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人的价值 人的潜能和价值读后感
(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论人的价值篇一

有句流行语说“清风吹书读哪页”。在我，这“清风”主要
是兴致与心境。

这是一本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人的潜能和价值”讨论的论
文集。主要选录了马斯洛有关人心理学价值观点的文章。作
为人本心理学现在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心理治疗家和教育改
革家罗杰斯的文章也有大量选录。另外还有心理分析社会学
派代表人物弗洛姆，机体论或整体论学说的代表人物哥尔德
斯坦等人的论文。回到了以前写读后感的感觉，没有为写论
文找材料的那种功利主义倾向，不去理会个别难缠的概念,反
倒领略不少趣味。滋举一二，与大家共同分享。

马斯洛在致力于研究真正健康的、高度发展和成熟的、自我
实现的人时，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没受过教育的家
庭妇女却是奇妙的厨师、母亲、妻子和主妇，花很少的钱让
自己的家十分美好。她做的饭菜堪比盛宴，她在台布、餐具、
玻璃器皿和家具上的情趣总是别出心裁。她在家务的领域，
全是独到的、新颖的、精巧的、出乎意料的、富有创造性。
马斯洛说，“我从她那里以及像她一样的其他人那里学到：
第一流的汤比第二流的画更有创造性。”他的意思是，创造
力，不专属于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科学家或发明家，创
造力是出生时就被赋予所有人的、或大多数人的潜能。这些



固有的基本特性，由于人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就被掩盖、
或被抑制而大多丧失了。做自我实现的人，就是要重新激活
或找回这种潜能。

而奥托则说，“据我最近估计，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
只占他全部能力的百分之四。”可能吗？怕你不信，奥托启
发说：你也许记得你的金色童年。当你走出房门，空气是何
等的新鲜，万物的颜色是何等的灿烂！你也许有如此体会，
父母走进屋子，一言未发，然而你已经预感到他们将说什么，
什么事情将会发生。这种感觉的能力到我们成年后就逐步消
失了。在未开化的部落中，在新近对自主神经系统的科学研
究中，都能找到人类潜在能力的证明。在正常情况下工作的
人，一般只使用了其思维能力的很小一部分。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活在经验之中，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粘住”或
“冻僵”了不少的人。陈规旧习阻止我们接受新体验。如果
你想提高自己的能力，挖掘更大的潜力，就要敢于接受新挑
战，让新的经验和信息输入，“重新写你的历史”。

顶尖潜能学家安东尼罗宾说的好：“更好地发挥潜能和你的
价值观是分不开的。许多人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去做自己不
愿意做的事，这就是他们不能发挥他们潜能的原因。”该做
老师的人做了企业家，该做企业家的人却跑去当老师；该做
管理员的跑去做推销员，该做律师的跑去当医生，应该做医
生的却自己创业做老板——这种入错行的人太多了。他们注
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能激发潜能的生活。马斯洛说
过：“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诗人写诗，如此方能心安理
得。”每个复杂的体系，不论它是一部机器，或是一台电脑，
其各部分的结构都得协调一致，相互支持，方能达成最佳的
运作；如果各行其是，没多久便会停机。

人类也不例外。我们的行为若无法与内心最重要的愿望相符，
那么便会在内心产生对立，成功也就遥遥无期了，更甭谈什
么发挥潜能了。如果一个人正在追求某件东西，但在内心里
却与是非黑白的信念相冲突，那他就会陷于内心混乱的地步。



我们若想发挥潜能，若想能改变、成长、兴盛，就得清楚自
己以及他人的法则，同时确实知道衡量成败的标准。否则，
我们只是个富有的乞丐。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在具体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
识：人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对整个人类以及每个人说来是更好
的世界。《人的潜能和价值》，意在激发读者自觉发掘自己
的潜能,攀越生命的高峰。该书内容丰富，与其他心理学著作
相比，语言也不算晦涩。细读一遍，犹如做一次心理保健。
写到此，自己感觉到庄严，同时更感受到心底深处的悲哀，
我又挖掘了自己多少的潜能呢？我的价值又是在很好的实现
吗？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希望能和大家共勉。

论人的价值篇二

烈日炎炎，30多天的高温，透蓝的天空，悬着火球似得太阳，
云彩仿佛也被烧化吞噬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总算，傍晚时
分云彩重生般地再次出现，带着些许微风，看着花坛中曾经
万紫千红，昂首挺胸的花儿到如今的萎萎焉焉，垂头丧气，
心中也黯然了不少，再无欣赏之情，正欲往回走，眼角一瞥，
猛然看到那绿叶丛中的一抹粉色凤仙花的身影，重重叠叠的
小花瓣，似乎一碰就会碎，一晒就会枯萎，却不知她只是外
表柔弱，内心坚强，在如此酷暑中，面对众姐妹的纷纷倒下，
依然用她的姿态挺立在世人面前，那身影让我的视线模糊了，
与一个瘦瘦弱弱的小女孩身影重叠了。

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中，背负着自然与社
会给她的`一切不幸，只是她从不认命，拒绝接受世人给予她
的卑微地位，在辱骂中，她没有自我摧毁，更没有在侮辱中
沉沦，种种不幸使她更为坚强，在坚强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被校长污蔑为撒谎的坏孩子，她悲愤，可苦于太过弱小，所
以她就更为坚强努力，化悲愤为力量，学习飞速猛进，并且
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理解。还记得她对好友海伦伯恩斯说的：
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回击，教训教训



打我们的那个人，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

在面对罗切斯特先生的时候，她亦是如此坚强，保留着自己
的尊严，她不应低人一等的地位而感到卑微，不敢于去交谈。
她在用灵魂与罗切斯特先生交谈，。在结婚前得知了罗切斯
特先生有了妻子，简爱无法忍受，不仅仅因为被欺骗了，还
因为她的尊严被践踏了。她有她的尊严，有自己应有的价值，
所以，她离开了，纵使深爱着，心中再三不舍，担心罗切斯
特先生发现自己被抛弃后会有多绝望，可她不会抛弃尊严，
抛弃原则来爱。

而后的某一年，某一天，简爱抵不住对罗切斯特先生的思念，
那个刻在心中的男子，再次回到了特恩费得，以前的华丽庄
园付之一炬，呈现在惊讶的简爱的面前的只是一座废墟了，
而罗切斯特先生在火灾中为了救活着却无爱，已疯的前妻，
毅然决然地在救出仆人后，再奔回火场，不想造成了自己双
目失明，一手残废。简爱感动了，为他的重情重义，全身心
的爱再次投入了他的怀抱，同时也得到了她的尊严，实现了
她的价值。

简爱展示于我们的人的价值=尊严+爱+坚强深深震撼了我。在
如今，江湖奔涌，鱼龙混杂，总有那么一些人，被金钱蒙住
了双眼，熏黑了良心，官员贪污受贿，官官相护的事例历历
在目，在穷与爱，富与不爱之间选择富与不爱，在困难面前
萎萎缩缩，试图依靠金钱摆平，在尊严和金钱间将尊严踩在
脚下。数不胜数，像简爱一般的纯净坚强，坚守原则，尊严，
义无返顾的爱却已是像天空中的一轮明月如此珍贵。

简爱带给我们一种返璞归真，义无反顾的追求，全心付出，
不计得失的简简单单的感情，如一杯冰水，净化着大千世界
中迷失沉沦的心，唤醒人们心中最纯真的爱，最初的坚守！

愿阳光鲜花中，走出更多的简爱，愿更多的人会谨守人的价
值=尊严+爱=坚持！



高二:高清佳

论人的价值篇三

《人的潜能和价值》，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
马斯洛，1968年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33年在
威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心底深处反复
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怎样才能接触到隐藏在表面行
为下面的真正的我？我如何才能真正变成我自己？”最常见
的使人沮丧的情景是一个人不能根据其选择或意愿而成为他
自己；但最令人绝望的则是“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
本身的人”。另一方面，“与绝望相反的情景就是一个人能
够自由地真正成为他自己，”而这种自由选择正是人的最高
责任。所谓变成自己，就是要去发现存在于不断变幻的经验
中的模式，或内在秩序，而不是把经验纳入某种轨道，变成
某种伪装或面目全非的结构。“变成自己”的意思就是去发
现存在于自己的感觉和反应中的统一与和谐。真正的自我应
该在一个人自己的经验中自然而然地找到，而不是强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在具体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
识：人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对整个人类以及每个人说来是更好
的世界。《人的潜能和价值》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潮，意在
激发读者自觉发掘自己的潜能，攀越生命的高峰。

论人的价值篇四

《人的潜能和价值》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人的潜能和价
值”讨论的论文集。主要选录了马斯洛有关人心理学价值观
点的文章。作为人本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心理治疗家
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的文章也有大量选录。另外还有心理分
析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弗洛姆，机体论或整体论学说的代表人
物哥尔德斯坦等人的论文。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约四十余万
字，林方等编译，1987年华夏出版社出版。



现在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认为，人脑有上千亿个细胞，其
中98.5％－99％的细胞处于休眠状态，大约有1％－1.5％的
细胞参加脑的神经功能活动，这说明人的潜能有极大的发挥
空间。《人的`潜能和价值》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人的潜
能和价值”讨论的论文集。主要选录了马斯洛等有关人心理
学价值观点的文章。这本书中收录了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该理论在心理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影响很大。本书
是希望开发自身潜能和价值的同学所必读的一本好书。

论人的价值篇五

《人的潜能和价值》收录了马斯洛、罗杰斯、弗洛姆的三十
多篇论文成书，是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
之一。这套文库还包括弗洛姆《爱的艺术》、马斯洛《动机
与人格》、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
会起源》、佛洛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阿瑟.
奥肯《平等与效率》、彼得.布劳《社会生活的交换与权力》
等几十本书。这套书也印证了八十年代是思潮奔涌、渴望知
识的光辉岁月。

书的扉页上写着“复旦中文徐欣88.3.6”，书里画了些横杠，
加了些“性本善”、“人是实在斗不过自己的”之类的点评，
书的定价3.85元。当时我每月的贷学金即生活费是30元，花
将近四天的生活费买的这本书当时应该是读过的。只是时间
久了，印象模糊，现在翻出来重读，发现写得太好啦!我怀疑
当时没读懂，如果读懂了，过去的二十多年不会那样过，现
在的我也应该不是现在的样子。现在能读懂也行，希望二十
年后不后悔哦。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五、六十年代的一个心理学派，代表
人物是马斯洛、罗杰斯，在西方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
实业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一种强调人的尊
严和价值的多学派的松散联盟。马斯洛强调从人的存在的本
来面目看人，罗杰斯认为在完全成为你自己时，你会感到和



别人更亲近而不是更疏远。对自身潜能和价值的自知或“自
我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克服自身的弱点，使自
己的道德意识变得更坚强。健壮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体力，
有爱的能力才有爱的需要，有智力必然趋向智力的发挥或进
行创造活动。

弗洛姆说：“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二十世纪人死了。”这实
际上代表着人本心理学对近代传统心理学中贬低人性倾向的
强烈抗议。

任何世界观的最终根源都是生活本身。

只有拓展自己的力量，过生产性的生活，人才能使自己的生
存富有价值意义。

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
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
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

自我实现的人(即更为成熟、更为完满的人)的定义是：在他
们的基本需要已得到适当满足以后，又受到更高层级的动
机——“超越性动机”(metamotivations)——的驱动。

能够听从自己是听从别人的先决条件，充分地理解自己是使
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必然前提。

对人格来说，成就是第二位的。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强调的是
性格的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自发性、明晰、整合、
自我认可，实现最完全的人性，或实现这个人的“存在”。
一个存在的自我肯定愈强有力，它容纳非存在的能量亦愈强
大。

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如何才能真正变成我自己?



我不再装着处处顺应别人，不再玩世不恭地否认一切感情，
也不再披上理智的外衣，我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充满感情的、起伏变幻的生命过程。一句话，我我变成了一
个真正的人。

一个真正的人的特点：开放地对待自己的机体经验;相信自己
的机体是感知生活的最佳工具;承认自己有责任做一个有独自
特点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流变的前进过程，并
力图在这个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自我的新内容。

心理上的自由人的运动方向是成为一个充分发挥作用的人。
他更有能力体验他的全部感情，对他的任何一种感情都不感
到那么害怕。他坚持要成为他自己，并因而发现他具有健全
而又现实的社会性。

“美好生活”定向过程的人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他能够创
造性地适应新 的条件正如适应老的条件一样，他将成为人类
进化的合格先锋。人的基本属性自由发挥作用时是建设性的，
可以信赖的。当他变得更完全成为他自己时，他将变得更现
实地社会化。极其令人兴奋的人世间的事情是：当个人取得
内在的自由时，他就会选择这一形成过程作为美好的生活。

最后，是高峰体验：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他们沉浸在一片纯
净而完善的幸福之中，摆脱了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
和怯懦，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悄然消逝，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
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

最最后，据估计，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只占他全部能
力的百分之四。

好了，懂了吗?二十年后再相见，看看你变成个什么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