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实践论的心得体会 实践论心得体会
(汇总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实践论的心得体会篇一

读完《实践论》我受益匪浅。

在过去的高考课本里，我们学大多数都是为了应付考试，对
于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人，学这些理论无异于纸上谈兵，
即使当时记得很牢，但是如果没有实践，你就学不会真正的
知识，因为你没有形成共鸣，而知识和经验的掌握大多来自
于亲身实践。现在你回想一下高考的知识你还记得多少。如
果现在让我们去再考又可不可以考到原来的分数呢?所以实践
是重要的。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
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
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正确的实践观。“自觉投身社
会实践中去”，相信这也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的一个要求，同
时也是我们进步的一个最好手段。所以，在实践中进步，从
现在开始。

《实践论》论文的语言不仅直白生动，还准确。对于论文而
言，语言的准确性是第一位的。通篇用的都是常见的词汇，
但却十分精确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思想内涵。比如说，“秀才
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些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
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
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
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
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
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
变各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
而理解它们。”简洁精确的例子把要说的问题一语道破。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
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
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
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
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
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实践，不论是怎样的工作都离不开
实践，实践出真知!

实践论的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段：引言（200字）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它告诉我们理论
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我大学学习生涯的最后一节理论课上，
教授讲述了实践论的核心观点，引发了我对理论与实践关系
的深思。通过读实践论，我得到了许多启示和体会，进一步
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第二段：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灵魂（250字）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强调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灵魂。这使我深刻
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正如实践论所说，只有正确的理论才
能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作为一名大学
生，我们不能只追求实践，更要注重理论的学习。只有通过
学习理论，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实践的方向和目标，才能够更



好地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段：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300字）

实践与理论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
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当具体问
题出现时，我们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并进行修
正。实践不仅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而且还促进了
理论的发展。经过自己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理论不能脱离
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第四段：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300字）

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是通过对实践的总结和
概括而得到的，实践是理论应用的具体体现。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理论。在学习实践论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就
只是空洞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才能发挥理论的
作用。

第五段：结论（150字）

通过阅读实践论，我进一步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关系，
更加明确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灵魂，
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只有在实
践中运用理论，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因此，在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自
己的实践能力，不断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为实践贡献力量。

实践论的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按照省厅和警令部“三读”活动的安排和要求，我认
真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受启发，总有一种清新之
气如春风般扑面而来的感觉，除了因一些旧事远去的生疏感



外，并不觉得烦难。

《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认为，不懂得哲学的
人，是无法深刻理解事物的，没有哲学思维功底做铺垫，也
是无法进行事物抽象思维的，因此，认真学习哲学十分必要。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之所以以“实践论”为题阐述认识论问题，
有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首要和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特征。
二是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轻视实践，造成中国革
命的严重损失，用实践的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具有现
实针对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
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
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
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
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
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
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正确的实践观。“自觉投身公
安工作实践中去”,相信这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民警的要求,
同时也是新时期公安工作发展的需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
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
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不但通过实
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真理又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所以要
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真理。公安工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
当作教条，不能用理论去切割事实，而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地
验证、修改、补充、完善工作机制，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



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
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
度。”这是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在公
安工作中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
路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
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而
主观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主观能动地指
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因此，对工作对
象的认识，就不能满足于经验层次，而要经过思考、实践，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求得理性认识，
总结规律性。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正是在长期、细致的实践中，
达到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状态。

只有在公安工作中大胆实践，才是我们对于公安工作认识的
真理性标准。毛泽东同志对于这句话给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诠
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
于是认识被证实了，如果达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
败中得到教训、改正思想，然后取得成功。

少数民警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从来就不是少，而是机会来
了我们没有信心和能力抓住它。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
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经验，这样当机
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我们要抓紧机会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做有准备的人。

《实践论》谈到，“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
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
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
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说法看似平淡无
奇，实际上正是许多人忽略了的真理。

《实践论》引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有着极为深远
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



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成功，
在实践中得到经验。

实践论的心得体会篇四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著作之一。毛泽东同志
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
深刻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在读完《实践论》全
文之后，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
解。

《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的过程却始终不
离开认识。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系，从而更能深刻
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

《实践论》首先说明了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人的社会实践其内容正是生产活动、
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因此认识对社
会实践同样有着依赖关系。

通过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人的认
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

首先，认识来源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自身的感
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联系，即
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抓住
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识达成飞
跃，成为理性认识。而认识的飞跃，是绝对不能离开实践的。
认识的不断深化，无不基于实践这一基础。

但是，认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
因而认识来源与实践，并要回归实践。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
动，在获得理性认识之后，还有更重要的过程，那便是从理
性的认识到指导实践又一个飞跃。通过得来的认识指导实践，



并且在实践中检验的发展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继续。

认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到证实之后，人们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
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运动便是完成了，对于过程的推移来
说认识并没有完成。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也
会跟着变化发展，所以，认识同样要不断变化和发展。

于是，我们得出，在单个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
内的认识中，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
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
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论》不仅深刻而又系统地论述了认识与实践密切关系，
同时也对一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给予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使
我深受启发。

关于人们在面临新的实践活动的信心问题。通常人们都不愿
在没有把握、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去进行某种实践。在《实践
论》的论述中，谈到了一个人的勇气与信心跟他对工作的内
容和环境有没有规律性的了解直接相关。这对于我们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在学习、研究以至将来的工作都会面临
各种机会与挑战，而对于面临的实践活动我们的了解程度直
接影响我们的信心。许多人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的。我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
经验，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
于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
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
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收
获成功。



实践论的心得体会篇五

作为一名学生，我们不仅需要学习理论知识，还需要将其应
用到实践中。为了更好地了解实践的重要性及其应用方法，
我选择了研读《实践论》这本书，并在此过程中深深感受到
实践的力量和价值。在本文中，我将分享我对这本书的理解
和心得体会。

第一段：对实践的新认识

在读完《实践论》之后，我对实践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书中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之一，是人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实践不仅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
识，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用这些知识，真正做到“知行
合一”。例如，我们学习了如何写作，但不经过实践练习，
我们很难真正掌握写作技巧。因此，实践不可或缺，是我们
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段：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

书中强调了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并
推动着理论的发展。同样的，理论也是实践的指导，为实践
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例如，我们学习了数学公式和概念，这
些理论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实践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也能够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因此，实践和理
论的相互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段：实践的价值

在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还
可以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例如，我们学习了科学
知识，但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是无法真正理解科学原理的。
只有亲身实践，体验科学现象，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科学知
识。另外，实践还能够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沟通能力等实际技能，这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是有益的。

第四段：实践的方法

在实践中，要想实现知行合一，需要掌握一些实践方法。首
先，要有计划性，明确实践的目标和路径。其次，要不断总
结、反思，及时调整实践方案并完善实践结果。此外，还需
要注重反馈，了解他人的看法和意见，以便更好地进一步改
进。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实践，促进实践的有
效性和结果。

第五段：实践与个人发展的关系

实践是我们个人成长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实践，我
们可以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发掘自己的潜力，并提高个
人素质。另外，实践还可以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基础，帮
助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从事各种职业。因此，实践的
重要性不容忽视，必须深入学习理解，并不断加以推广。

总之，通过研读《实践论》，我深刻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和
价值。实践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必经之路，需要我们不断地
去探索、去实践。只有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我们才能
做到知行合一，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我相
信，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更加注重实践，将所学知
识应用到现实中，并不断优化自己的实践方法和思路。

实践论的心得体会篇六

实践，是人们获得成功、迈向成功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实
践论”，则是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体系。作为大学生，在学
习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精研理论，更要亲身体验实践。而
研读“实践论”，正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下
文将结合自己的学习体验，分享关于“研读实践论”的心得
体会。



第二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一致、相互统一的。“实践论”所传递的
核心思想归结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与“实践
优先”等实践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在研读论文过程中，不仅
深刻理解了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统一性，更得以了解如何在实
践中从理论层面来解决问题。对于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这
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践行“实践论”的思想和方法，更
好地了解和利用学习中得到的知识和技能。

第三段：实践的重要性

实践不仅是检验理论的标准，更是获取新知识、经验和技能
的平台。我们在校园中学习到的很多知识，如果不及时转化
为实践中的能力和成果，就只能浪费和遗忘。因此，在实践
中充分运用理论，不断尝试、反思与创新，不仅有利于巩固
习得的知识，更能够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实践能力。因此，作
为一名学习者，要时刻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各种
形式的实践活动，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用于具体实践中。

第四段：创新的驱动力

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积极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
是要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动性。正如“实践论”所倡导
的“实践与理论的相互统一”，我们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创新，并将创新的思路与实用的方法相结合。而这种创新的
能力，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锤炼和提高。因此，作为大
学生，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探索创新的方法和
思路，让实践成为自我发展和创新的驱动力。

第五段：总结

通过“研读实践论”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对理论和实践的关
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创新的驱动力也



更加明确。作为大学生，我们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应将
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和成果。只有在实践中不断锤炼、提高
和创新，才能真正成为成功的人士。因此，我们应当积极探
索实践，努力提高实践能力和素质。

实践论的心得体会篇七

1937年7月，正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教条主
义和经验主义，误导了党和军队的革命决策，严重妨害着革
命的发展。毛泽东就是为了揭示这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危害，纠正当时党和军队的错误指导思想，突出阶级斗争和
民族斗争中实践的重要意义，而写出《实践论》。

《实践论》开篇就批判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
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
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
依赖关系。”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革命的
特殊情况而得出的评价。同时，《矛盾论》又讲到“马克思
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
理的道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领导，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全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内的部分先进的思想分子和革命战士根据马克思思想在中国
的传播运用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说明不能将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教条化和经验主义。

在阐述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时，毛泽东首先说明了马克思主
义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泽东承认生
产活动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同时又提出了“人的社
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
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
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这样的一种观点纠
正了一些人狭隘的实践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
为迷惑中的人们指明了参与社会实践的方向。



有人说毛泽东的《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
的过程却始终不离开认识。确实如此。毛泽东在“哲学就是
认识论”(1964年)就说过，“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
系，从而更能深刻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关于从实践到感
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
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
认识论。”在整个《实践论》中，毛泽东都没有脱离认识而
独写实践。

认识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讲知行一致同样需要建立
在认识的基础上，而实践在认识的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首先，认识来源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
自身的感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
联系，即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
人们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
识达成飞跃，成为理性认识。再而， “认识有待于深化，认
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 ”，认识的飞跃，是绝
对不能离开实践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无不基于实践这一基
础。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
的认识，以及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战争的认识等等皆是如此。

“认识——实践——再认识”是《实践论》的实践路线。认
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因而，
就认识而言，它是为实践做准备的，它是为实践服务的。实
践的成功与否既知行能否一致很重要的就是在于是不是很好
的运用了认识的成果。古语云，“吃一鉴，长一智”若长一
智的是别人，就有必要听听老人的意见了，“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在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对
于这句话给了一个深刻准确的诠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
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于是认识被证实了，如果达
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思想，



然后取得成功，此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失败者成功
之母”。 邓小平上台后的一系列实践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的
诠释是正确的，知行一致也在此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实践出真知。《实践论》谈到，“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
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
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生活也是实践。
人们是在学车的一次次跌倒和爬起中体会到如何掌握方向、
如何保持平衡、如何将自己推向前方的;人们是在一次次演算、
一次次试验后将卫星送上太空，把民族力量推向高峰的。

《实践论》是毛泽东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于指
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都有
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实践论可以给青年尤其是“80后”或成为
“泛90”的当代大学生以重要启示和指导。在学习上，要多
动脑勤动手，比如我们学英语，因为说得差而不说，总是把
话放在心里念，一个个“哑巴英语”我们就不可能说好英语。
在与人交往中，要真心诚意，客观的对待他人。以后参加工
作，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积极参与。许多事物，必
须我们亲身实践才能得到真实的、正确的感知，才会知道葡
萄不仅有酸的还有甜的，才能经得住实践的考验，做到知行
一致，。以旁观者的心态，是不能学到东西的;以纸上谈兵的
方法开展工作，只能造成挥泪的结局。知行一致，需要实践
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