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知行合一读书感受 知行合一王阳明
读后感(优秀6篇)

欢迎大家参加这次盛会，相信今天的交流与合作将会取得丰
硕的成果。可以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开场，使参与者在活动
中感到愉快与舒适。这些欢迎词既充满了热情和亲切感，又
能够让人感受到主办方的专业和真诚。

知行合一读书感受篇一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
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七证”（知、止、
定、静、安、虑、得）、“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修炼“内圣外
王”之境界的心法。

“八目”是达到“三纲”之条目工夫，是人生进修之阶梯。

“格物”乃阶梯之基也。

然何为“格物”？又“致”何“知”？自古以来各自有说。

刘宗周（明末理学家）曰：“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
家。”



如郑玄（东汉经学家，著《三礼注》）曰：“格，来也。物，
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

子思（孔子之孙，著《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朱熹（南宋理学家，著《大学章句》）曰：“格物者，格，
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
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以上说法虽各一，然基本认为“格物”者，乃格心外之物事，
从物事上穷理以“致知”。知天理，知圣人之道，知是非善
恶。

而王阳明不同，其曰：“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子者，其格物之
功只在身心上做。”又曰：“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
事事物物也。”又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
谓也，正其不正去恶之谓也。”又曰：“为善去恶是格
物。”

王阳明认为，“格物”者，乃格心中之物，破心中之贼。以
此方能“致知”。知天理，知圣人之道，知是非善恶。

虽然都是为了知天理，知圣人之道，知是非善恶。但王阳明
认为，从格心外之物事以致知，乃舍本逐末。因为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人人本具知天理、知圣人之道、知是
非善恶之性，是谓良知。然生而为人，良知之“明月”易被
情欲之“乌云”所蔽，以致良知无以致用。所以，格物当格
心中之物，拭“乌云”之蔽，复“明月”之明。

是为“格物”，是为“致（良）知”。

以此踏上人生进修之阶梯，以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知行合一读书感受篇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近日，*********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同志《论中国
******历史》一书，由***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
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京召开。******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
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鉴往事，知来者。在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重温百年奋斗
的恢弘史诗，是对全体党员的一次深刻思想洗礼，有利于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理想信念、
汲取奋进力量。党员干部要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必须要明
确重点、把握关键、知行合一，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
学有所得。

明“来处”，党史学习要“有热情”。知所从来，方知所去，
学习是知史明理的第一步。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战士在行军
的干粮袋中除了放粮食还会放几本马列小册子。毛泽东同志
说，“打完仗后，就读它一遍或者看它一两句，七看八看就
看出味道来了……”新时代背景下，学习工具更加便捷、知
识内容更加丰富，越发需要我们发扬这种“干粮袋里放马
列”的精神。当下，极少数党员干部提到学习就打不起精神，
借口“业务忙”“没工夫”，就是因为缺乏这种如饥似渴的
热情。党史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不是靠一次集中学习、几
页读书笔记就能够汲取的，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学党史的重要
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将其当做一种习惯和追求，
在常学常新、反复重温中增强理论修养。



重“吸收”，贯通领会要“静下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学习党史的重点不是“热热闹闹”地去看趣闻轶
事、逛教育基地、拍学习照片，而是要能够静下心来，牢牢
把握主题主线，深入思考、贯通领会，向历史寻经验，向历
史求规律，向历史探未来。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内忧外患中
诞生，在磨难挫折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中成长，在攻坚克
难中壮大？西柏坡为什么是******员的精神家园？张思德、
焦裕禄、孔繁森等人的故事为什么总让人热泪盈眶？党史的
字里行间，都有着最真实也最深刻的回答。在学习党史只有
结合实际学、带上问题学，才能够深刻理解中国******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才能够在追寻革命原点中倾听历史回响、在缅怀前
辈楷模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回顾奋斗历程中坚定历史自信、
在追忆峥嵘岁月中叩问为民初心。

能“转化”，本领提升要“见实效”。陈云同志在《学习
是******员的责任》中写到：“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
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
得到不断改进。”简单明了地概括出学以知之、思而笃信、
用以促行的道理。同样，观照现实、解决问题、提升本领、
推动工作是党员干部学习党史的落脚点，党员干部要在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要注重提高党史学习的“转化
率”“变现率”，不能“看过就算翻篇”“感动一下就忘”。
要力戒学用“两张皮”，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坚决听党指
挥的政治忠诚、提升履职能力的真招实策、立足工作实际的
创新实践、践行宗旨意识的一言一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锤炼过硬本领作风、鼓舞攻坚克难勇气，为续写百年华章贡
献力量。

知行合一读书感受篇三

到底什么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知”，并不是简单的“知道”。



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

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将变得格外清晰。

致胜决断，了然于心。

例如见到美色是知，喜欢上美色是行；闻到恶臭是知，厌恶
恶臭是行。

一见到美色就喜欢，没有人见到美色后，还要思考一下我是
喜欢还是不喜欢。

一闻到恶臭就厌恶，没有人闻到恶臭后，还要思考一下我是
厌恶还是喜欢。

这就表示，“知”与“行”是绝对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知
而不行，等于不知。而良知感应神速，无需等待，也就是说：
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时都能快如闪电地得出正确答案，知的
同时毫不犹豫马上去行，这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有什么威力

常听到有人说：听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
道理听过了，不代表就真的懂了。因为这些道理并没有变成
我们内心良知的一部分，没有变成我们的本能。我们不会毫
不犹豫、毫不怀疑地在极艰难的情境下去实践这些道理，但
王阳明就可以。

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率文吏弱卒，荡平江西
数十年巨寇。

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
三十五天内平定了宁王之乱。

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从根本上扫清了困扰明



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

知行合一读书感受篇四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幼名云，字伯
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汉族，明代思想家、哲学家、
文学家兼军事家、教育家。王守仁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
阳明心学后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其弟子极众，世称“姚
江学派”。王守仁的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
《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还记得一年前潘细民老师在语文课上意气风发的给我们拓展
王阳明心学，当时的我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心学”为何
物，甚至对“知行合一”的“知”与“行”也充满了疑惑，
不知道何为“知”？何为“行”？今读完《知行合一王阳
明》，方知当时潘老师的小心思——潘老师深知我们学生深
知高考的重要性，只是正值青春的我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
在面对诱惑与孤独时会表现得不知所措，甚至做出背叛梦想
的苟且之事。因为放弃远比坚持要容易得多。潘老师向我们
拓展起王阳明的心学，在那充满迷茫的惜时如金的高“三”
时光，可谓用心良苦。

比方说，你想减肥，又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你心知该写作
业了，又放不下手中正在运着王者荣耀的手机，安慰玩最后
一把，结果一把一把又一把；你知道要多读书，却开始了漫
长的追剧之旅。而如何帮助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
要做什么的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该做的，要做的，便是王
阳明心学的核心所在。

在这个美丽可爱充满诱惑与挑战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在“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中自我麻痹，但退一步讲，“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还算得上不尴不盖，至少它还带有乐观主义的色
彩。可当我们的社会中性侵、抑郁、自杀、杀人等事情频频
发生时，我们就不得不审视一下王阳明的心学的重要性了。



知行合一读书感受篇五

最开始认识王阳明是高中时期一个朋友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
本王阳明传记，当时才开始接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论。相
对于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这类唯物主
义言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眼开则花明，
眼闭则花寂”这般主观唯心观点更加吸引我。“心”相
对“物”来说灵动而富有朝气，是一个有万般可能的字眼，
一如阳明心学创造的所有奇迹。

我并不否认我国推行的唯物主义，但曾国潘、康有为、孙中
山、毛泽东的大力推崇，阳明心学影响下发动的“明治维
新”，所有的一切都无可置疑的表明，心学是一门能让人乃
至一个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学说，它绝对存在可取之处。

明朝时期理学被打造成国家意识形态，朱元璋更是将理学之
外的所有学说统统列入异端，这对于国家的管理无可厚非，
但也严重制约了国民的现象力和探索精神。在这样理学作为
绝对权威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思想家越有天赋，便意味着他
的一生将更加曲折。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将“做圣贤”
作为第一等事，立志成为孔子一般的人，他说“都是人，怎
么就不能比”，使我深受触动，我想这绝不能用“年少轻
狂”来形容，只有意气风发才是少年王阳明的代名词，也只
有他这样的性子，才能在死气沉沉的文坛界打开一扇天窗。

王阳明格竹子一事向来为人们津津乐道，朱熹的《四书集注》
是科考指定教材，其中提到“格物致知”方可“悟道”，于
是王阳明拉起好友在家中准备“格竹”，希望能悟透其变化
规律，朋友格了三天三夜，倒下了，他格了七天七夜，也倒
下了。也由此开始了对理学的初步怀疑，但由于在理学绝对
权威的大环境下，加之屡不中第，陷入迷茫、彷徨，开始怀



疑自己，空有经略四方的志向而没有施展的空间。“你们都
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地动心为耻”，道尽心中苦涩。他对
落第可以无动于衷，但不能实现圣贤的理想才是他真正伤心
之处。

刘瑾当权时期，贪赃枉法，无恶不作。许多有识之士上奏疏
抗议，王阳明也不例外，只是将希望寄托于玩性不减的皇帝
身上，便注定了失败：被贬去贵州龙场当驿丞，刘瑾甚至派
人在途中暗杀。好在阳明机敏，制造跳水自杀的假象逃过一
劫。龙场人烟稀少、荆棘丛生，王阳明某日却在山洞中顿悟，
“心学”这一学说竟就这样开创了。他当时也绝对想不到在
龙场中悟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在产生如此大的影
响，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王琼是王阳明的贵人，他们初见之时王阳明的心学已颇有一
番成就，王琼意识到这是一个能堪大用的人才，答应给他一
个平台，让他实现经略四方的理想。要知道王阳明一直
有“为万世开太平”的目标，在军事方面可谓做足了功夫，
从年少时单枪匹马私出居庸关，排兵布阵的玩闹可见一斑。
史实也证明王阳明确有超绝的军事才能：平定南赣汀漳（盗
匪），平定宁王（王爷叛乱），平定广西思恩、田州（少数
民族民变），平定八寨、断藤峡（盗匪）都是不可复制的神
话，就连日本的海军战神——东乡平八郎也对其军事思想推
崇之至，很难想象一个自小体弱多病的文人会在军事方面流
传千古。

他在剿匪之时也不忘传授心学理论，同时提出了著名的“知
行合一”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将所学的道理付诸实践，不实
践就不算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举个例子，如果看到有人摔
倒了，良知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去扶，你立刻依照良知去行动，
这便是“知行合一”。倘若你有犹豫了，担心被讹而无动于
衷，又或者心中想着借机获取某种报酬而行动，这都不能算是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而非“知道”，是每个人内心
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
所在，但多数人都无法做到，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外部世界
已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我们面对它时，首先想到的不
时光明自己的良知，而是如何来适应它，如何击败它。这诸
多的想法就成了私欲，成了乌云，蒙蔽了我们的良知。

所谓“致良知”，“心即理”是起因，“知行合一”是过程
实践，“致良知”是根本目的。

那么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致良知”呢？

不要拘泥于常规，世界运转总有一套行为准则作为参照物，
他可能是法律法规，也可能是道德义务，人们心中思虑时不
可避免的要考虑这些，这时一定要以自己的良知为主导，时
刻告诫自己摒弃贪欲，随心而动。

不要在意他人的诽谤，世界之大少不了恶人，阳明心学修的
是心，是由内而外的自信，对内心强大的人来说，所有的流
言蜚语不过是光复良知的垫脚石。

“事上练”，即注重实践，缺少实践的人遇事便手忙脚乱，
人必须通过实践来磨砺自己的心境，从而达到“湖水化成
冰”的心境，石子落下也泛不起一丝涟漪，使自己在突如其
来的事情面前也能从容不迫。

“存天理，灭人欲”，一个没有人欲的人毋庸置疑是一个强
大的人，也是阳明心学的终极目标。心学可以强大我们的内
心，使我们不被焦虑、恐惧、迷茫所困扰；使我们心念通达，
与时俱进；使我们能用更富有智慧的目光看待万事万物。

知行合一读书感受篇六

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



者”更可贵。说得一点不错，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仅是靠
心里所想的，嘴里所说的，更是要靠实践来证明的。当我们
在一条大街上行走时，总是会时不时地看到果皮纸屑躺在大
马路上，可是，又有多少人会去捡呢？最多也就是看到了，
有时冷冷地抛下一名：“没事，环卫工人会帮忙扫的。”事
实胜于雄辩，或许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事，然而这一件小小的
事，却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悲哀，也让我强有力地感受到了社
会中的“知易行难”。

再如，当曾经在你有困难时，不遗余力帮助你的朋友，现正
面临着困境时，你又会怎样？我想多数人应该也只会安慰他，
对他说：“加油“，而不会真正伸出双手帮助朋友去渡过难
关。朋友需要帮助时，你只”知“而不去”行“，更加深刻
地反映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仅仅靠说说而已，
应“知行合一”。

我们不应该只是做一个“知者“，更应该“知行合一”，让
我们90后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来抒写生
命的美丽，让行动来展现社会的道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