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自由读后感(优秀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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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自由读后感篇一

读完这本书，我更多的不是激动与欣喜，而是认同再认同。
该书所有的文字都围绕本书的核心，即密尔在书中所说
的“本文的目的”，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
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
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
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
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
是自我防卫或防卫队他人的危害。（这段话不是我复制的，
而是一字一字的打出来的）。

我认为该书的核心与我本人之前的一个观点极其相似，即一
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时不可以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读
完这本书，我并不是感到受很大的启发，而是百分百的认同。

其实，谈到自由就要谈到集体（所谓的集体）。一些集体的
存在并没有很好的为集体里的个人带来福祉与利益，跟多的
是为了这个集体中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力，里面的大多数人
是“被”加入的，他们的自由和福祉收到了“名正言顺”的
侵犯。我不太喜欢集体里的“多数的暴虐”，即密尔所说的，
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货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
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
当中的少数人在数量上并不是少数，而他们的愿望与声音就
这样被“少数服从多数了”。而服从的结果并不一定给集体
带来很多好处。时间久了，可能就会产生“奴性服从”。这



都是自由的悲哀！

其实，很多时候，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那个意见可
却可能是真确的。有时候，一项任务没有被授予一个人而是
另一个人，前一个人却可能是最合适的。比起“占着茅坑不
拉屎”，我更讨厌资源被错误配置。

其实，小政府往往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当然最好是世
界各国都是小政府时最好，大政府的国家往往会侵犯小政府
的国家。而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利，会有很大的祸患，不
仅对内部，而且也会对外部产生祸患。

其实，进步与自由是有很大正相关性的。密尔说进步的唯一
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
会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当然我不赞同其“唯一”的字眼，
但这个观点仍然可以很好的解释我们国家在创新上出现问题
的原因。

自由的含义有宽容。的确，如果没有宽容或宽容度不够，那
么自由也会受到压制，我们有时会对那些与自己本身、自己
民族、自己家乡乃至自己国家不相符的行为举止或做事方式
等表现出异样的眼光甚至憎恶等等，这其实是对自由的冒犯。

最后，我想说，去走自己的路吧，但也不妨碍他人走其自己
的路！

论自由读后感篇二

暑假里，我看了《自由人》这本书，不禁感慨万千。

故事讲述了非洲王子阿曼即将成为阿曼斯村的酋长时，突然
遭到奴隶贩子的袭击，被卖到了美国。他先被卖到一户人家
做下奴隶，十五年后又转卖给一个皮匠。这是一段漫长而艰
辛、屈辱的岁月。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一直



努力获得自由。

在他的顽强努力下，他遇到了一些好运气。在皮匠家里，他
学到了最好的手艺，为他的自由赢利了条件。他把所有的钱
用来赎回自由。他老了，但他终于成了自由人！这一刻，让
人为他感到高兴，为自由的`含义感到震憾。

读了这个故事，我觉得阿曼真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善于掌
握自己命运的人。无论生活多么残酷、命运多么不公平，他
总是那么积极、乐观。

而我自己呢？哪怕只是一次考试分不高，或者一件很小的不
顺心的事，我都会倍感挫折，拿爸爸当“出气筒”，比较之
下，真令人惭愧。

论自由读后感篇三

十一假期回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圈养在一起的鸡鸭，
门没关严实，鸭子兴致勃勃地鱼贯而出，而鸡则对此毫不在
意。

鸡的表现，我并不感新奇，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关久的鸡，
你打开篱笆门，它们会有好一阵子都不敢往外踱步。而鸭子
身上，似乎有一种用不完的激情在，不停地伸缩弯曲而修长
的脖子，一前一后，“嘎嘎嘎”叫个不停，貌似总要探索新
的地盘，那篱笆外的世界。

回家也把一本叫《论自由》的小册子看完了，作者是英国19
世纪的哲学家约翰·穆勒。在阅读的过程中，想到一句《马
哲》教科书中的话：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论自由是向真
理接近的方法论。

人类对自身有多不满，就意味着人类所掌握的真理有多残缺。
同时，人类没有出现比现实更糟糕的情况，意味着人类某种



程度上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或快或慢，有时甚至曲曲折
折。

真理可能是碎片化存在，而人类则通过海量的探索，将这些
碎片拼在一起，并通过传播、共享。这就有了主流与边缘
（异端）的分界，自由意味着让主流之外的边缘（异端）存
在。这可以算作是一种宽容，但其实际上是对真理的维护。
穆勒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

异端可能是一种谬误，可能是一种邪说，也可能是尚未被人
们感知的真理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它要么刺激着现有的主
流真理使其尽量不被教条化、概念化，它要么将在未来补充
现有主流真理身上藏有的缺陷。

人类对自身的前途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很多时候又似乎
一无所知。如果70亿的人类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器，真理
就会收缩；如果这是70亿充满个性、首创精神的鲜活的人，
真理才会扩张。人类才有可能迈向终极目的地，如果有的话。

思想上的自由，放到生活中，就是一种彰显个性的态度与行
动，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它的原则是，如果不伤害到他人，
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伤害到了别人，就需要遭受处罚，为自
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那些看似囚禁人们自由
的监狱，如果被正当使用，实际上也是维护自由的设施。

这就引出了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问题。给我印象最深
的一点是，教育。如果一种教育体系，它的存在是为了统治
官僚机制输送人才，它就是一种反自由的，其结果是，最聪
明的人被聚集在一起去控制其余人的自由。

比如科举制度，哪怕我承认它是一种公平的制度而且它很大
程度上实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它的结果必然造成
官僚体系之外的，其余国民在自由领域探索活动的萎缩，如
此，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个性，不会再有首创精神，真理因此



教条化，社会停滞。如果没有英国的坚船利炮，今天的中国
或许与过去两千年的中国没什么差别，当然好与不好，大家
自己会有想法。

这本书写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英国土地上，如今的中国人读
起来，或有许多共鸣。听我乱说，不如自己去看，很短，
才10万余字。

论自由读后感篇四

自由，乃吾心向往之，而不能久得。逛卓越网时偶然看得
《论自由》一书，介绍说此书主要解决个人与社会控制的关
系问题，遂买下并决意静心读之。然至今，只读了引论，有
一点浅想，记之成陋文，望通读后看到此文不会成笑话。

穆勒云，“虽有民主，而操纵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
实非同物。”此话乃针对所谓的民主国家而言。理论上的民
主乃掌权者与被治者是一体的，因此国家的好恶就是人民的
好恶，然而，实际中的掌权者与被管者不可能是一体，“人
民的好恶”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好恶，只是其中多数人的好恶，
况且多数人的好恶也不是最多数人的好恶，或者实际上所谓的
“多数人”只是少数人，这样的政治体制就容易造成人民与
人民之间相互劫持。

穆勒感叹道：“太白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其实，
如斯统治较专制更残暴。因为专制是让人民明白地看到它的
武断专权，而这样的统治是在暗地里施加百姓于“暴力”，
表面却打着民主的旗帜。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后
就流为了斯大林式的少数人专制：政治上控制从中央到地方
的一切权力，人民却没有监督党和政府的权力；经济上它可以
“卫星上天”，却不能满足公民基本生活需求；思想文化上
进行高度垄断，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创作
自由，作家经常遭意识形态恫吓。



据索尔尼仁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
沙皇1876——1905年的30年间共处死486人，被斯大林
在1930——1953年所谓23年中处以极刑的人是沙皇的一千多
倍。此种“专制”无人民自由的国家，表面上是无产阶级专
政，实则是将国囚禁起来，里面的溃烂终会蔓延至表面的浮
华。因而为国治理者，应当为民之权益谋事，万不可将自己
当做人民代表，却把为自己谋权当成是在为人民谋权。

自由之初义乃不为外物所拘牵，无胜义也无劣义。有个性的
人大多事上不为外物所牵，正如穆勒所说，个性就是个人具
有独立意志，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性格与利益对外界事
物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人、社会、传统和习俗作出判断。
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活得自由个性，他们特立独行、不怕孤
立、敢说老实话、敢向社会大多数的专制权威挑战，他们比
其他人更不能适应社会准备下的模子。自由个性之人是理想
主义者，是孩子也是老者，是推动社会不断完善的先驱力量，
这样的力量要影响他人，必得将思想观点形成舆论，要形成
舆论就得有发言权。但是社会暴虐的目的就是要摧折人的个
性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首先禁绝的即言论自由。

《礼记》中说“情欲信，词欲巧”，便是要提醒人们说话时
态度要坚定，但是说话的方式则要非常客气、非常婉转，自
由个性之人当这样才能让当权者听得进去。

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说，言论自由为一切自由的根本。
同时，又认为我们认为“真理”的，我们认为“是”的，我
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那样的。正因为人类不
是“不可能错误的”，因此需要容忍异己才能实现自由。比
如，岳飞抗金之时自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然而对于金人而
言岳飞是灭国者是自己的敌人，金人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
那么，到底谁才是对的、是正义的？我们无从判断。社会中
也常常有人认为自己的正确的，因此带着“正义的火气”残
酷地摧毁了另一个可能是正确的思想或事物，这样也摧毁了
别人的自由。



论自由读后感篇五

暑假里，我看了《自由人》这本书，不禁感慨万千。

故事讲述了非洲王子阿曼即将成为阿曼斯村的酋长时，突然
遭到奴隶贩子的袭击，被卖到了美国。他先被卖到一户人家
做下奴隶，十五年后又转卖给一个皮匠。这是一段漫长而艰
辛、屈辱的岁月。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他一直努力
获得自由。

在他的顽强努力下，他遇到了一些好运气。在皮匠家里，他
学到了最好的手艺，为他的自由赢利了条件。他把所有的钱
用来赎回自由。他老了，但他终于成了自由人！这一刻，让
人为他感到高兴，为自由的含义感到震憾。

读了这个故事，我觉得阿曼真是一个的人，一个善于掌握自
己命运的人。无论生活多么残酷、命运多么不公平，他总是
那么积极、。

而我自己呢？哪怕只是一次考试分不高，()或者一件很小的
不顺心的事，我都会倍感挫折，拿爸爸当“出气筒”，比较
之下，真令人惭愧。

论自由读后感篇六

读完孙瑞雪老师写的《爱与自由》让我感触颇深。

全书主要围绕爱与自由展开书写，内容清晰而有条理且通俗
易懂，很适合父母、老师及从事幼儿专业等方面的人士阅读，
此书定能让你收获多多，让从中你懂得孩子的心声！

通过阅读完此书，感受到零至六岁的而儿童的教育并非像我
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儿童有心声，有他们内在发展的规
则。但我们当今大多数的父母、老师可能还不了解，甚至是



不知道！总是扮演着儿童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阻碍着儿童
的正常发展，延误了儿童的发展，给其一生带来不可挽回的
损失。

当今父母的爱，总是显得那么不正常，爱中并没有给孩子自
由，好像孩子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一样，自己完全有支配的
权利，而在这过程中有些时候并没顾忌孩子的感受，一意孤
行，认为自己就是对的，自己的话就是权威，孩子不得有反
抗、不得有异议，只能选择服从。从而让孩子内心压抑了很
多不健康的东西，伴随一生，左右着孩子，让孩子得不到健
康的人格。而且在生活上，孩子也表现的唯唯诺诺、没有自
信、胆怯、焦虑等等不好的现象！因此，我们对待孩子的教
育需要改变，而我们父母对待孩子的爱也更要改变。

现实生活中父母对孩子的爱总是显得那么的权威，没有给孩
子留下太多的自由，父母认为孩子的成长是自己教出来的，
如果孩子离开了他们那将得不到发展，他们总是把自己扮演
成上帝，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赋予给孩子的。其实他们
错了，他们不明白，孩子总是有一套自己的机制和规则指引
着他们去发展，而孩子需要条件，需要适宜的条件，这套机
制才能发挥出作用，而这个条件就是自由。拥有了自由，孩
子才能顺着这套机制发展下去；拥有了自由，孩子才能在发
展的道路上不受阻碍，所以父母理所应当给孩子充分的自由，
让孩子自己去发展自己，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而父
母做到这一点很难，他们总是受到了很深的世俗观念的影响，
认为给孩子太多的自由，会让孩子变的难以管教，不听他们
的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完全把孩子当成了他们自己的附属
品，甚至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奴隶，把自己的种种思想都强加
了孩子。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一个发展不健康、没有自我的孩
子诞生了。而孩子需要自由，更需要父母爱中的自由，这是
孩子的心声。父母又有几人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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