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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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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逃避自由学生读后感篇一

《逃避自由》这本书是费罗姆的著作之一，起初看书的名字
的时候，我感到很疑惑，对自由的渴望想必是人人都有的，
从古至今人们为争取自己自由的权力付出了诸多努力，为什
么要“逃避自由”呢？看了此书以后，我发现原来自由与孤
独之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一些关联的。

书中有句话是这样的“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
也使他孤立，并让他感到焦虑与无能无力”，对于这句话，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难免
会被束缚，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规律来进行社会活动，但是当
给予我们极度的自由的时候，人本身所具有的依赖感臣服感
便会有所减弱，虽然独立是好的，但是难免会因为无法与社
会相容而感到一种“孤独”与“不安全感”。

所以，人所具有的依赖感是我们有时候逃避自由的原因，也
许我们在认为自己没有自由的时候，加倍的渴望自由，但是
书中则提出自由会不会成为沉重的`负担，使人无法承受，因
为人还有一种天生的臣服愿望。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子女对于
父母要求的自由，正如书中也有提到胎儿与母亲之间的联结
与割裂。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独立的过程，在年幼
时我们有父母的庇佑，那时候自由这个概念尚未在意识中出
现，而在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开始逐渐形成的时候，我们又
不断的想要脱离开父母，想要过一种自己所谓的自由，而在



完全脱离开父母的时候，我们又渴望他们的管束，希望听见
他们的叮嘱，甚至希望他们对我们再次进行管教，因为我们
心中对此有中天然的臣服与依赖。

我们害怕自由以后的孤独感，所以不断的想要与周遭链接在
一起，有时候自由与孤独原来是可以很贴近的。“个体化进
程日益加剧的一方面为自我力量的增长，而它的另一方面则
就是孤独日益加深”，自我力量的增长就我的理解看来，是
对自由的争取和渐变独立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孤独日
益加深则是不可避免的。人在宏观看来虽然与这个社会有所
联结，但在微观看来，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自由与孤独也
都需要自己去一一品尝，争取一种自己所谓的自由的同时也
意味着在品尝一种孤独。

在未读此书前，从没有把自由与孤独做一个联系，甚至觉得
自由是极度美好的，但是从此书中我看到，原来自由与孤独
是贴近的，逃避自由的人实质上就是在逃避孤独，因为作为
一个社会中的人，都会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感和臣服感。

逃避自由学生读后感篇二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从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和人性
结构三者相互影响的总体探讨了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以及现
代人因极度自由而产生的无能为力感而逃避自由的方式。

他指出人类从自然，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在获得自我意识、
个人化、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又陷入了一种“日益的孤独”，
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这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
使得人们逃避自由(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我不会从社会历史的
角度对自由方面作出相关分析，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而仅
以对看完本书后的所思所想作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什么是自由?随着时代的越是发展，它的概念越是让人感到模
棱两可，它表面上是行为与意识自己做主不受约束与控制的



状态，而实质却如弗洛姆所说的：“人的意志，良心，理性
征服了人的自然倾向，建立起其个人对自然的部分统治，这
似乎成了自由的本质。”我丝毫不会怀疑这句话的准确性与
合理性，因为在现代自由确实受到了外在的或是更多来自内
在权威的束缚，这种权威来自伦理道德，法律以及自己的'良
心等等，而尤其重要的是来自个人本身的无能为力感与孤独
感。

他谈到，自由的帷幕拉开欧洲黑暗时代的中世纪，那时人没
有竞争，不感到孤独和孤立，有安全感和相属之感，却唯独
没有自由，人们却为此抗争，文艺复兴和中世纪宗教改革接
踵而来，其结果可想而知。表面上，人们的抗争胜利了，但
是他们胜利的果实变成了牢笼再次把他们束缚了，而这次的
束缚比以前也更加牢固。其原因在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
与发展使个人无法正常适应而与发展，个人面对冷酷无情的
经济竞争变得力不从心。因此，一个个无能为力的个人产生
了并把他们束缚在了无能为力感与孤独感的状态。有人会问，
自由为何会产生在欧洲，我想我前面已经提到是资本的主义
的发展开拓了自由的道路，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源于资本的
积累，资本的积累在欧洲始于掠夺。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通向自由的道路被开拓成了一条康庄
大道，到了现代，自由似乎发展到了巅峰。在这极度自由的
空间与时间里，人们时刻注意并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个性，更
积极进取，更有责任心，更加享受自由这肥硕的果实，然而，
大部分人对这份果实是无福消受的，我所说的的大部分人所
指向的是逃避自由的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越来越
冷漠人际关系无法正常适应，他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变得跟
大部分人毫无差别，乃致用放大镜也无法找出他与他们的不
同点，甚至，他被同化并消失在了人群里。接下来我将引入
弗洛姆所提到的“逃避自由”心理机制，即逃避自由和自我
实现。



逃避自由学生读后感篇三

在宇宙中，人生而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独感，许多个体宁
愿放弃宝贵的自由，而组成或大或小的团体。此谓：逃避自
由。

在叔本华眼中，脱离人群的天才，是具有强大的心力的。

有时候，身处一个群体久了，难免放弃一些自身的价值
观——有的时候是时间打磨了性格的棱角，有时这纯粹是为
了适应集体化的生活。好比一个新兵，总是要受到欺负；而
等到新兵熬成老兵，也觉得理所应当去欺负后来的新兵。

群体化的力量，有的时候很可怕。群体，有时是酝酿“平庸
之恶”的场所；群体，有的时候是没有逻辑的。

为了一份安全感，多少人逃避自由，选择群体，而最终却走
向了安全感的异化。群体的反面是个体，作为群体的一员，
很容易将自己的情绪与少数的个体对立起来。如此，很多时
候，群体依托着安全感的基石，为外界带去了不稳定因素，
给少数派造成了不安全的感受，从而使得群体自身走向了安
全感与自由的反面。此谓“安全感的异化”。

在逃避自由的同时，进入群体，意味着接受某种标签。接受
标签，意味着接受分类，意味着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
的“规训”。

在波普文化语境下，工业大生产带来了千人一面的社会化平
庸。接受规训，从某种程度上，是个体走向波普文化的一种
退让。

个人让渡出了自身的某些自由权利，换取一份安全感。某种
意义上，这很类似于个人将自由权让渡给国家。只是前者的
让渡，更加充斥着一种表面上的“民主”——因为接受个人



权利让渡的，是集体，而作为集体一部分的个体，是拥有部
分个人权利分摊的。更何况，群体下的个体，也会接受他人
的.那份权利让渡的平均数。看似民主公平。但是这样的权利
大杂烩，带来的势必是个体意识的泯灭。看似拥有很大自主
权利与掌控权的个体，实则是集体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如是，汉娜·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之恶”，便成为了可能。

这，就是逃避自由的风险。集体行动的逻辑，从来是暗流汹
涌的。

逃避自由学生读后感篇四

弗洛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
的代表作《逃避自由》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
的异化理论相结合,深入剖析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生存的
尴尬境状,揭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
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的生
存的内在矛盾性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
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发展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基础的自由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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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学生读后感篇五

一个人，是永远逃避不了心里的内疚的。放下书本，我轻轻
地叹了口气。心想：林林怎么一点也没有集体荣誉感！这种
人可真虚伪！我渐渐对林林有了不好的看法。啊！我想到
了——我也逃避过！惭愧，内疚，后悔，伤心……各种各样



的滋味全部涌上心头，原来，我竟然也是喜欢找借口逃避的
人！事情是这样的.：

过年时，因为家里要来许多客人，所以大年夜的时候，我们
就开始了辛苦的劳动。我负责的是扫地。我一听，急了，因
为家里面积很大，唉，要扫到猴年马月才能扫完呀！于是，
我就动起歪脑筋来——装病。我躺在床上喊肚子疼，信以为
真的爸爸妈妈马上叫我停止了劳动，继续休息。我裹着柔和
的被子，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哈！我不用劳动啦！
我躺在床上，注视着忙碌的爸爸妈妈，看着他们的汗水汇成
了小溪。突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好自私，找了一
个逃避劳动的理由，获得休息。更严重的是，我虽然心怀愧
疚，但是竟还是躺倒了吃晚饭！

想到这里，我的心已经压了一块大石头，愈发痛恨自己，责
问自己为什么要逃避。的确，家庭大扫除我是逃避掉了，但
是，心里的内疚永远也逃避不掉！我决定，我一定要鼓起勇
气，去和爸爸妈妈说声“对不起”。

逃避，是一种害怕的表现，逃避，是一种胆小的表现，逃避，
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我相信，逃避只能让人更痛苦，
所以，以后，我也不会再逃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