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解读读后感(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解读读后感篇一

社会影响的力量是伟大的正如中古时代的人们对心理学的认
识不会达到现在的高度的。

弗洛伊德是伟大的，其伟大不在尼采和爱因斯坦之下，梦是
被压抑的释放，甚至在睡眠状态下，意识并没有放弃对本能
的监督，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一次我梦到一个人向我挑
衅，我忍了好久好久，好象过了一万年，在确信在做梦后
（梦中我咬了自己的手指，结果没有痛，大喜）就亲自拿了
一块砖头，然后他的头就开了。

在梦中我是多么的希望能确认自己是在做梦啊，那样就可以
做许多事而不用担心那么多的良于不良的后果。而有些后果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挽回的，有的甚至是本能的发泄，就象弗
洛伊德说的人都有生的本能还有带有侵略性质的求杀死的本
能。即使在梦里也没有完全放松对“本我”的监督。

弗洛伊德认为人注定要成为本能的牺牲品。

明白了很多道理，心理舒畅了很多。

我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啊，为什么我们要形成一个约束我们
本能的社会。这也许是上天给我们开的玩笑罢了。

通观全书，弗洛伊德的理论论证可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
一、对儿童的梦的研究；二、探讨梦的检查作用；三、探讨



梦的象征作用；四、分析梦的运作；五、举例分析几个真实
梦境；六、梦的作用在于满足愿望。弗洛伊德从没有伪装或
伪装较少的儿童的梦开始讲起直到“面目全非”的成人梦境，
其解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揭开梦的伪装。

和弗洛伊德一贯的观点保持一致，我们不难在他对梦的解析
中看到他的“冰山理论”和“本能理论”。他认为梦的唯一
作用便是满足人的意识层面上的以及或者说更多的是满足人
的潜意识中的愿望。而这些愿望（许多出于本能，即可看为
本我的体现）由于不被人的理性（超我）所接受，所以要由
人的自身（防御机制、自我）进行调节，经过一系列粉饰，
转化成不易被察觉的形式通过梦境释放出来。正由于这些粉
饰，将梦伪装，从而造成了解读的困难。因此，在进行梦的
解析时，首要任务就是破除伪装，探索人的那些淹没在“深
海”处的愿望。

为了破除梦的伪装，弗洛伊德从梦的检查入手，先是谈到几
个较为普遍的象征形象，进而谈到梦的运作，说明梦进行伪
装的四种方法，即凝缩作用、转移作用、将思想转化为视觉
和二度润饰。完全破除伪装后，梦的真实意义便浮出水面，
即可达到解梦的意图。在精神分析治疗时，通过解梦亦可更
好地更深入地了解病患，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

《梦的解析》一出，在当时是不被人们接受的，其主要原因
在于其中理论多为弗洛伊德自己在治疗一些精神病人时通过
感性经验进行的总结，没有理论数据的支持。另一方面，当
时的心理学家对于弗洛伊德将个别精神病人的案例所得的结
论普遍套用在正常人身上的做法表示不能接受。所以，这本
书刚出版时受到了很大的冷落和责难。虽然今天，人们发现
这本书有着它伟大的价值，而且弗洛伊德伟大心理学家的地
位逐渐被认可，但是，我们对于他的观点并不能全盘接受。
《梦的解析》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缺憾。

首先，《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感性总结，没有经过



任何科学的论证，虽然其中的解释不乏合理可信之处，但对
于讲求有科学依据地研究心理学现象的现实情况不符。另外
的一点，上文也有提过。弗洛伊德本人是一位精神病学家，
他对于人类的精神病有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将精神病人身
上的特性推广到普通人身上，就让大多数人无法接受了。在
《梦的解析》中，这一点也有体现。

通观全书，弗洛伊德的理论论证可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
一、对儿童的梦的研究；二、探讨梦的检查作用；三、探讨
梦的象征作用；四、分析梦的运作；五、举例分析几个真实
梦境；六、梦的作用在于满足愿望。弗洛伊德从没有伪装或
伪装较少的儿童的梦开始讲起直到“面目全非”的成人梦境，
其解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揭开梦的伪装。

和弗洛伊德一贯的观点保持一致，我们不难在他对梦的解析
中看到他的“冰山理论”和“本能理论”。他认为梦的唯一
作用便是满足人的意识层面上的以及或者说更多的是满足人
的潜意识中的愿望。而这些愿望（许多出于本能，即可看为
本我的体现）由于不被人的理性（超我）所接受，所以要由
人的自身（防御机制、自我）进行调节，经过一系列粉饰，
转化成不易被察觉的形式通过梦境释放出来。正由于这些粉
饰，将梦伪装，从而造成了解读的困难。因此，在进行梦的
解析时，首要任务就是破除伪装，探索人的那些淹没在“深
海”处的愿望。

为了破除梦的伪装，弗洛伊德从梦的检查入手，先是谈到几
个较为普遍的象征形象，进而谈到梦的运作，说明梦进行伪
装的四种方法，即凝缩作用、转移作用、将思想转化为视觉
和二度润饰。完全破除伪装后，梦的真实意义便浮出水面，
即可达到解梦的意图。在精神分析治疗时，通过解梦亦可更
好地更深入地了解病患，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

《梦的解析》一出，在当时是不被人们接受的，其主要原因
在于其中理论多为弗洛伊德自己在治疗一些精神病人时通过



感性经验进行的总结，没有理论数据的支持。另一方面，当
时的心理学家对于弗洛伊德将个别精神病人的案例所得的结
论普遍套用在正常人身上的做法表示不能接受。所以，这本
书刚出版时受到了很大的冷落和责难。虽然今天，人们发现
这本书有着它伟大的价值，而且弗洛伊德伟大心理学家的地
位逐渐被认可，但是，我们对于他的观点并不能全盘接受。
《梦的解析》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缺憾。

首先，《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感性总结，没有经过
任何科学的论证，虽然其中的解释不乏合理可信之处，但对
于讲求有科学依据地研究心理学现象的现实情况不符。另外
的一点，上文也有提过。弗洛伊德本人是一位精神病学家，
他对于人类的精神病有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将精神病人身
上的特性推广到普通人身上，就让大多数人无法接受了。在
《梦的解析》中，这一点也有体现。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们心目中最大的禁忌就是“性”，
而“性”又是人的本能，对于“性”的这个禁区，人们既想
闯入，又迫于道德限制，所以只有在梦中释放自己的愿望，
使自身得到满足。基于这样的理论，弗洛伊德在其对梦的解
释中，除了个别十分明显的是对普通欲望的满足（如饥渴、
排泄等）的梦外，大多数梦在他的眼里都与对性的渴望脱不
了干系。这样的说法不但难于被人接受而且过于绝对，并不
能涵盖所有梦的意义。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梦的作用就在于满足人的愿望，可以保
护睡眠。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事实上，在我们的梦里，除
了满足愿望的梦之外，也不乏一些焦虑的梦，有些梦甚至会
影响到人的睡眠，例如单纯地受到白天未解决的事务影响而
做的梦。虽然，弗洛伊德认为人民们的惊醒并非是梦导致的，
而是由防御机制造成的，但他仍没有对于噩梦本身的产生给
出合理的解释。

在弗洛伊德看来，纵使梦本身的含义并不单一，他也不能给



出过于多的解释，因为这对于一个理论的诞生是不利的。对
于精神分析学这个理论学问来说，弗洛伊德不能兼顾梦的含
义的所有可能性，但在对于精神分析治疗时，我们不应该以
偏概全，忽视掉其他的可能性。

最后，弗洛伊德提出进行梦的解剖分析时必须对病人的生活
背景有深入的了解才行。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应该肯定的。
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应妄自对他人的梦加以揣析。要想
正确地解梦，我们就必须对做梦者有一个长期的纵向了解，
因而解析梦这个过程，也是十分费时费力的。

虽然《梦的解析》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我们
仍要承认这本书在心理学界中里程碑般的地位。它从一个其
他人从没探索过的领域对人们的心理、梦境进行了分析，并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
要了解西方的心理学发展，我们就不能不研究弗洛伊德，要
了解弗洛伊德，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这本《梦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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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读后感篇二

虽说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梦的解析》的读后感，但只是
将该书的大致内容加以概括，并进行议论，并没有更深一步
的思考。所以我想借这篇读后感，单独的谈谈书中弗洛伊德
所提到的关于人格结构的观点。

《三字经》中说道：“人之初，性本善。”而据我的理解，
弗洛伊德的观点恰恰与其相反。他认为人在幼年时期的思想、
本性是邪恶的。而我比较赞同后者的观点。

首先，需要了解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人格结构。人格结构是由
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
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
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
避免痛苦。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
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从本我那儿得到满足，并且手段
必须合理合法，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超
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内
化道德规范等形成的，其机能主要是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
的行为，它追求完美，所以它是非现实的，超我要求自我按
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这三个部分必须
始终是和谐的。

人在刚出生时，超我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婴儿没有受过
任何教育，所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自我也没多大用处。所谓
山上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本我便是如此占据了大部分位子。
婴儿在渴、饿、不舒服时会嚎啕大哭，这便是本我的表现。
那为什么说婴儿的本性是邪恶的呢?因为婴儿“想要什么就要
什么的”思想是不被社会所认可和接纳的，这种思想与强盗
无异，只不过婴儿没有成人的行动能力罢了。

当人逐渐成长后，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无形



的束缚在被超我吸收后，超我渐渐强大起来。此时，自我便
成了“和事佬”，为了满足本我的基本需求，又要遵守道德
规范，自我就需要在两者间进行调节，所以人成年之后本性
是否善良取决于超我是否强大。简而言之，本性是靠教育得
来的。

中国为何要普及九年制教育，我想其一大原因就是人类是需
要不断地接受教育的，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地发展下
去。

解读读后感篇三

梦，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充满着浪漫和神秘的代表，它也许在
历史长河中并没有扮演过特别重要的角色，但它却在不断地
散发它独特的光芒，使人们一直都热衷去了解、探索它。对
于梦，我们总是充满着好奇，希望能够真正地、全面地去了
解其中的奥妙，并使之为现代社会所用。本来的我总是认为
梦是不可知的，也是无法给出一个正确无误的解释的，甚至
认为梦是神对自己的一个暗示或者启示，但在我拜读了弗洛
伊德所写的《梦的解析》后，我对于梦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给梦做出了这么一个诠释：梦是
一种受抑制的愿望经过改装的达成。也就是说，梦成为了一
种人们进行自我安慰的调节机制，并被植入了人类的大脑，
再经过各式各样的“伪装”，悄悄地调节着人类的心理状态，
使人们不至于崩溃。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作用在于满足人们意识中或潜意识中的各
种愿望，而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愿望中，大部分是不为人的理
性或者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所以要由人的自身对此进行调节，
经过一系列的粉饰，将这些愿望转化为不易被察觉的形式，
并通过各种复杂的梦境将其释放出来，而我们的梦正是由于
有了这一系列的粉饰，不仅成功伪装了我们的各种潜意识，
而且造成了解读它的困难。因此，在进行梦的解析时，首要



的任务便是破除梦的伪装，探索人的各种各样的潜意识。

为了揭开梦的各种伪装，弗洛伊德从对梦进行检查着手，他
首先谈到了几个比较常见的意象，然后谈到梦是如何运作的，
也就是如何伪装自己的，同时也对四种梦进行自我伪装的方
法进行了介绍，即凝缩作用、转移作用、将思想转化为视觉
和二度润饰。当把梦的重重伪装揭开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梦
的真实意义，从而达到解梦的目的。

《梦的解析》在当时并不是一本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书，其主
要原因在于书中的结论大多是弗洛伊德自己在对精神病患者
进行治疗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并没有数据的支持，同时人
们对于弗洛伊德将个别精神病患者的病例所得出的结论普遍
化，并套用在所有人身上的做法表示怀疑。虽然到了今天，
人们发现了《梦的解析》有着它不容忽视的价值，而且弗洛
伊德的地位也逐渐地被认可。

我承认这本书在人类心理学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梦境是
一个伴随我们长大，但我们却对它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而借
由弗洛伊德提出的种种观点，我们才更加地了解梦境，也更
加地了解自己，弗洛伊德确确实实地为心理学、病理学等各
个学科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解读读后感篇四

为了给这本书做书评，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多看一些书，于是
我先后看完了《性学三论》《梦的解析》，以及佛罗伊德用
梦的解析，性学三论，歇斯底里症研究三部作品的理论用于
分析一个真实案例的过程描述《少女杜拉的故事》。之后读
了佛罗伊德后期进军哲学领域的三部著作《超越快乐原则》
《集体心理学研究》《自我本我论》。

之后以上作品会轮流给出书评。



《梦的解析》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作品，但我相信看完的人不
多，名气大是因为周公解梦似的名字又带上科学的色彩，给
人一种科学解玄学问题的感觉，让人不禁好奇起来。

但实际上，读起来是非常吃力的。

不得不承认，佛罗伊德真的很不会写书。写的真的是一本比
一本难看，不过我仍然用好奇心坚持下来了。他的书，首先
感觉论证意识流太多，没有清晰的论证思路，想到哪写哪，
章节标题和内容不能完全对应上，虽然这在梦的解析里还好。

但是作者阐述的观点还是很让人信服。《梦的解析》通篇重
点在于一个观点，梦是欲望的表达。至于其他章节凝缩作用，
移置作用，梦的伪装性等都是在服务欲望原则。比如很多梦
到灾难，噩耗等梦境仍然是通过这些作用来表达隐形的欲望。
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妇女梦见侄子死了，妇女会反驳佛罗
伊德，她不可能有这种欲望。然而佛罗伊德通过询问，唤醒
妇女的记忆让妇女发现她爱上了一个只在葬礼上见过的男人，
因此发现梦见侄子的死亡只是心中见到爱人的表达。诸如此
类的例子，在《少女杜拉的故事》里还有更多。

然而我并不能给出太多自身的梦例支持佛罗伊德的观点。因
为碎片太多不完整，而且很多都没法确定是哪些欲望。

至于战后创伤症，和反复梦见一些可怕的梦，有很多是负罪
感的表达欲望，反应在《性学三论》中提及的施虐、受虐倾
向。这些幼儿时期形成的倾向在《超越快乐原则》和《自我
本我论》中又以超我的哲学思想重新定义。

总而言之对于梦境来说，佛罗伊德自己建立了一套可以自圆
其说的理论体系，并且有很多证据支持，虽然有的梦例看起
来有些牵强。

在文中，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看似不能理解的案例，但毕竟佛



罗伊德是精神病医生，面对的都是具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和
常人不同，因此不能以常人目光去审视并批判。这一点在
《性学三论》中尤其明显。

除此之外，书中还介绍，梦例中的梦念多数为前一天而非当
天，以及幼时的记忆构成。对于前一天的说法，我没有认真
从自己的梦例中分析，但以后会尝试。不过可以理解，因为
睡觉也是一个强化当天记忆的过程，前一天的记忆已经强化
会比较深刻。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一段练了很久的
谱子，怎么都弹不下来，睡一觉起来忽然就很顺利的弹完了，
因此肌肉记忆，和潜意识（也就是本我）可以在睡觉中加强。

现在的我对梦境的认知应该是这样的活动：大脑在睡眠阶段，
人脑神经网络的节点之间会出现的一些随机性激活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随机会制造出荒诞，而节点之间的关联联想又带
有一些逻辑。一些日常中的意识（也就是自我）无法回忆起
来的东西可以在这些随机的过程中被重新联想起来。（这些
潜意识就好比内存中的数据还在，但指针已经丢了，但是如
果你随机的去寻找这些内存，还是能看出来一些蛛丝马迹）。
而佛罗伊德的理论则是这种随机的联想过程总结出来的表现
规律。至于欲望的表达，可能真的就是这些神经元活跃联想
的潜意识分布（所谓潜意识就是你的一个神经元和另外一个
神经元路径很近很活跃，但由于超我和自我的存在你刻意的
绕过这个路径，比如你可能有些由于潜意识的特殊癖好，但
超我中的道德让你不愿意承认，在睡眠中失去超我的督察作
用，潜意识的短路径易激活的特点都淋漓尽至的体现了出来，
于是你会梦见一些你以前没想到过的欲望，这个可以参考佛
罗伊德的一个梦例，关于他如何在梦中让自己在一次失败的
医疗诊断推卸责任，这是一个他潜意识的欲望，他日常中不
想推卸责任，但梦中的他却暴露了自己脑中神经元的分布）

四星，一星扣在写作水平。



解读读后感篇五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中一部十分重要
的着作，其中叙述了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看法以及在进行精神
分析的心理辅导时解梦的方法。

通观全书，弗洛伊德的理论论证可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
一、对儿童的梦的研究；二、探讨梦的.检查作用；三、探讨
梦的象征作用；四、分析梦的运作；五、举例分析几个真实
梦境；六、梦的作用在于满足愿望。弗洛伊德从没有伪装或
伪装较少的儿童的梦开始讲起直到“面目全非”的成人梦境，
其解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揭开梦的伪装。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唯一作用便是满足人的意识层面上的以及
或者说更多的是满足人的潜意识中的愿望。而这些愿望（许
多出于本能，即可看为本我的体现）由于不被人的理性（超
我）所接受，所以要由人的自身（防御机制、自我）进行调
节，经过一系列粉饰，转化成不易被察觉的形式通过梦境释
放出来。正由于这些粉饰，将梦伪装，从而造成了解读的困
难。因此，在进行梦的解析时，首要任务就是破除伪装，探
索人的那些淹没在“深海”处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