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十大关系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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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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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篇一

桐姓名：邓

学号：101301402003

班级：法律系法本10级（2）班关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以前只是听老师说，都没有细细的品读过，但最近受《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课程的影响就到
图书馆借了此书大约的阅读它的主要内容，并写下自己的真
实的想法。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7、党和非党的关系；

8、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9、是非关系；

10、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
为

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
经济发展战略；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
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
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
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
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
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
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
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
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
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
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
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
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
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
思想就愈来愈明显。《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



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
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
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
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
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
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
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
《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
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
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
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
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
作用。

《论十大关系》一文还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重要思
想。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当时国情既是缺点同时也是优点，
我们的革命比别人落后，我们国家的发展自然也是比别人落
后，我们一为“穷”，二为“白”，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
不发达，新中国的起步很低，也正因如此，“我们是一张白
纸，正好写字。”要发展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好好
走好每一步，打好基础，从这篇文章的具体阐述中，毛泽东
同志对这十大关系的认识、理解以及解决措施等观点很鲜明，
就是要辨证地去处理，全面统筹，与时俱进，处理各种关系
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强盛，方式须辩证，调整的结构和效果
要均衡。并且毛泽东同志很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向外国学习
的时候坚持原则，好的东西要学，不好的东西要坚决摒弃，
不能一手抓来就用，更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

我们在大学已经走了近乎一半的路，虽然我们现在会遇到很



多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好的明天！此书具有颇多的精
华，希望大家可以借来一读！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篇二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
文主要从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
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
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
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
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
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
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
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
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
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
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
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
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
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
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
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
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
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
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
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



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
平均主义。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篇三

感要多读要少，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
“亮明观点”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
如果在第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
或个人经历，就不必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在“读”与“感”的关系中，“读”是“感”的前提，基
础;“感”是“读”的延伸或者说结果。必须先“读”而
后“感”，不“读”则无“感”。因此，要写读后感首先要
读懂原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原文的中
心思想和关键语句的含义，深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中
表达的思想感情。

会有许多感想和体会；对同样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不同的人
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受到不同
的启迪。以大家熟知的“滥竽充数”成语故事为例，从讽刺
南郭先生的角度去思考，可以领悟到没有真本领蒙混过日子
的人早晚要“露馅”，认识到掌握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若是
考虑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去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领导
者要有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不能搞华而不实，否则会给混
水摸鱼的人留下空子可钻;再要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思考，就
可进一步认识到齐宣王的“大锅饭”缺少必要的考评机制。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篇四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同时，我研读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
系》，读完之后深有感触。同时对于毛主席这部著作中涉及
我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的论述对党和国家以后各方
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可谓影响深远，值得后人敬仰。



要了解《论十大关系》的影响和意义，就先要了解《论十大
关系》产生的时代背影和中国当时处于什么状况之下。世
纪50年代中期，20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进
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
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
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选择了苏联模式，这也是难
以避免的，但是，苏联模式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端，并且这一
模式也未必适合中国。所以，1955年2月，毛泽东用一个半月
的时间，找了34个中央部委同志谈话，对我国经济建设情况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在集
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
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
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
述。《论十大关系》正式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
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当时
《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指
导思想，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寻找一条
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
一方面是从研究和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
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1）重工业和轻工
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
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
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
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就是十大
关系的主要内容，而十大关系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
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可谓是涉及全面，
见解到位。所以在当时中国那样的背景下，《论十大关系》
的提出，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n的发展，为以后中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做了铺垫。《论十大关系》中



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
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
张，实际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
议中去了。所以，把这个报告，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毛泽
东稍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
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符合实际的。50年的实践表明，毛泽
东当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富
有生命力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个战略思想既
包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又反映了我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n因此，结合新阶段的新任务重温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论十大关系》的研读，我
对党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了更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也希望自
己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力。nn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
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
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
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
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
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
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
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
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
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
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
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



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
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n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篇五

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以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
各种积极因素，第二、三条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这里涉及的实际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工业
化道路的问题。苏联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走的是片面强调重
工业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重工业和农业，导致
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决不可
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
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
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其闪光点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进行了初步探索，初步提出了改革旧的过于集申统一的经济
体制思想。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强调必须
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
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在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一全



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
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提出：目前要注
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
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注意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