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崛起的读后感受短篇 乡土中国读后
感心得体会(模板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我们应该重
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
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023年中国崛起的读后感受短篇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
得体会通用篇一

很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有人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这么评论：“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
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
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确有万条
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是这段颇高的评价使我萌生
了对《乡土中国》的兴趣，果然，读毕，感触良多。

它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
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
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
面展开叙述，生动地描绘出乡土中国的基本概况。

《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
性的。”正如费老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的确具有浓
浓的乡土味。这里的“乡土味”并不是都市人眼中给乡下人
冠上“没认识多少字、听到汽车喇叭鸣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
的”的愚昧，而且经过实践证明，乡下人的学习能力并不比
都市人差，只是对于知识和城市生活规律的需要没有都市人
强烈。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
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
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基层人民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



加上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速度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
经习惯了乡土社会里安稳的生活，以致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
变迁型的社会，这个才是“乡土社会”之所以“乡土”的原
因。

费老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
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语言和文字都是表情达
意的一种工具，但是这并不是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人们
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有时候大可以不必使用文字，
表情、动作、声音都是人们独特的交流方式。除非乡土社会
的本质改变，要不然，文字下乡进程将会相当缓慢。

在社会结构上，《乡土中国》深入浅出地把社会分为西方社
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团体格
局指的是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这个架子，
而互相发生关联;而差序格局则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
的网络，费老还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
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
分子一般大家都在水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
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而所谓伦，也就是从自己推
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多发生的一轮轮波
纹的差序。当代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
局”，在办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找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
系的性质导致了许多“走后门”的现象，在官场上也导致了
很多的贪腐的现象。这一个比喻浅显而又深刻，在看待人的
私心问题上，让我感触至深。

当代社会所强调的德治依旧是源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需要靠个人的内在克制来遵守，于是
很多应该遵守的规则便成了“礼”，“礼是公认合适的行为
规范。”当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礼治”依然
存在。在农村，遇到矛盾的时候都是请一些长者或权威人士
来评评理，实在调解不了才选择诉诸于法律手段。久而久之，
也就形成了“无讼”的社会。



在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里，保守封闭的特征形成了“无为政
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即使是在当代的民主社会，人
们依旧不重视自己的权力，敷衍地对待选举活动，对政治大
事也不闻不问。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寻求政治
或者法律上的庇护。在乡土社会中，长老的生活经验是最为
丰富，因此长老具有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可惟命是从。

虽然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速度慢，但是乡土社会毕竟不是一
成不变的，当旧的社会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的时候，“名实分离”的情况就会出现。“名”是老祖
宗定下来的规矩，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所以人们只好依旧
采用这个“名”而在实际的操作上采用自己的那一套“实”。
这可能也折射出传统中国人们保守封闭的特点。

写到这里，不禁感叹费孝通先生孜孜不倦，敢于探索的精神，
虽然《乡土中国》的创造时间离现今已经65年，但是这本书
里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依然是经久不衰，对于传统中国的基层
社会本质看的如此透彻。我还要把这本著作精读几次，加深
自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

2023年中国崛起的读后感受短篇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
得体会通用篇二

对于《乡土中国》这本书，我在研一上半年的时候就听我的
同学提起过，同时我也在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但是由于各
种原因没能深刻的去读这本书。本次由于学业的需要我又来
从新的翻看的到了新的感觉，这可能就是经典著作的功效。
这里非常的感谢田田老师上课的耐心讲解使我对于本书的理
解能更深的认识。对于大家小书这类书籍我非常的喜欢，能
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多的知识，这可能就是这类的
优势所在吧。下面就是我对部分章节的读后感，如有不对之
处请大家多多指正。



一、分篇介绍

1.1文字下乡

在本次的作业中，已经有同学写文字下乡这一篇的读后感了，
但是有一句话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字下
乡这一篇在本叔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费老先生说他不
反对文字下乡，但是他同时强调文字下乡并不是代表乡下人
愚钝，不是学会了文字就变得多么的聪明。乡下人有乡下人
的好处，城里人有城里人的优点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因
为都是一样的人，大家的智商都差不多。只不过每个人的生
长环境不同所导致的。这一点非常的适用现在社会中的一些
人对于乡下人的歧视。记得有一个相声名人说过，往祖上追
大家都是农民。其实农民只不过是没有机会来接触文字，对
于文字的不理解和在乡土社会中起不到多大作用而导致的。
所以文字下乡只不过是让人学会用一种工具而已，文字的交
流语言的形成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生活。对于人们
适用工具没什么谁比谁更高级，只不过谁不谁知道的早晚而
已。

1.2名实的分离

在名与实的这篇中，费老先生深刻的分析了名与实分离的实
质。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权和不同的`社会氛围下，名与
实存在这不同的分离标准。例如费老先生说的名与实存在如
果完全相统一的状态下社会是相同的。然而这种社会几乎是
不存在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形势下，由于是地缘社会的影
响。社会的变迁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变化还是较慢的。但是
就是在这种社会中名与实也存在分离的现象。长老权力的分
解，现实与理论的分离都是名与实的具体的体现。这就让我
想到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实。从小长辈就教育我们要听从长
辈的话，有一句话我相信和多人都听过就是长辈走的路比我
们走的桥都多。这句话是用之中夸张的手法，但是也有其道
理所存在。然而在现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科技的高速发展，



尤其现在的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达，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
得多元化。在传统的地缘社会中的那种听从长辈的模式已经
发生了变化。有很多的新的问题有了更专业和更加方便的解
决方式。而相对来说长辈的那种解决问题的模式已经不是最
优的选择。那么就会产生了费老先生所说的名与实的分离。
因为我们在表面来说会遵守传统的规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
内心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1.3从欲望到需要

欲望--紧张--动作--愉快。这个类似于法则样式的公式就是
费老先生总结出来的从欲望到需要的核心。欲望是人类社会
中做一件事情的开始，社会中的人做一件事情都需要欲望来
支撑。大家肯定都听说“你做过做一件事情为了什么?为生么
要去做”现在大家都很讲求效率也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
多的事。然而在这种“为什么”中就是欲望而要达到的目的
中的初始动机。这种动机我们可以理解，费老先生在本篇中
的欲望。在乡土的社会中人们也是在欲望中生存。比如说你
可以文一个人为什么去吃饭，他的回答肯定是为了不饿，为
了美味等等....但是他们不一定都能知道吃饭的根本目的其
实是为了补充营养为了生命的延续。

1.4序言和后记

本书的序言和后记的部分乃是本书的精髓所在。尤其是本书
的序言部分非常能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出版的目的以及本书的
核心内涵。

序言和后记部分的读后感同时也是令我发难的，目前还无法
写好本书的序言和后记的感悟。下面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见解
来说明一下我自己的感悟。费老先生是一个令我崇拜和尊敬
的老者，在做学问方面有自己的独特的深刻的见解。同时这
位老者在后记中说道在年轻的时候追求学问孜孜不倦和那股
子的闯劲儿仍然值得现在的我们来学习。热爱知识，追求真



理这个是应该是每个学生进步的基本。

再看费老先生的经历，那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能不忘初心
的继续追求学术，这种精神真的是令人佩服。

在最后的后记中费老先生用很大的一部分篇幅来叙述社会学
究竟是一个什么学科，从他的笔下社会学大似像是哲学那样
包含着很多的学科分支的科学。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同时也感
受到了一丝丝的不满，是有些人对于社会学的看法认为
是“剩余的社会科学”。

二.感悟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本著名的学术著作。这本书
不仅仅有很强的学术内涵同时也非常“接地气”，能让每一
个读者能够读懂。不仅仅社会学的专业的人去读的书，同时
大众也适合读一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现在的
社会发展和传统的社会中的不同。同时也能让我们明白现在
的社会。这些差异在费老先生的书中有深刻的讲解。在接受
很多年的西方教育我们有可能忘记了四书五经，有可能不知道
《论语》等很多的传统书籍。但是从读完本书后就会发现其
中的奥秘。

对于本书，我的看法尚浅薄，有很多的地方读不明白。请大
家多多包涵。

p>

2023年中国崛起的读后感受短篇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
得体会通用篇三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记录红军的书。是一位美国人写的。
我虽然对外国人有些偏见，但对于这本书的作者是心怀敬佩
的。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
一部文笔优美，记事性强、报道性强的作品。作者斯诺真实
的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
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得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

作者斯诺向全世界真实的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
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真实情况。一个外国人，在一个
混乱的国家，深入西境，不远万里来采访中国革命者，这一
点是我值得敬佩的。

我觉得他可以去采访采访蒋介石。让他谈谈对毛主席的看法，
形象。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认识毛主席。全书精致
的刻画了红军领袖的形象，细致的描写红军领袖的故事。读
后感·读完这本书我体会到了红军与国民党的斗争多么不容
易。同时还要打小鬼子。可谓“腹背受敌”啊。这本书写的
是红军与国民党的斗争，对我们以后学历史有一些帮助。

人民起义，自有其理。中华大地，千年之余。尔等倭寇，速
速退去!

吾，自豪为之炎黄孙，来世还做华夏儿!

2023年中国崛起的读后感受短篇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
得体会通用篇四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曾经有很多国际友人
对中国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帮助，比如埃德加斯诺。

毛主席曾经说过，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个美国
记者，斯诺是第一个把中国共产党、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东方的大国有着这样一个政党，这样一
只队伍。

《红星照耀中国》的意义不只是向外界介绍了中国的革命情



况，它还是一部详尽的历史资料。

一九二七年之后，由于国民党的突然反目，血腥清洗，导致
大批共产党人的牺牲，蒋介石撕碎了伪装合作的面具，意欲
致年轻的共产党于死地。全国各地都在搜捕共产党，甚至敢
于同情共产党的行为也会导致死刑的惩罚，但是，仍然有更
多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义无反顾的追随在共产党的红旗下，
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斗争的方向是什么，并
不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了解，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的恶意诋
毁下，共产党被说成一小撮反动的暴民，而红军则是为数不
多的、衣衫褴褛的土匪罢了。

总有些人愿意追求真相，即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斯诺无
疑是这种人。

尽管心中忐忑，斯诺还是在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帮助之下，
毅然决然的踏入了这个被蒋介石政府描绘成是充满血腥、暴
力、野蛮、土匪当道的红色根据地，而他所能依靠的，只是
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

然而怀着冒险心情的斯诺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担心毫无必要，
这些红色区域绝不是国民党政府所说的那样恐怖，正相反，
在这里，有着人民真正支持、信任的政府。

由于外界的封锁和造谣，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一直不为外界
所熟知，国民党不停地在炮制他们的“恶行”，并且讽刺的
是，在多次报道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死亡的消息同时，
他们又悬赏对这些人进行缉拿。

按斯诺自己所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好奇心强、敢于冒险的洋
鬼子，但是在红色政权的所在地，他不但受到了贵宾的待遇，
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对其坦诚相见，为其的采访报道提供
一切便利条件，这和国民党的遮遮掩掩、欲盖弥彰、颠倒黑
白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和共产党、红军的接触，斯诺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成
千上万的人不惜牺牲生命而依然加入共产党，为什么红军在
人数、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够转战南北，为什么人
民群众会如此的支持着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希望，因为
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2023年中国崛起的读后感受短篇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
得体会通用篇五

一九三七年的十月，斯诺发表了《红星照耀中国》，赢得了
亿万读者，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之一。

当斯诺走进红伍时，军中的场景让他惊讶，就这一个普通的
人，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红军装，戴一
顶普通的红军帽子，左胸上衣袋中装着一个陈旧而磨亮的铁
烟盒子。他酷爱吸烟，谈笑间已经吸了几根烟。唯一让人眼
前一亮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声，似乎可以给人无穷的力量，可
以穿透一切困难、险阻。可就是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年轻人，他带动和指挥着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革命队伍——
中国人民解放军。

斯诺漫步在陕北的窑洞中，思考着，寻找着。破旧的窑洞中，
除了几件简陋的家俱，其余都是书。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
国的各种书籍，让人爱不释手。突然，他被一张挂在土墙上
的照片吸引住了，照片上的正是毛泽东，他剑眉微皱，双眼
望向远方，目光坚定而炯炯有神，神态自如，他浑身散发出
一种神圣而坚定的气质。在毛泽东的眼中，你看不到战争留
下的创伤，你更多地感受到他神情中的镇定和豪壮。多年的
战火不曾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读后感·他是一位诗人，
他的文章大气磅礴，他的思想伟大而深远，他的信念神圣而
坚定——为了让千千万万穷苦的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为了
让新中国早日建立起来，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止他，他就是



平凡而伟大的毛泽东。

如果不是他的出现，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他的文
学才华与军事才能，铸就不了这么优秀的队伍——中国共产
党;如果不是他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革命成功，何
来如今中国的国泰民安。

在斯诺眼中的毛泽东就是一个传奇，在世界历史中，大家会
永远铭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名字——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