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阳明心学励志片的感受 王阳明致良知
读后感(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阳明心学励志片的感受篇一

“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王阳明先生用这四个词
概括出了一个人这一生应有的为人处世态度。有志者事竟成，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都要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有
目标就会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这就是立志。学无止境，我
们只有在学习中才能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一步步接近自己
的目标，完成自己的志向，这是勤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认清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去改正
去完善，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得到升华，这是改过。

与人相处我们要真诚相待，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只有互相
督促才能共同进步，不好的东西不要强加于对方，以真心才
能换真心，这是责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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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阳明心学励志片的感受篇二

王阳明有“古今第一完人”之称。中国古代强调的“三不朽＂
（立功、立德、立言），据说真正能做到的人只有两个半，
王阳明就是其中一个。

立德：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有2万多名极其忠实的弟子，
在其后的500年，他的影响也一直在延续，不仅影响了中国，
而且影响日本，甚至影响世界。

立言：他是中国哲学史上顶级的哲学家。

但即便是跟着王阳明学习，你同样也会觉得不耐烦。因为他
经常关心的、反复在讲的一个问题是：心外无物，或者说感
觉是怎么形成的。所谓＇心外无物”就是：你的心之外是没
有世界的，世界是你构建出来的。

王阳明主张没有心外之物，学生问他，一株花树在深山里自
开自落，跟我的心有啥关系？王阳明答说：“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个归于沉寂的寂，差不多就
是“唯我论”了。

他就彻底地主张道德上的知与行就是一回事，如果做不出善
事，不管嘴上说知道多少善行的道理，其实也还是没真正明
白；而真正明白道德道理的人，没有不照着做的。

很多人把朱熹、王阳明这些对儒家思想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人
称为“新儒家”，但是朱熹、王阳明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在
创造一套“新的”儒家学说，而一定会说自己只是在解
释“圣人”孔子的思想。



然后才会去行动，是先知后行。而且，很多时候，知和行甚
至是相悖的，有的人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就是不会戒烟。
你看，王阳明说的知和行，肯定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知和行。
他就是通过考察知和行这两个概念，由此提出了他的理论。

不过，王阳明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说知行合一，不是我
杜撰的，而是知行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他还说，没有知
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说，王阳明论证知行合一依赖的恰
恰是这两个字的基本用法，他说知行合一就像“恶恶臭”，
闻到恶臭是知，感到厌恶是行，但我们是在闻到的同时就感
到厌恶了，而是不先闻到，再厌恶。这就是知行合一。

所以，王阳明说的“知即行”虽然跟日常对知行关系的看法
不太一样，但是他的结论依然有本可源，来自知行的本义。

王阳明他说的“知行合一”是一种儒家思想传统的发展，也
就是你这个“知”如果没有“行为”来配合的话，那
个“知”不落地，不切实；那个“行为”如果没有“知”做
基础的话，那个“行为”不能坚持、不能长久。

他最打动我的特质是有着超凡的志业，并且认真践行。他的
立功、立言、立德辉映史册，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是时代机
遇造就了他，更是他那乐于实践、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品
格和行动成就了他。钱穆先生说：“阳明讲学，偏重实行，
事上磨炼，是其著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
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

读阳明心学励志片的感受篇三

“致良知”学问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并重新绽放出强大的
生命力，在于它确实有用，也能够应用，而且每个人可根据
自己的认知水平各有所得。但是，“致良知”的真谛毕竟经



历过许多岁月而覆盖了种种尘埃，使人不能认清其真相。使
得墙内开花墙外香，殊为可惜。也就是说，在没有“致良
知”的思想影响下，我们仍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也学习其
它各种知识，为的是让自己活得不那么不明不白，不随波逐
流。只可惜长期以来我们不认识身边有价值的东西，或放着
好的东西不用，却在苦苦追求残次的东西，可谓明珠暗投。
假如，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致良知”的作用并将其实际应用
于工作和学习之中，无疑就多了一项强大的心理支撑，保持
自尊无畏的心境。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古人也曾提出过“知行”，但却是分
开提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知道实践却不知道
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只知道学理论知识而不去实践的人提
出的建议。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则认为，当我们有了知就会
有行的出现。

“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没有良知的人，犹如行尸走肉。
虽然活着却已死去。

在喧器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头上一片蓝天，心中一方净
土”，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出卖了灵魂，违逆了自己
内心的准则。以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自己折磨自己，并且会
钻牛角尖，会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王守仁提倡众生平等，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看的轻贱。

读阳明心学励志片的感受篇四

作为初学者一点感受：“良知者，心之本体。”王阳明心学
就是提倡心神对自我真正的统治能力，做到心不妄动，做事
循理而行。但是每个人都做到了清澄宁静和安静祥和做事吗？
我认为不是，大多数朋友还是靠人生经验做参考模式，如果
超越了心里境界点之后，也会崩塌和被击垮。但是自从接触
王阳明心学并且结合实践生活，我个人自己有以下感受：



王阳明曾经讲过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
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
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不要有过于满足感，要自我观察自
己傲的苗头，相对于自然和宇宙，人类社会本身都太渺小，
无法穷进的事物和境界太多，我们向往光明，事上坚持磨练，
让自己的心灵灵魂层面努力回归本我，由于每个人的成长教
育、环境、年龄、悟性、努力不同，最终生命终结的时候感
受不同，这也是符合自然，我们都在修行前进的路上！

读阳明心学励志片的感受篇五

说起王阳明，可以叙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明史》评价
王阳明：“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
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
中者欤。”这是一个完整的时代的呈现，王阳明的一生传奇
色彩很是浓烈，在中国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唯一一个文学、
武功都开宗立派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比肩。
在明朝的弘治年间，王阳明的故事可以讲述的东西太多了，
尤其是“宸濠之乱”时候的建功，精谋善略下的夺取，足以
让后世仰慕的人感念不已。然而，如此出色的一个人，如此
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此复杂多智的一个人，让人着实也头疼，
如何读懂王阳明呢？如果你也是这么困惑，那么，孟斜阳的
《王阳明传》值得一读。

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得以展现，然而我们要了解
一个人，必然要去除那些无相干的细节，保留的是那些足以
呈现这个人最精彩一面的内容，王阳明的一生历经了许多大
事，廷杖、下死狱、遭贬谪，被诬陷……几乎每一个文成武
将在人生经历的各种大小挫折，王阳明几乎都承受过了。但
也正因此而成就了他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今
人格的崇高理想就在他身上有了最佳的范本。这样的一个人
自然是不可能平常的，无论是正史或者野史都必然是值得后
世的人大书特书的。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想要多了解一下一些人，那么也
许你需要参照一下一些正史之外的资料，所以孟斜阳在写作
《王阳明传》的时候采用一个大胆的写作方式，先参阅大量
的历史资料，然后以详尽考证的事实为基础，把王阳明的一
生用故事的方式来讲述，章回体的方式让故事结构和情节在
开展的时候不会单纯阅读的是一本传记，更多的是一个传奇
色彩的故事。而在另外一个比较创新的角度是，采用了很多
有依据的史料，王阳明在经历过哪些事件的时候就采用了哪
些恰当的语言或者引用哪些具体的诗词，反而让诗歌的写作
和文章的写就有了一些具体的背景。

，然而这么一个少年最后还是走上了仕途，这一段读起来就
实在很有意思，不是一个纯粹的批判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正统
的人应该怎么成长，而是从一个最真实的少年郎来写作。好
不容易进入官场了，这么一个人又不适应官场生活，很快变
成了一个愤青，什么时候都必须保持自己的激情和愤怒，所
以迎来的自然是贬黜。最终的成长，靠的还是机遇，真正的
家国和情怀的觉醒是在现实生活里呈现的，心怀家国是因为
对百姓的感情。而让他的成就可以最终在历史上留名的，则
是因为有自己的真正思考，“格物致知”的良知和追寻，这
些才是真正吸引读者的东西。

也许你对阳明先生也很好奇，也许你也知道“心学”但是又
不知道入手着手阅读，也许阅读枯燥的历史书籍比较乏味，
那么，一本薄薄的小说，一幕精彩的人生，一场惊险的冒险，
值得你好好去阅读的，诚如《王阳明传》中借王阳明之后所
说，“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
枝枝叶叶外头寻”，心即是理，你就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