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阅读笔记天鹅读后感 国富论读后感
论分工阅读笔记(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阅读笔记天鹅读后感篇一

《周国平论阅读》

-------做大师的学生有感

叶素盈

读经典就是进入人类精神生活系统，从而使自己过高品质精
神生活的最重要途径。

周国平

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叫作“阅读改变人生”，阅读改变的不
是人生的表象和外观，而是改变人生的格调、气象和境界。
它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一些表面的外在的成功，而是内在的
优秀，正像培根说的“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
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
面上，建立起精神生活的世界。因此一个人的阅读史，即是
他的心灵发育史。

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他是一个人的灵魂在在一个
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的过程。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求，读什么倒无所谓；但要让阅



读成为获得精神粮食的途径，就必须慎于选择。很多人都很
苦恼，怎么选择呢？这个“专家”推荐了一个书单，那
个“名人”推荐了一个书单，又一个“大师”列了一个书单，
这样的书单太多太多，但一家之言不能成为选择的标准。放
下所谓的专家标准，放下所谓的名人标准，放下所谓的教科
书标准，“大浪淘沙，留下的就是金子”。只有经历了时间
洪流检验的书籍才能成为永恒，我们又将之称为“经典”。

什么是经典？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对经典有不同的解释。
我们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经典就是文学名著，什么曹雪
芹，什么雨果，什么列夫托尔斯……但是作为一个人的精神
发育和专业成长，单靠文学名著是远远不够的。汪涌豪教授
说：“不能仅将经典局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上，许多人
文社科类著作，包括一部分自然科学著作，因对人的处境有
真切的关心，对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有深刻周彻的肯认，
对人内心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并精鹜八极，鞭辟入里，
也都是经典，都应成为我们阅读的重点。”

了解了什么是经典，那怎么读经典呢？人们普遍认为经典一
定要好好读，读的深刻、读的透彻，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
其所以然。看到这些要求，人们读经典的欲望瞬间下降了，
因为压力太大，怎一个“累”字了得。

周国平却说，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别端起做学问的架子，
刻意求解，当作“闲书”读就好。由此不由得想起毕淑敏的
《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她的一生都在读《人鱼公主》。
有人在心里偷偷地笑话：“五十岁的人去读童话《人鱼公
主》。”可是你看，十岁读不出三十岁的感悟，五十读不出
二十岁的张扬，只要读了，有点浸染与熏陶就够了，谁一次
可以读尽一生呢。《周国平论阅读》第三辑至第九辑就记录
了周国平的阅读经历，在他的阅读体会中，我发现就像他自
己说的，一本经典的阅读，千万别当教科书去读，而要不感
兴趣的就跳读、喜欢的就精读，读不懂的就放弃，读懂的地
方就享受。就像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的：“好读书，



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你看，陶渊明就是在
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有一本书能让你的心静下来，能给你
思考人生的机遇，就是一种愉悦，一种幸福。

当然经典属于每一个人，但绝不属于大众，所以，读经典的
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

谈读书的人很多，谈读书方法的也很多，但给人以启发的并
不多，给人以误导的也不在少许，如何择取，就又要我们回
到读书中去体会，去感悟了。

阅读笔记天鹅读后感篇二

我拜读完这本书后，我好像看见了书里的动物一样，我被忠
诚的宾戈、淘气的豁豁、机智的洛波……给打动了，他们不
顾一切，为了救爱人和亲人，甚至可以为此付出生命，而人
类呢？有些人连禽兽都不如，舍弃自己的孩子，杀死自己的
爱人只为了得到钱，有些甚至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还幸灾乐
祸……他们应该叩问自己的良心，问问他自己做的是对还是
错！应该问问那些人你为此感到不感到羞耻！当然，有些狩
猎者为了得到珍贵的皮毛和鲜美的肉质，就让一些动物家庭
妻离子散，如果你是它们，你会怎么样？会不会绝望？所以
我们要保护动物！也要爱护生命！

《小战马》读书箴言：

书，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大门那头可能是知识的天堂，同
时也是愚昧的地狱，

阅读笔记：《小战马》读后感300字

，

小学生作文大全



阅读笔记天鹅读后感篇三

对于暴打自己的人，堂吉诃德恶狠狠地说：“不过，我不管
他魔法多高，等病好起来了，非让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堂吉诃德明明已经被打却还相信自己有能力对付打自己的人，
并称之为“魔鬼”，这时的堂吉诃德不再想当初刚开始出游
时那样仍然对自己有所怀疑和不自信，而已经昏昏噩噩地丧
失了最基本的判断力与认知力，无法分辨真实的自我地位，
完完全全掉入了一个自己幻想的骑士的世界。“此人是个著
名的巫术师，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同我积怨甚深。他法
术高强，预先知道有个他所庇护的骑士将同我交战，尽管他
自己会咒语，但是我只需同那个骑士一战便可将其消灭。因
此，他拼条命也要让我遭殃。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他，
他这是逆流而动，再有法力也无法与命运注定的事情作对的。
”堂吉诃德幻想别人因他是骑士而要置他于死地，他荒谬的
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了。

堂吉诃德在家养病的日子也并不安分，而是相像小说中真正
的骑士那样也为自己找一个仆人。他看上了自己老实巴交的
农民邻居桑丘。“这个人该是一个好心的老实人。他是个穷
人，钱袋空，脑袋也恐。”可以看出，堂吉诃德选择随从的
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只是需要这个人不会独立思想才能
完全听命于他，而且没有人会为了堂吉诃德这样一个精神不
正常的的人工作，他也只能找到憨厚的桑丘了。

堂吉诃德用利益引诱桑丘跟他一起出行，说服了桑丘之
后，“堂吉诃德便忙着筹钱，他卖掉了一座房子，又抵押了
另一间，后来干脆把房屋统统卖掉了。”堂吉诃德为了那不
可实现的理想，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信念，为了社会不计代
价，甚至变卖了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安身立命之处，这足以表
明他要继续寻找他的骑士梦想决心之大。而桑丘听信堂吉诃
德的许诺，以为他会按照答应的那样给自己一座海岛，因此
对堂吉诃德的吩咐言听计从，贯穿了文章始末，串联起来。



“要是真能这样，由于某种奇迹，我便成了国王了，正如阁
下所说的那样，有快乐有幸运。我的老伴至少也就成了王后，
我的孩子们就是公主或者王子了。”听到堂吉诃德对自己信
誓旦旦的承诺，未来美好的图景在桑丘的脑海中一一展现开
来，然而他不知道这终究只是幻想，他与堂吉诃德一样都活
在了自己的臆想世界之中，让人觉得这对主仆既可笑又可悲，
怪不得能成为主仆关系。

总结：不安分的堂吉诃德又要出游了。这次，堂吉诃德带上
了自己用馈赠海岛游说的仆从，于是堂吉诃德开始了自己的
第二次出游。在本章中，作者用言简意赅的语言介绍了桑丘
的形象以及性格特点。主仆二人的形象既对立又统一，互相
陪衬烘托，相得益彰。一个沉于虚幻，一个讲求实际，念念
不忘身家温饱。但是，因为讲求实际，反而是桑丘陷入了美
丽的空想之中，极具讽刺意味。至此，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
都已经正式登场，这样的组合更让人期待接下来的旅途中还
会发生怎样令人惊骇捧腹的轶事。

阅读笔记天鹅读后感篇四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分工引起了一般富裕，但引起分工的并不是人类智慧。人
性中的互通有无和互相交易的倾向，是必然会发生的。

b.物物交换只为一切人所共有，其他不知道任何契约的动物
之中是不存在这种相互交易的倾向的。在自然状态下，动物
不必要仰仗其他动物的帮助，但人一般情况下，总是需要同
类的协助。

c.动物想由某人或别一个动物取得某物时，往往采用博得对
方欢心的这种手段，人也一样会使用博得对方欢心的方法来
获取某物。所以说，人和动物从别人那里获取某物的手段是
一样的，没有区别。



d.我们只有鼓动人们的自爱心，使人们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
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事，这样你才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物物交换顺利地进行，社会分工也逐步产生
了。

阅读笔记天鹅读后感篇五

“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没有人不为这样
的句子而欢腾雀跃，这句话就出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以此为切口，带着一群懵懂的学生研读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开始接到高一名著阅
读竞赛的这个辅导任务还是有点发怵。

静思良久，决定打破常规，分三步即三节课来学习，只能从
阅读方法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组织阅读，不求对社会契约论
的精深理解，只求播下一颗契约社会的种子而已。

第一步给孩子们讲讲我们为何要读《社会契约论》。一本书
尤其是其意义更多指向当下或未来的书，不给孩子们讲清阅
读的意义，尤其是与我们自身所处环境或者生活的些许联系，
仅仅以参加竞赛为外部胁迫，肯定无法入心。社会契约理论
对日本的影响，梁启超、严复、革命党人对《社会契约论》
的研究、推广和态度......借助专家视角做了一番这样的梳
理，分享给孩子们，让他们意识到《社会契约论》与中国，
有一种让人憧憬的关联。

第二步，结合此书章目和内容特点，即《社会契约论》包含
的各类话题都是独立成章，诸如财产权、人民、法律、君主
制等，让16名同学分工协调各自认领一个话题，按照下定义
的方式提炼理解，再做分享。课堂的分享的确很精彩，孩子
们的阅读和领悟完全超出我的估想。

第三步，我研究了2016年竞赛的决赛大题，设计了一个思考
题，请写后交流：阅读《社会契约论》，你最想解说其中哪



个话题？请选取你熟悉的史事和社会现象加以论证分析，不
低于四百字。

每个人的分享不超过三分钟，提议一个同学对发言者提问，
我则在旁边随兴点评。这是一种近似沙龙的思想交流，每一
个同学研究最深的合起来就是一串明亮的珠子，高冷的《社
会契约论》因为不同的读者演绎和交汇而有了现实的温度和
熠熠的光彩。

第三步，模仿去年竞赛的决赛答题，设计一个思考题，写后
交流：阅读《社会契约论》，你最想解说其中哪个话题？请
选取你熟悉的史事和社会现象加以论证分析，不低于四百字。

每个人的分享不超过三分钟，提议一个同学对发言者提问，
我则在旁边随兴点评。这是一种近似沙龙的思想交流，每一
个同学研究最深的合起来就是一串明亮的珠子，高冷的《社
会契约论》因为不同的读者演绎和交汇而有了现实的温度和
熠熠的光彩。

论选举

选举是一种复合行为，可采取选定和抽签两种办法。中国古
代的选举是从统治者候选人中选择统治者，是一种自下而上
的选举，理论上是所有人都有选举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很
少人参加，而竞选者所依凭的主要是体现在个人自身的德行，
才能、名望、族望或文化修养。中国现代选举制度是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基层村民委员会的代表由选举产生，行政级别
较低的人大代表可以由人民直接去选，高的就要由低级别的
代表代表人民去选。中国的选举制度是属于两种办法中的选
举，但是又不完全体现，因为公民的参与度不高，而且也因
为公民的素质不高，无论在品德、才能还是地位财富方面都
还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实现抽签的形式去选举。而在世界上，
选举是起源于古希腊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现代选举起源于英国选举，由下议院议员通过普选产生。



凡英国公民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公民，年满18岁者，均参加选
举投票。纵观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选举制度与中国
有挺大的不同的，他们的选举中有着基本原则，涵括有普通、
平等、竞争等原则。而美国的选举制度中，他们是有不同党
派的候选人到不同州进行演讲，拉票，然后最后进行民意投
票，而实质上背后财团的雄厚实力也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现代选举中因贿赂而获得权力的仍有不少，不公平也鲜
然可见。（高一10班方晴）

防止政府篡权

毫无疑问，即使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某些思想并不可
能实现或与今天情况不相同，他所提出和某些思想在今天看
来显得十分有先见之明。

卢梭认为，要防止政府纂权，国家应定期举行集会，这与中
国每年进行的人民代表大会有相似之处。为什么说定期集会
可以用来防止或推迟政府纂权呢？以罗马的十大会议为例，
他们当选的任期原来只有一年，后来又延长一年，最后干脆
不允许政府永远掌握。反观与定期集会性质相同的中国人大，
人民行使权利的方式规范而有效，通过提议案等方式紧紧握
住权力，防止政府纂权，以致中国目前相对稳平和谐。卢梭
对于防止政府纂权的方法的进步性可见一斑了。（高一10班
冯纪洛）

论政治体的死亡

任何物质都不会永恒，制度如此，国家如此，政治体也如此。
即使是体制最好的政府，也有自然的和无可避免的结局。人
们可以建立尽量持久的制度，但切不可妄想使它永远存在。
就像封建制度，这曾是多少君主、多少地主希望持续的一种
对他们自身有益处的制度，但最终都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制度所取代。



而政治体从诞生起就开始走向灭亡。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
你只能做到尽量长寿，但无法长生不老。而政治体的持续时
间也能通过一些措施使之延长，它生命的原动力存在于主权
权威。主权权威不可划分，让人民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
让他们在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富足的生活，国家
就可发展得最强盛并治理得尽可能好。保持主权权威，便在
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政治体的生命。尽管如此，政治体也总会
有死亡的一天，这是无可否认也无法避免的结局。（高一9班
高菁）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卢梭是位伟人，他的《社会契约论》也已然跨越
两个半世纪，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世界巨变来到我们面前，
虽然这本书仍然有很多闪光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了
多次巨变的世界中，卢梭的理论也有一些不适应这个时代，
我选取《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来证明这一观点。

在本章书中，卢梭认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即是人口的发展，
壮大，认为统治越成功的政府，其统治的人口会越多，但其
实我们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是很不现实的，因为似乎越发达
的国家，人口就会越少，反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人口会更多。

我认为造成卢梭这一观点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时代局限性，卢梭写完这本书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才
刚刚开始，虽然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仍没有显露出其对
整个世界的改变能力，对于民众思想的改变能力，也就是说，
这时候的时代，处在新与旧的交界处，很多东西与过去的封
建统治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时代给卢梭的印象，仍与
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要知道，在过去的时代中，的确是以人
数论英雄的。



二是卢梭本身的局限性，卢梭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完整
的预知到这次革命对于世界的改变有多大。在工业革命后的
二百年间，生产力的发展不下于过去两千年的发展，而卢梭
也并没有洞察两千年发展的能力，没有这么深刻的社会剖析
能力，所以，会导致卢梭的思想有局限性。

最后，我想说，并不是说卢梭写的不好，只是时代在变，我
们应该更清醒的对书中内容进行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分析，
而不是盲从。（高一9班何骅轩）

论最强者的权力

卢梭指出，即使是最强者，也不会永远称雄，除非他将自身
的强力转化为权力，将别人对自己的服从转化为应尽的义务。
我十分之认同他的观点。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无数次朝代
变更，产生了许多为最强者。一个个朝代中的一个个皇帝，
他们都没能一直雄踞主宰地位，贤明如唐玄宗，令唐朝进入
了鼎盛，但还是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就是最强者没有将强力
转化为权力的后果。每一个朝代都有过繁荣，但最终都走向
没落，是因为最强者没能将别人对自己的服从转化为应尽的
义务。而我认为，最强者也无法将别人的服从转化为应尽的
义务。因为，人的灵魂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人民不甘
于被人控制。曾经英国王朝宣扬君权神授，企图将服从转化
为义务，最后的结果却是最强者命送断头台。由此我们便可
以理解，为何总有朝代更迭，是因为向强力屈服，只是出于
形式的必要，而非出于主观自愿。人民向最前者低头，是因
为当下局势所致，识时务之举。但是最强者的强力终不能造
就权力，所以，哪怕是最强者，也不会永远雄踞。（高一
（14）班雷池越）

论社会公约的合理性

当人们面临着一种以个人的力量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就很
有必要聚集而转变其生存方式。他们之间维系着社会公约。



社会公约着力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力量来维护保障每个结
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结合形式，而结合者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
们自己。

社会公约具有合理性。当每个结合者以及他所以有的一切权
利全都转让给集体，那么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下，缔约者会形
成有道德的共同体。而今，法律是区别于社会公约，是以正
义为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实施的手段的规范
者。正义和道德由出现到规范，公民的言行受法律的约束。
法律是社会公约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的约束力和规范性能体
现社会公约具有合理性。

非社会公约状态下的服从与遵守具有局限性。据六国之地的
秦，封建时期君主集权达到顶峰，人民的'赋税、徭役，只是
服从于强权，他们并不具有社会公约的形成条件，他们所服
从的是官僚阶级，他们的意志并不是置于最高公意之下，非
意愿的服从总有反抗的一天，秦的覆灭体现了非意愿不平等
的缔造约定具有局限性。以上正反论证社会公约具有其存在
的合理性。(高一11班林坤如)

卢梭之立法者论

对于立法者，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曾给出定于：立法者是
一种能使理性与意志在社会体中结合起来，使各部分能完美
地通力合作，使全体的力量得到最大的发挥且自信有能力改
变人的天性的人。我国唐朝历代的集权者，分别是当时的立
法者，他们部分修改过唐朝最有代表性的法律《唐律疏议》。
如：唐高祖李渊攻入长安后就制订了“约法十二条”，规定
要处死杀人、劫盗、背军和叛逆的犯罪者。可见，各地的立
法者的立法精神是有共通之处的。他们因地制宜制定法律，
其主旨不谋而合，卢梭恰好把它们总结出来。(高一2班林诗
晴)

论财产权



共同体的每一个人成员把自己的私人财产上交给组织。不过
这并不代表这些财产就变成主权者的财产了，事实上财产性
质未变，只不过上交财产后的成员再不能对这些财产为所欲
为了。这个道理就像在中国买房子，众所周知，中国买房不
等于卖土地，你付出货币后得到的是居住权而不是所有
权――国家才是土地的占有者。

不过也有国家例外，看过“唐顿庄园”的同学或许会更了解。
在英国，那里仍然保存着封爵这一传统，贵族的爵位、财产、
土地都可以世袭。表边上看，这似乎打破了“财产权”，但
是实际上这依然属于财产权的范围内。而且这刚好验证了
第27页所述观点“主权权利行驶只要从臣民本身扩展到他们
所占有的土地，就会变成既是对物也是对人的权利，从而使
土地占有者陷入更加依附的地位”。

所以说，无论是在哪种制度下，只要明白了主权者和所有者
对同一块土地的权利是有区别的，财产权就不难理解了。(高
一15班林子涵)

论抽签选举的局限性

卢梭说，行政官与君主的选举可以采用选定和抽签两种形式
进行。其中选定投票式被数百年来各种政体广泛采用，而抽
签式选举则极少有人使用，因为其局限性太大。

抽签选举在卢梭所说的真正民主的制度之下是很方便地将一
项负担强制加给了一个人。而如卢梭自己所说，这种真正的
民主制从未存在过，将来也不可能有。于是，政体民主的落
后性便导致了抽签选举的局限性。卢梭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威
尼斯大公的选举，它是一种混合制的选举形式。而在这里，
抽签是为了保证公平，杜绝暗箱操作，没有做到卢梭所想的
将负担施加于人的功能。另一个例子是陪审团制度，尤以美
国为经典：陪审团的选取的随机也是有局限性的，只有符合
一定条件的公民才有资格被随机选取到作为陪审团成员出席，



因为要承担这一种强制的义务必须具有一定的能力。

综上所述，抽签选举是一种由局限性的选举手段。但它也并
非没有存在价值，它可以与投票选举结合成混合制选举，保
证选举的公平民主。(高一10班邬景诚)

公共意志的出错

公共意志的出错分为两种不同情况的出错。一种是自发性的
出错，这种意志是在没有任何人干涉下的，自发而出的意志。
另一种则是带有引导性的出错，在经过主权者或者政府的手
操纵后，利用种种政治手段，对政治不完全了解或是不熟悉
政策的民众进行一系列为达到目的行为。

自发性错误的例子，比如班级中竞选班长，现在有a，b，c，三
位同学同时竞争班长职位。而我内心支持的是a同学，但是我
知晓a同学的支持者太少了，a不可能当上班长，但是我又极度
不喜欢b同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票投给了c同学。

引导性错误的例子，比如如果政府问老百姓，我们要立法保
护水资源好不好？一听要保护水资源，人民片面的思考当然
是说好！但这背后的成本，老百姓是不会去仔细计算的。要
保护水资源，要建立完善的管道设施，要有系统的维护措施，
这里是要用钱的。要保护水资源，投入的劳动力，抑制工业
的生产力，降低水的供给等等，这里都是要用钱的。政府马
上就出台第二个提案――收多点税。老百姓就问，凭什么要
多收点税？政府就会回答，不收多点税我们拿什么去保护水
资源。这之间看似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
多收的税款确定会被全部拿来用作水资源保护？也许会有一
小部分的税会被拿做保护水资源，可是剩下其他的税款就不
一定和保护水资源有关系了，这之间是存在一定的信息差距
的。（高一16班向颖康）

卢梭的自由观



卢梭的自由观分为自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每层自
由都是递进的。自然自由是最原始状态的自由，人与人之间
不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而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就是自然
地社会解体并结合为主权体(即国家)的过程。他们需要创建
社会契约来用全部共同的力量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人身和
财产的自由。社会契约就像一种理财产品，人们把自己的一
部分权利投入了这个公约，我们必须遵守公约的规定，才能
够在这个公约中得到收益。而我的另一部分权利还可以继续
使用不受限制。社会自由对于自然自由有必然的优越性，比
如说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一跃
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那么在上一个台阶就是道德自由了，它是指人民在处理个人
意志和利益时按照自己的标准，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同公意
达成一致。简单地说就是用道德和爱国心自我约束，表现就
是遵守法律。卢梭关于道德自由的理论对法国和瑞士（日内
瓦）的人民有很大影响，每一个人民都把爱国深深地刻在他
们的心里，自发的爱国组织定时会发起一些爱国活动。

卢梭的自由理论引导了法国大革命，是法国成为了自由平等、
主权在民的社会自由的国家。现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
法律上更强调自由平等、倡导社会契约下的自由，比如印度
废除种姓制度、俄国废除农奴制等，这都体现了卢梭的自由
理论对法国、瑞士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高一20班郑慧
盈）

小议排他性的宗教

观点：排他性的宗教对非神权政府是有害的。我们应当宽容
所有其他宗教的宗教。

面对宗教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袭击等，当今全球性问题，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要与宗教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
存异。近年来，各类恐怖袭击层出不穷。如2013年巴黎袭击；



911事件；奥斯陆的恐袭。而为人称道的是，在巴黎袭击和奥
斯陆袭击后，当地人们没有敌视宗教，至少大流上没有，他
们公开演讲，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他们的宽容，决不让生活受
宗教冲突的影响。（高一10班周奉慈）

解释：1.排他性：认为异教徒都是有罪的，如伊斯兰教。

2.神权政府：宗教拥有绝对权威权力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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