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药读后感题目(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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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读后感题目篇一

精疲力竭地读完《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却无奈地发现没有
任何的思路，大概这是第一次读到如此抽象、生涩和难解的
文章吧。或许是有些不服气，当我鼓足勇气读过第二遍的时
候，却发现和初读这篇文章的感觉略有不同，好像有那么一
点似懂非懂的感觉萦绕在心间。欣喜若狂的我而后又重复阅
读了几遍，再加上老师的引导，终于，我对《关于费尔巴哈
提纲》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在批
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概述了自己的新的世
界观。

首先，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即“从前的一切
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
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
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
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真正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
他指出要正确理解实践的意义，从而正确的解决主体与客体
的关系。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
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我们并不能单单从
唯心主义来理解人的单纯能动性，也不能单单从唯物主义的



角度来看人的单纯受动性，而是要结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人既受自然性的支配，同时又能以自己的能动性来改变自然，
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

其次，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提到这样几个观点：人的思维
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
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
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实践”的重要
性，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后，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了他的抽象人
性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抽象的宗教观。在肯定了宗教的本质是
人的本质的同时，批判了其只能把人类理解成一种内在的，
无声的，将人从肉体和精神的状态中主观剥离，批判其否定
了人可以改变世界的可能。

最后，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人能动地改
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
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
而人类的不断进步，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观点。

总之，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中心线索和
核心思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将唯心主义观点和
唯物主义观点相结合起来分析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实践的重要
意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分析问题，
做到一分为二；并且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只有实
践才知对错，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药读后感题目篇二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
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主要
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
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主要是为了批判费尔巴哈以及其他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
彻底性而写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件之
一，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它被恩格斯称
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
起源，可见其内容的深刻价值。

社会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思想是贯穿《关于费尔巴哈的
题纲》的主线。

马克思在该提纲中首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对
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
主观方面去理解，一语中的。马克思用敏锐的眼光和锋利的
刀笔直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问题所在，为更深一步的解析
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实践在检验认识真理
性中的决定作用，以及实践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对宗教世界
的世俗基础的改造作用。提纲鲜明的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
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
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
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他的
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
命化，‘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
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等十分具有针对的
观点。马克思从每个点入手展现自己的观点。道理虽大，但
却讲得丝丝入扣，极为平实。

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终究是高深的，如果没有一定的
社会经历是很难理解、很难融会贯通的。该提纲没用华丽的



词藻，没有刻意的雕琢，没用冗长的篇幅，而是简明扼要、
思想深刻。所以作为学生的我的认识是肤浅的，不能详尽理
解其中的真谛。如果几年后再重读，肯定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受益更多。

药读后感题目篇三

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是每个父母最大的心愿，慢
养读后感。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却不尽相同。幸福、
和谐的家庭氛围给孩子的成长制造了有利的环境，因为家庭
成员之间的情感是一种特殊的、奇妙的、复杂且难以解释的
感情。孩子是慢慢长大的，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迫切心情，
常常使得“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在许多父母的眼中得认可。
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教育，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好
的教育理念，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孩子，若要引用，只能借
鉴，不能完全套用。孩子是慢慢养大的。“慢养”，并不代
表放任孩子，而是能够给孩子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在学习中
成长，找到最好的自己。如此一来，家，就是孩子生命力的
来源，家也才能为孩子的人生加分。每一个家庭中的孩子都
不一样，有的是父母眼中的“乖小孩”，对于父母的教育言
听必从，而有的则被冠名“坏小孩”，调皮、捣蛋、叛逆样
样俱到。所谓的“好孩子”就是很会念书且又听话的孩子，
而所谓的“坏孩子”行为则相反，难道这就是父母们对
于“好孩子”与“坏孩子”的定义吗?一句话就替一个孩子定
性了，这样公平吗?这是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不应
该用现在的状况来判断孩子将来的好坏，现在小孩功课可能
很好，但不一定保证孩子未来就会功成名就，而现在也许孩
子功课很烂、留级或甚至可能交了一些坏朋友，但将来他可
能会成为一个很杰出的人，不要现在就替自己孩子的一生下
定论!孩子的教养应该要慢慢来，给他们多一些空间，让他们
慢慢形塑自己的人生蓝图。

这学期真觉得事物繁多，这两天才能静下心看看书，真是一
种享受。



友人推荐了“滴答”吉他版，该曲中略带沙哑而又舒缓的女
声，伴着悠扬的吉他声，带着我的思绪仿佛缓缓进入久已逝
去的岁月，伴着“嘀答”，和友人聊天似的写着email，谈谈
自己对《慢养》的感受。

这两天囫囵吞枣的把《慢养》读完了。这本书以讲故事的形
式将养育孩子的诸多方法、哲理蕴育期间，以小见大。内容
组织精心、主线清晰，给为人父母者无限启迪。有些方法不
仅适用于孩子，对家人、朋友甚或同事也是适用的。

不过书中铺天盖地的植入了软广告(卡内基教育)，这就犹如
在电影中无处不在地植入软广告一样有引人厌烦之感。

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尽管很多思想方法要等
宝宝大了后才能一一运用验证。

药读后感题目篇四

读后感提纲

《三国演义》读后感

英勇善战的刘备、关羽、张飞，加上心点多的曹操和孙权，
就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三国演义》了。前几天，我看了《三
国演义》，它对我的感触很大。

《三国演义》描述了三国时期的局面。自从董卓被杀后，整
个朝廷就乱了套，大家都争着当皇上，刘备、关羽、张飞为
了恢复汉室，请来了诸葛亮，有了诸葛亮的帮助，他们一连
攻下了荆州、南郡、襄阳等城池。孙权一心要得到荆州，就
千方百计去抢，诸葛亮识破了一计又一计，使孙权赔了夫人
和大将周瑜，又打了败仗。可好景不长，不久刘备、关羽、
张飞三人都被曹操害死了，很快，诸葛亮也死了。这时，地
盘已被晋军占领。



我想：刘备的志向是远大的，他的.行动也是迅速的。他只要
找到了目标，就全身心的投入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都要
达到目的。想到这里我不禁脸红了，我不禁想起了一件事：

在一次偶然毛笔字比赛失误后，我总是讨厌毛笔，恨那毛笔
没有使我得奖。原来，我每天都要练毛笔字，慢慢地，我一
周只练一次了。最后，我不想学写毛笔字了。

我又联想到了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说起李宁人们总说
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但李宁自己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
方向后决不动摇的普通人。他相信，凭着顽强和汗水，心态
和适应能力，无论做什么都能取得成功!退役后，李宁转向了
新得事业：组建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有人问李宁：“经
商和体育，哪个更轻松，更愉快?”李宁说：“要做好，哪个
都不轻松，不过我总是很愉快。”不错，无论在那里，李宁
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英勇善战，我应该学习;诸葛亮的
机智，我应该学习;刘备的定了目标不放弃，我更应该学习!

资料二：

《三国演义》读后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
的确，关羽自始至终都不失一个英雄的本色。

其实在当时，见风使舵已成气候，哪国强大就降哪国的亦不
少见，像马超，姜维，张松……或许在当时会威名远扬，但
当历史沉淀到今日，他们也就暗淡无光了。一臣侍二主可以
长安乐，但关羽宁死不降，蜀国的耻辱就是关羽的耻辱，这
时，体面的义无反顾是唯一的。因为，中国人不仅活在生命



的百年里，还注重活在千年的历史中。

余秋雨说过：“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
高”关羽的悲剧，又蕴含着多少沧桑的感伤和无尽的苍凉!都
说胜者为王，我却一直在心里称他为“失败了的英雄”，不
管定语为何，他依然盈满炎黄脉搏的英雄本色。

关羽，演绎了千年不变的精魂，演绎了荡气回肠的凝重。

忠义永存，

英雄无愧!

药读后感题目篇五

《提纲》是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成的一份只供自己进一步研
究用的笔记，在他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88年，恩格斯在对
它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后，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公诸于世。《提
纲》虽然十分简短，但却如恩格斯所说，它是“非常宝贵
的”、“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提纲》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
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
践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领和一
系列重要思想。《提纲》说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
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它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
界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提纲》共有11条，字数虽然不多，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
容和严密的逻辑联系。全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即第一、二条，是《提纲》的总纲，从总体上概括了马克思
的新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开始把实践纳
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建立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二部分，即三至九条，批判了旧唯物
主义的唯心史观，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唯物
史观的重要思想，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勾画了蓝本。
蓝图；第三部分，即第十、十一条，是《提纲》的总结，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
的是要改造世界。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掌握其基本哲学依据。

实践的观点是《提纲》的核心和灵魂，是新世界观萌芽的集
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

第一，实践是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的基础。

第一条就指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
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
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就说
明了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但是却
忽略了人的实践性，没有看到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能动性。马
克思在揭露批判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根本局限时，
突出强调了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

第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费尔巴哈及其
他旧唯物主义一样，虽然主张人们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
映，人们的思维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存在，但是却忽略了科
学的实践，因此也就无法说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这里，马
克思明确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在哲学史
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的问题。

可见，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第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实践
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且阐明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意义。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
说明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实
践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马
克思进一步强调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就是说，社会实践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来源，无论是正
确的社会意识，还是错误的社会意识，甚至宗教神秘主义的
思想观念都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它们产生的根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
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
唯物论的基础，从而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厦的
基础。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明确
社会实践既是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检验人的思
想是否正确的标准，坚持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
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和坚持真理。要充分认识实践是
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也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来源，坚持
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寻找人们思想产生的根源，并通过
社会实践消除人们的思想问题所由产生的客观原因，从而从
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