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 实践论读后感
(优质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一

初看毛泽东的实践论，我看了很久，不是因为难懂，而是里
面的许多观点让我联系到了自我的人生发展中遇到的一切及
自我将来发展的道路。

且更坚定而亲身体验到了，生活活动是有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最终人的本事到达必须高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生
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的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
然界，还是社会，也是一步一步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
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认识到这一点，并与人生发展
类比，使我更有勇气去发展自我，因为那里有哲学的观点做
支撑，无论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多少困难，发展由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只要把握好每一个经历和体会，善
于实践人生。

生的靠不住的东西，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发展到理性阶段。
这次四级考试我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这样很容易
构成唯物论中的唯心主义。这次失败，我要从理性上充分认
识，仅有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机会经过。列宁同志说过，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把四级考试当作革命，也就
是没有考四级的理性认识就没有考四级的成功结果。那些存
有侥幸心理，甚至作弊的学生都将因为缺少理性认识而没有
实在的实践而失败。

最近我最终把自我的人生发展计划好了。经过一年多的苦思



冥想，根据自我的实际情景，我认为切实际。但现想起，那
计划是否一成不变，是否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看了实践论的
基本思想，使我认识到我的人生计划其实会在不远的将来变
化不断，一切仅有靠自我去协调好，掌握发展趋势。毛泽东
认为人的认识会受到很多限制，就是这些限制才会导致我们
的预期的目的没有定论。我们仅有随情景的变化而急速变化，
时刻做出与事实相符的任务和工作方案，并努力纠正发展方
向和发展趋势。比如这次考试是我计划中的关键步骤，失败
了仅有等明年，所以我必须再次调整我的计划，或推迟以后
的计划，或在某一时段加大计划量。一句话，实事求是，具
体情景具体计划。就毛泽东说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
知和行，要构成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总而言之，人生的发展类似社会的发展，他们有着共同的属
性，因而有着类似的发展规律，我们在人生的发展道路上，
坚定辨证唯物论的知形统一观，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反复的发展形式。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二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你有什么总结呢？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
读后感了。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以下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管理的实践》读后感-读后感，欢迎大家借
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管理的实践》是彼得·德鲁克先生于1954年出版的一本管
理学著作，用他自我在序言中所介绍的，他认为“这是第一
本真正的‘管理著作’，是第一本视管理为整体，率先说明
管理是企业的特殊功能、管理者肩负了明确职责的管理书
籍”。并认为“这是那些准备只读一本管理书籍人士的选
择”。



德鲁克先生在本书中，首先介绍了管理的本质，之后针对企
业、管理者、员工和工作这三个企业管理的资料重点介绍了
管理的结构，最终归结到“当一名管理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样一个问题。德鲁克先生在书中强调了“企业的目的是创
造顾客，企业的主要功能是营销和创新”这样一个观点，这
同通常情景下我们所认为的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利润比较起来，
的确大相径庭。德鲁克先生认为，“利润只是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约束条件，远远不构成企业存在的目的“。但他同时承认
“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利润才能经营，这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
职责，也是企业对自我和员工的首要义务”。虽然我还不能
充分理解他这一观点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可是我很喜欢他的
这一说法，因为这让我感受到企业的存在具有了蓬勃的朝气
和精神层面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冰冷的数据和经济价值。

彼得。德鲁克先生在本书中阐述的另外一个与我日常工作切
实相关的资料是企业对员工和工作的管理。他认为“人类在
精神和心理方面都需要工作，如果不工作，大多数人都会面
临精神和身体的崩溃瓦解。所以管理层的任务是激发员工的
工作动机和参与感，唤起他们的工作欲望”。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企业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还过得去的绩效，企业需要
员工充分发挥潜能，达成绩效。员工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能有
所表现的职务，他需要的工作必须能为他的本事和才华供给
的发挥空间，给予他的机会持续成长和表现卓越”。所以，
他主张“员工能做的规划越多，就能为自我的工作承担越大
的职责，所以生产力也就会越高。如果员工总是听命行事，
那么只会对工作造成伤害”。

彼得·德鲁克先生经过这种角度说明了企业经过这种管理方
式，即让员工在工作中具有更多发挥自我主观本事的机会，
并且让员工能够看得到自我的工作与企业发展的目标之间产
生实际的联系，实现企业和员工以及员工的工作之间在工作
目标和切身利益上的统一，最终就能够实现企业管理的目的。
也就是说，如果员工在自我的工作中能够发挥的自由空间越
大，员工对工作的热情也就越大，因而工作能给员工带来的



成就感也就越强。由此我想到在团队工作中，作为中层管理
者，在指明工作目标和工作程序之后，我也应当有意识的为
自我的团队成员留出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团队成员能够
有机会和余地规划自我的工作进程，并以自我的节奏和方式
努力达成工作成果，进而获得工作中的成就感和个人专业技
能的提高。就像彼得。德鲁克先生说的“员工对企业的要求，
在基本的经济报酬之外，就是自我实现。员工在企业中感觉
到自我的本事提高、地位实现，做完成的工作对企业具有意
义，也就是实现了工作成果”。

彼得。德鲁克先生的这本《管理的实践》，对于我这样对企
业管理实践不深入的人来说稍显枯燥和晦涩，但他朴实的语
言以及书中所列举的企业管理的成功案例，的确让我对自我
日常工作中所见到的、所感受到的企业管理的过程和片段产
生思考并有所启发，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那些理论让我对自
我日复一日重复工作背后的意义有了一个更合理的观察和思
索的角度，并把自我以前无意识的管理行为转化为有意识的
管理实践，在带领团队实现工作目标的同时，也为团队成员
和我自我的自我实现做出具体的努力。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三

不知不觉，我就把整篇文章看完了，当然受到文章的强烈震
撼。这的确是篇情理兼备的文章。读完后，我既有文学上的
美感，又有哲理上的收获。我个人觉得，它给我几个比较重
要的启示是：

1、实践的必要性和首要性。这其实是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
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这么多年，这个观点还是应该不仅深深
留在脑里，还时刻提醒着我们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凡事须
躬亲、力行之。

2、有了实践便有了认识的需要和发生，但是，认识更要比实



践进一步。即文章说的，要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上做工夫。
通常我们会被大部分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现象材料所迷惑。
这时，就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忘亲身实践，在
一大堆材料中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这种能力在以后的工作
中也犹为重要。

3、实践对实际的依赖。实践是实际情况的需要，所以实践要
完全立足于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产生正确的依据和评估，
进一步得到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不断的将正确的理论运用
于再次的实践中。所以，尽量营造成一个实践、认识、总结、
再实践的良性循环。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四

“我不是教你诈,是教你认清人性。不可因为他们的好,忘了
他们的坏;不要因为他们的恶,忘了他们的善。”看完这段序
语,顿觉触目惊心,不禁深感触动。为刘墉的幽默而倾倒,为他
的勇气而深感敬佩,更为令我崇拜的是他的人生观。这是一本
针对当今社会现象所写的书。每个故事都可能切中时弊,每个
分析都可能深入人心。它的目的不在于立刻改变什么,而是希
望慢慢产生深远的影响。俗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
即文章。这本书就是教你怎么洞明世事,如何练达人情。

泄漏天机的人，易遭天谴，打听天机的人，易招人怨；

留三分余地给别人，就是留三分余地给自己；

当“哥儿们”有一天当上了警察，原来的哥儿们就不再容易
是哥儿们了；

跟主子穿一条裤子，打出天下的臣子，常第一个被杀掉；



当别人叫你往前站的时候，先看看是不是正有子弹飞来；

人性真的这么悲哀吗？好人为什么会常常中圈套呢？

而当我再把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细细咀嚼；将一则则后
记，一一思索。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世界。

有一位读者曾经感谢刘墉说，他在人生最想不开，甚至要寻
死的时候，看了他的书，才发觉不该只怨自己倒霉，其实这
个世界，本来就有着各种防不胜防的人与事。

他的情况，大概就像得了重病的人，站在健康人中间，会怨
自己命苦。到了医院，才发现四周站着躺着的，全是像自己
一样苦命人。

为什么不正视这个世界呢？为什么不接受这本书中所说的呢？
其实这本书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踏上社会的青年，更具有指导
意义。学校里有许多老师教我们作学问，却少有老师指导我
们处世的学问。

都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这句话说
得真好，问题是等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们的
生命恐怕已剩下不到一半了。所以把人世的艰难和人性的弱
点呈现出来并不可怕，那只会使我们更看清世界、更了解人
性、更反省自己。

书中的故事尽管辛辣，却很生活，更实用。几乎每个故事中
的角色，都可能是身边的人，或我们自己。刘墉更是从自己
丰富的生活中，整理出经验，幽默中有着血泪。

《我不是教你诈》或许能提供给现代的青年人一些智慧，使
他们更圆融、更成熟、更坚强，并在见到人生的各种怪现象
时，更能冷静地面对。套用刘墉的一句话：“我不是教你诈，
是教你看清世事；是教你更技巧地坚守原则；是教你保护自



己，且在风雨狂澜中，作个中流砥柱。”

“我不是教你诈，是教你看清世事；是教你更有技巧的坚持
自己的原则；是教你保护自己，且在风雨狂澜中，做个中流
砥柱。”的确，我们需要更看清这个现实的世界，更了解人
性的弱点，更反省自己，才能懂得更加冷静、坚强地面对，
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

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我最近读的《我不是教你诈》，此书把
一些妇孺皆知的成语演绎成了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注意的平常
故事，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很少被想到，如 “防微杜
渐”、“有备无患”、“三思后行”等等。就是这一篇篇短
小精悍的文章及其后记，让我了解到平常无法接触到的人性
的弱点，人性的.悲哀。

其实仔细想想,几乎每个故事中的角色，都可能是身边的人或
我们自己。书中提到这个世界上，很难说有永久的朋友和永
久的敌人。当原来的“互利”变成“互害”，在利益上有了
冲突，则原来的朋友可以变成敌人；当原来的“敌对”变
成“共荣”，在利益上可以结合，则原来的敌人可以成为朋
友。这是在教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在批评任何人之前，都
应该想想，是他这个“人”与拟对立，还是因为他今天的职
位和立场，使他不得不与你对立。进一步想，如果有一天，
他卸下这个工作，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所谓的“对
事不对人”。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有眼睛会看、耳朵
会听。一个人似乎没有良知，也似乎不看不听，很可能不
是“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处的“位置”。一个成熟的人
一定要知道在看别人立场的时候不可忽略那个“人”，绝对
不要用自己的立场否定“人”，或否定“人性”。 因为有一
天，你也可能换成对方的立场。正所谓的“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说不定那时你就会了解对方的苦衷，给
别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书中讲述了很多职场上的明争暗斗，教我们如何来看清世事，



如何处理才算圆满。也许你会觉得我们现在还在学校，没必
要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愿卷入工作环境中的尔虞我
诈中，可事实却是我们和其他人身在同一条船上。在职场上
发光发热，除了必须具备专业技能外，更重要的许多隐藏着
却影响自己走向成功的能力，如性格、情商、社交等。也许
多人认为，只要自己专业技术过人，工作脚踏实地，不惹事
生非，总有一天会得到领导赏识的，但最后结果往往事与愿
违。专业技能只是在我们初入职场的时候有利条件，可在日
后的工作中，考验的是我们的应变能力、协调能力等，所以
真正能让我们更好的发展的能力的是智能。

在生活上，面对人情世故时，这本书也是不错的良师益友。
我们应该认识人性的弱点。的却，人性生来就是善良的，但
是通过后天不断的变更生活的环境，对事物的看法肯定也会
发生很多变化。所以，适当的保持着防人之心是必要的！不
是在教你诈，只能告诉你：你可以不丑恶，但你一定要知道
丑恶！同时，在考虑事情的时候，情多方面的去考虑！我们
应该保持心态的单纯但心思一定不可单纯！因为人生无时无
刻在发生着变幻，有时会让人措手不及。可贵的不是你如何
能去预知这变幻，而是你能及时的去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幻。

读这套书可以总结出几点：其一，害人之心不可有很容易做
到，关键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比较难做到，具体说应该是
时时刻刻的警惕着比较难，在某些地方碰到了某些人遇到了
某些事，真的是多考虑一步就会让你受益匪浅；其二，人都
是利己的，分析别人的行为时，要以这个为前提，自己做事
也要以这个为前提，否则你将为世人淘汰或者白眼观看，当
然，我并不是说不做好事，做好事可以满足人的慈善的本质，
也算是利己的；其三，想让自己成功，就必须得了解人性，
得懂得怎么做人，得为别人着想；其四，别人把最好的东西
交给你，令你感激涕零，但是你也要想想为什么给你，凭什
么给你？你是真正年轻干练，足当重任吗？抑或你只是个替
死鬼？所以，有时候应要多想想，免得被人利用。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五

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北公学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
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
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
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
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
盾论》两篇文章了。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的代表著作，今
天重点就《实践论》谈谈自己的三点读后体会。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实践论》指出，“生产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
源。”其实，从我们嘤嘤学语到长大成人，我们的认识无不
都是源自实践，不同的实践让我们在脑海中形成了对不同事
物的认识，也就构成了我们不同人的性格，这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性格与一个人的经历有关”。包括当前人们对生产
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科学艺术活动的认识，都是源自实践，
源自于自身思想与客观事物规律的契合过程。
2.实践才能出真知
《实践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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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
联想到最近的云南“孙小果”案，对于孙小果是如何逃离死
刑，“死”而复生的，外界舆论一度认为其一定有一个强大
的家族背景，但最终他的家庭背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只不过是一连串的“经办人”因为熟悉体制懂得如何“运
作”最终帮助孙小果“死”里逃生的，也可以说是司法系统
的体制漏洞造成的。这个结果出乎舆论的意外，也正是因为
大众凭借臆测代替了实际调查这个“实践”。
3.知行合一是循序渐进的反复过程
知行合一最早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而毛泽东是第
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知与行进行阐述的中国人。《实践
论》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
和发展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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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反映出知行合一是一个螺
旋式上升过程，只有不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又通过实践解
决问题，最终知和行才能在实践的运动中达成合一。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六

《管理的实践》是彼得。德鲁克先生于1954年出版的一本管
理学着作，用他自己在序言中所介绍的，他认为“这是第一
本真正的‘管理着作’，是第一本视管理为整体，率先说明
管理是企业的特殊功能、管理者肩负了明确责任的管理书
籍”。并认为“这是那些准备只读一本管理书籍人士的最佳
选择”。

德鲁克先生在本书中，首先介绍了管理的本质，之后针对企
业、管理者、员工和工作这三个企业管理的内容重点介绍了
管理的结构，最终归结到“当一名管理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样一个问题。德鲁克先生在书中强调了“企业的目的是创
造顾客，企业的主要功能是营销和创新”这样一个观点，这
同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认为的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利润比较起来，
的确大相径庭。德鲁克先生认为，“利润只是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约束条件，远远不构成企业存在的目的”。但他同时承认
“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利润才能经营，这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
责任，也是企业对自己和员工的首要义务”。虽然我还不能
充分理解他这一观点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但是我很喜欢他的
这一说法，因为这让我感受到企业的存在具有了蓬勃的朝气
和精神层面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冰冷的`数据和经济价值。

彼得·德鲁克先生在本书中阐述的另外一个与我日常工作切
实相关的内容是企业对员工和工作的管理。他认为“人类在
精神和心理方面都需要工作，如果不工作，大多数人都会面
临精神和身体的崩溃瓦解。因此管理层的任务是激发员工的
工作动机和参与感，唤起他们的工作欲望”。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企业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还过得去的绩效，企业需要
员工充分发挥潜能，达成最佳绩效。员工需要的也不仅仅是
能有所表现的职务，他需要的工作必须能为他的能力和才华
提供最大的发挥空间，给予他最大的机会持续成长和表现卓
越”。因此，他主张“员工能做的规划越多，就能为自己的
工作承担越大的责任，因此生产力也就会越高。如果员工总
是听命行事，那么只会对工作造成伤害”。

彼得·德鲁克先生通过这种角度说明了企业通过这种管理方
式，即让员工在工作中具有更多发挥自己主观能力的机会，
并且让员工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工作与企业发展的目标之间产
生实际的联系，实现企业和员工以及员工的工作之间在工作
目标和切身利益上的统一，最终就可以实现企业管理的目的。
也就是说，如果员工在自己的工作中可以发挥的自由空间越
大，员工对工作的热情也就越大，因而工作能给员工带来的
成就感也就越强。由此我想到在团队工作中，作为中层管理
者，在指明工作目标和工作程序之后，我也应该有意识的为
自己的团队成员留出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团队成员能够
有机会和余地规划自己的工作进程，并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
努力达成工作成果，进而获得工作中的成就感和个人专业技
能的提高。就像彼得。德鲁克先生说的“员工对企业的要求，
在基本的经济报酬之外，就是自我实现。员工在企业中感觉
到自己的能力提高、地位实现，做完成的工作对企业具有意
义，也就是实现了工作成果”。

彼得·德鲁克先生的这本《管理的实践》，对于我这样对企
业管理实践不深入的人来说稍显枯燥和晦涩，但他朴实的语
言以及书中所列举的企业管理的成功案例，的确让我对自己
日常工作中所见到的、所感受到的企业管理的过程和片段产
生思考并有所启发，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那些理论让我对自
己日复一日重复工作背后的意义有了一个更合理的观察和思
索的角度，并把自己以前无意识的管理行为转化为有意识的
管理实践，在带领团队实现工作目标的同时，也为团队成员
和我自己的自我实现做出具体的努力。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七

用了几天的时间，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开始时，以为
那矛盾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所说的矛盾，后来才渐渐发现矛
盾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对我们看待事
物问题，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认识毛泽东，我们都知道，没
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我们的老师家长们在我们很
小的时候就让我们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毛泽东同志
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为什么古往今来这么多人都失败
了，而他却成功的解放了中国，建立新中国，给中国以及无
数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希望。我认为，这都与他的先进的思
想脱不了干系。

在以前，我的正义感是我对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能够明确分
辨，追求前者而厌弃后者。但我从没有想过怎样去改变这现
实中的一些丑恶现象。我知道依靠个人奋斗，掌握实在的技
能、本领，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做一个清白的、有用的、
争气的人。读了本文，我的思想也有了一些改变，我感到要
改变一些东西，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团结周围
的人，一起努力才有可能改变。

主要还在于改变同学们的看法。课程老师要给同学们讲清该
课程对其将来发展的帮助，而不是只强调点名，挂科。

人生之中，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矛盾贯穿于我们人生的全过程，存在于我们人生生活
的方方面面。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等一切关系
中，无处无时不存在着矛盾。

作为二十一世纪青年的我们，正处于热情与激情似火的时期。
这也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矛盾更是复杂多样，这在一
定程度上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正确的运用矛盾分析法去对待



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在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
物质与精神等这些方面上的矛盾时，更要学会运用既对立又
统一的矛盾分析法去对待和处理。

在理想与现实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理想是根植于现实之中
的，但同时，我们的理想又指引和推动着我们现实生活的前
进。我们大学生应在人生中创造出自己人生的特殊性。

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然而学习是个不断前进的过
程，我们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马平川的，在这期间总有这
样那样的问题在阻碍我们前进。我们需要解决一个又一个学
习矛盾，我们才能不断进步，达到我们自身的要求，才能达
到给我们自己设立的目标。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要求我们大学生既要看到问题
对立的一面，又要看到问题统一的一面，这样才能做出正确
的人生选择。

实践活动读后感的感受篇八

读完这篇文章，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更深层次的含义。

就像我们考试，只是在考试之前发狠的背知识点，背公式，
背单词，背作文，而不是实践它们。初级的学习阶段，学的
是哑巴英语。只做题，从不开口说，所以我们单词背了忘，
忘了背，却没什么效果，数学公式也是这样。

我的一个数学成绩好的同学曾经跟我说，他其实不怎么背公
式，碰到了需要公式的题目，再去翻公式。做的题多了，公
式自然就记住了，所以往往数学学渣们是背了公式，却不知
在哪儿运用。最重要的是知识不运用于实践，你会忘记，就
像现在给我一张考卷，我肯定考不上这个学校。



对于我们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实践就是讲课，因
为我们是师范类的专业。曾经不止一个老师跟我们说过讲课
的重要性，相信我们对老师讲的好坏也有深刻体会吧。

至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他完全浇
灭了我对数学的希望。他只要我们背公式，卖给我们一本公
式书，告诉我们，只要将这本书背下，他包我们能上120。他
讲考试卷的时候简单的题不耐烦讲，用轻蔑的眼光看着我们，
仿佛在说这种题智障才会错吧。只是快速提一些重要的点就
过了，于是就算我没有听懂，也不敢下课去找他再给我讲一
遍。更可笑的是，难的题他又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看答案，
于是我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从此打消了学理的念头。

而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他是一个狡猾且奸
诈的人。他的课业，从来都很重，我们每天都要听写单词，
从一面到一个单元再到整本书。刚开始我很不习惯，因为只
要每天听错的单词超过三个，他就会把我们的本子收上去，
重新听写过关才将我们的本子还回来。我从农村的初中升上
去，本来英语基础就薄弱，于是每天的本子都被收上去，积
压在他那里。后来他看我的本子实在太多了，就把我叫到办
公室去了，原以为会被批评，但他只是耐心的告诉我，记单
词要多听看多写。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我的英语水平也有不
少的提高。

学校开展的社团活动，修满第二课堂的速度分才予以毕业，
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
去大三的校企合作也是为了培养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更
好的教学，但是我们也不能迟到，理论进行实践，这样就尊
敬了叫条主义的葡萄字，要懂得变通，就像孔子的因材施教
数学题，光公式也是得不了高分的，要学会转弯，灵活运用。

总之，实践论教会了我们正确的实践方法和正确的认识方法，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
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教必困，故世虽有学，而行



为本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