣人不是天生的，要想成为圣人，需要经过
后天的努力。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如果后天不学习、
不努力可能就埋没了，只有通过学习，思想得到提升，除去
自身的陋习和错误的观念，才能成为圣人。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

一直以来都有“人性本恶”和“人性本善”的争论。荀子
曰“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仁义礼智信”
是“伪”，是后天人为教化的结果，而孟子曰“今之学者，
其性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即良心，认
为“恶”是天性受到了私欲的蒙蔽。古往今来，关于“人性
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争论一直没有断过。当我在王阳明的
《传习录》里看到“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
而遏之”这句话时，我觉得，关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
恶”的争论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现实是“善”与“恶”共
存于人心中，无法追究其起源和哪个先产生。那么如何发
扬“善”、遏制“恶”比争论善恶哪个先产生更为重要，对
现实而言更有意义。我们耳熟能详的“不以恶小而为之，不
以善小而不为”传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无论“善”多小，
只要产生了，被感知到了，就要将其表达出来，发扬出来，
不能因为善事较小就放弃行善的念头。无论“恶”意多大，
只要产生了，就要及时遏制，将罪恶的思想扼杀在萌芽的状
态，不能因为“恶”小而放松警惕，若放任其放大，那么后
患无穷。

“人需在事上磨，方可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有些人，喜欢自己在思想上去“悟”，而不去实践，没有在
具体的事上“悟”。可能这种人以为自己已经领悟了“大
道”，但是一碰到事情，就会乱了阵脚。王阳明对自己的学
生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人需在事上磨。只有经历了事情，
在事上磨炼了自己，在事上废了心思，得到了锻炼，才会对
自身有提高，之后再遇到事，才不会慌乱。我认为这与现如
今我们倡导的“实践出真知”不谋而合。我们从五六岁开始
接受教育，大家普遍以书为标准，认为书上都是正确的，认
为书就能给予人们足够的营养，而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很
多学生，甚至是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很少有实践的经历，
一直活在书堆中，很少走出来感受社会，去经历事情。然而，



我们终将进入社会，终将自己面对各色各样的人和事。当失去
“学生”“子女”这些护身符，我们是否有能力独当一面？
我想，只有有了足够的“遇事”经历，“处事”经验的人，
才能有自信，坚定地回答一个“是”字。

《传习录》中有高深的“心学”真谛，也有对人生有启发意
义的易懂的箴言。我尚未对《传习录》进行精细的研读，对
其中高深的心学真谛仍处于一知半解状态，无法进行讨论，
在此就仅对于我们自身有教育意义的较为贴近生活的名言进
行分享。如后有机会，我会继续深读《传习录》。

最后，《王阳明心学》这门课是我听课状态最放松的一门课，
我们上课各抒己见，对社会某一现象或者事件进行讨论，我
听到了很多精彩的声音。感谢《王阳明心学》，感谢老师！

最后，祝好！

读懂王阳明心学读后感篇二

读书笔记，希望对您有帮助！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300字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300字：

终于读完这本书，但是要再拜读原著《传习录》才能进一步
理解。总结下，身，心，意，知，行。肉体是身，灵魂是心，
感觉是意，思维是知，行动是行。

人心本无善无恶，因为意感受世界，进而知善恶，故而要致
良知。知行合一，其实是良知与行合一。所谓善非善，恶也
非恶，只是善是道义，恶乃实用。简单说就是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故而没必要学人家清心寡欲；没必要学人贪得无厌；没必要
满嘴巴仁义道德；没必要愤世嫉俗；没必要出家去修得众生
平等，慈悲为怀；没必要朝堂之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食欲，性欲，私欲乃人之常情。美食人皆爱，美色人皆好，
金钱人皆欲。但唯有致良知，知行合一，则一切则豁然开朗，
方能随性而为。作者：老蟹，希望能帮助您！

读懂王阳明心学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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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为doc格式

读懂王阳明心学读后感篇四

终于读完这本书，但是要再拜读原著《传习录》才能进一步
理解。总结下，身，心，意，知，行。肉体是身，灵魂是心，
感觉是意，思维是知，行动是行。

人心本无善无恶，因为意感受世界，进而知善恶，故而要致
良知。知行合一，其实是良知与行合一。所谓善非善，恶也
非恶，只是善是道义，恶乃实用。简单说就是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故而没必要学人家清心寡欲；没必要学人贪得无厌；没必要
满嘴巴仁义道德；没必要愤世嫉俗；没必要出家去修得众生
平等，慈悲为怀；没必要朝堂之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读懂王阳明心学读后感篇五

杨武林

记得以前在看《明朝那些事儿》时，当年明月对王守仁推崇
备至，花了很多的笔墨写了阳明心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
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做了传奇式的描写。使我对这位心学的



创立者充满了景仰之情。但对他的了解一直也停留于当时那
短短的两个章节，一直无缘对心学继续进一步的学习。这次
有缘拿到了度阴山所著的《知行合一王阳明2》，认真通读了
一遍，才真正的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这个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
家的心路历程。

开篇第一章就通俗的解释了阳明学说的核心四句教：“无善
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
是格物。”使我这个门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学的思想
核心，体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义。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
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二个先决条件。一是确立正确
的目标，二是找到正确的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先确立
了正确的人生目标，才能实现人生真正的价值。王阳明从小
就没有立志走科举仕途的目标，而是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
这在当时引起了老师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过不断的实
践加学习，终成一代圣贤。他从格物致知引伸到认识本体，
认识客观的“天理”，再把它转换为律己的修养目标,直接追
求一种人生意境。这种意境使人能够“心有所主”，王阳明
就是一个能坚持自己的观念，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人。他
能在人生实践中对各种境遇、事物都运用自如，应对
合“理”。这一切都因为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

实际上王阳明的哲学命题,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
“致良知”,其核心所讲的,就是心之“体用”,即“良知”的
境界与“致良知”修养的圆融契合。其中，确立正确的目标
看起来似乎相对容易，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
做”,这样,圣人才为“人人可到”,使人人“自有担当”。因
此,在为学方法及学说体系上,与朱熹不同,他不
是“格”、“致”求知,识认客观的“天理”,再把它转换为
律己的修养目标,而是直接追求一种人生意境。这种意境使人
能够“心有所主”,并在人生实践中对各种境遇、事物,都能
运用自如,应对合“理”。实际上王阳明的哲学命题,从“心
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讲的,就
是心之“体用”,即“良知”的境界与“致良知”修养的圆融



契合。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由其开创的阳明心学无论是在在
哲学还是道德伦理体系的历史进程之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地
位。朱熹理学之后三百余年，真正能与其学说相抗衡者，也
正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可以看做是一种建立在陆九渊心学
的基础上，同时批判朱子理学，具有他们那个时代内容和精
神的新型的一种道德哲学体系。这种新型的道德哲学将良知
之心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简化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情之间
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心即理’为前提，以‘致良知’
为目标，通过‘知行合一’动机论来解决传统儒家道德理性
与道德实践互相脱节的问题，其学说的现实意旨在于实
现‘破心中贼’的道德净化目的与政治教化目标。那么，在
阳明的心学之中我们就必须把握三个重要的概念，即：心即
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这里的心指的并不是物质性的心，而
是一种精神上的’灵明‘,具体表现为人的认知能力、道德精
神和道德本性。也就是说阳明心学中的’心‘至少有三个层
面的含义：第一是感觉与认知之心；第二是人与物都共同具
有的一种怜悯之情；第三是人本然具有的道德良知，是一种
判断是非的道德理性。这里引用一段话来更简单的了解王阳
明的心外无物。

这里王阳明所说的心既是一种我们感知外物的能力，也是我
们与万物共有的怜悯之情，当我们去感知这朵花的时候这朵
花才对我们而言具有了意义，由此也可见王阳明强调了人对
于外物对于社会的一种价值，与西方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
万物的尺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良知是指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
情感，也是至善本体在是非知觉上的当即呈现，也是天地万
物的本源，具有价值上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联系上面所提到
的心即理中’心‘的三个方面的含义，这里的良知也可以看



成是第三层道德理性的体现。致良知即指使良知致极致，也
指依良知而行，这就与知行合一联系起来了。良知为知，致
则有力行之义，致良知这一理论形式把心与理、知与行、道
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合为一，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目标，本心是可以无善恶之分并且
可以分辨善恶的，但具体的人会因为欲念而使本心染恶，那
么久需要我们就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法去达到，去尽可能的
还原我们的良知之心。

引王阳明的两句话来认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方法论：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基于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良知之心就是
我们要追求和还原的本心，那么我们就只能向内去求得我们
的良知之心，这种向内求良知的目的只能通过与向外的行来
达到，知行合一是达到致良知的方法。在这里，王阳明知行
合一的道德实践的观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在实际
生活中，许多人对于伦理道德是只知而’终身不行‘,只不过
是讲之以口耳，并不身体力行。而道德信条如果不能身体力
行，则毫无意义。所以，阳明以’知行合一‘的命题，强调
了道德信条的实践性品格。王阳明主张在道德实践之中，我
们要且知且行，知行合一，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的阶段。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用这四句话归纳总结王阳明的心学：’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即使理，我们无需求理与外，心外无
物心外无理，人的本心无善恶之分，但受欲念的纷扰染恶，
所以我们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去还原我们的良知之心。

王阳明的心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时常回想哲人的思想，自
己去不断地反思和思考，我们总会有更多的收获，从哲人的
智慧之中悟出新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