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解放战争读后感(大全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
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解放战争读后感篇一

曾经读过英国人彼得・辛格的著作动物解
放(ammalliberation),一段时间以来,书中的一些内容仍然记
忆犹新.特别是书中的那些关于人类灵魂和自身的道义上的谴
责,发人深省,令人深思!然而,那些当时看上去恐惧,听上去野
蛮的故事,在尽情享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的`时候,你,我,又有
谁真真正正的思考过?或许是在佳肴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人们
灵魂中善良而又本质的东西,已被那些从厨房飘来的阵阵菜香
冲得烟消云散了.面对餐桌上的肉,又有多少人想过,这些动物
是如何痛苦地生,又是如何痛苦地死--彼得・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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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书名：《动物解放》，很好奇，便
迫不及待的读了起来。这本书主要写了动物学家们折磨动物
无数次、做了无数次的实验，之后得到了大量的研究数据，
尽管这些数据多少有些用处，但是长期而且大量的动物实验，
动物的生活环境必将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现实。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号召大家一起行动保护动
物。

保护动物是维护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动物和人一样，



也有感情。如果你硬要将他们分开，那么他的兄弟姐妹就会
伤心、可能会死亡，更严重的可能导致某个物种灭绝。记得
三年级的时候学过这样一篇课文《狼和鹿》：狼吃了一些鹿
的幼崽，猎人们看见了，认为这样发展下去，鹿就无法繁殖
了，于是就把狼赶尽杀绝。之后鹿没有天敌，鹿群迅速发展
壮大，森林很快被吃光了，大批的鹿被饿死。其实狼要吃鹿
时，年轻的鹿会迅速逃跑，而老鹿和小鹿才是狼群的猎物，
这样对鹿的.种群和繁殖反而有利。狼群被杀绝后，鹿必然大
量繁殖，导致当地的生态平衡被破坏。如果说生态平衡是一
根链条，那么每一个物种就是一个链结，多了不行，少了也
不行。

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平衡是一件荣幸的事，今天的付出，也
许会让你的子孙后代永远幸福，赶快行动起来吧。

解放战争读后感篇三

暑假里，我在网上看了《动物解放》这本书。这本书看完，
让我感觉到现在的社会里，有好多人都是动物歧视者，特别
是美国。他们拿可怜的动物做实验，把动物弄得遍体鳞伤，
最后导致死亡。在书里说到一个可怕的例子，有一个人，他
是猴头移植人员，他们专门把猴子的头颅割下来，然后放置
到一个仪器里，不让猴子的头死掉。真的好恐怖啊！还有一
个医生，他比前面的猴头移植人员还要可怕，在他给一些早
期癌症病人治疗的时候，他故意不给他们好好治病，他想知
道如果那些癌症病人得不到治疗之后的'发展情况。这种医生
真的太狠毒了。那个医生所针对的都是妇女和黑人。

在我看来，那些动物们和我们人类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该
也没有权利去虐杀那些无辜的小生命。我们应该去努力地爱
护动物们，保护动物门。“不要再杀我们了！”在写这些时，
我仿佛听到了动物们无助的呼喊声。对啊，我们真的真的不
要再去伤害动物们了，他们已然那么可怜！



解放战争读后感篇四

爱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实践证明，被成人厌弃
的幼儿，常自暴自弃，形成自卑或逆反心理。比如，有些调
皮儿童，他们喜欢捣乱，活动时常打打闹闹，这往往是由于
我们对他付出的爱及关注不够，他们中有的想通过捣乱、打
架来引起老师的关注，获得老师的爱。

因此，对于调皮儿童，教师更不应该吝啬自己的语言和表情，
而要通过多种形式，向他们表示我们的爱。即使只是一个会
心的微笑、一句关心的话语、几下亲切的抚摸，都会使他们
感受到”老师还是爱我的，我应该听老师的话"。

尽管孩子年幼，但他们的自尊心很强，尤其是调皮儿童，教
师更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他，尽量找出其闪光点以鼓
励他们进步。

然而，对于调皮儿童的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因为他们具有
一定的反复性，仅仅上面所提的几点方法是远远不够的，我
们还必须在实践中总结出更多更好的教育策略，教育好调皮
儿童。

70%阅读此文章的人还阅读了以下的文章：

关于三国演义的读后感

关于中国商贩在巴西的读后感

关于你为谁工作的读后感

解放战争读后感篇五

无意中读到了《动物解放》这本书，有很多的感受，所以就
针对《动物解放》这本书的内容，同时结合动物生命伦理来



谈谈个人的想法。

《动物解放》这本书的作者是欧美着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
（以下所引述本书内容皆简称作者），1946年出生于澳大利
亚的墨尔本，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是世界动物保护运
动的倡导者。其代表作《动物解放》一书从1975年出版以来，
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英文版的重版
多达26次，被人们认为是“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他还有
一本着作叫《实践伦理学》，该书不仅在世界的伦理思想界
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实用伦理
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他的一些观点大部份是值得赞扬的，
但有些观点如果以佛法的角度看待是不合理的，比如有关堕
胎的观点，这里就暂不讨论有关人类生命伦理的问题，主要
还是谈谈动物生命伦理。

作者提出动物与人类也应当受到同等的看待，提出动物也会
感受到痛苦的能力。这种观点对西方传统文明是一种打击，
就如1792年，主张男女平等的先驱玛·沃斯通克拉夫特的
《为妇女权力辩护》出版之后，一位剑桥大学杰出哲学家托
马斯·泰勒就写了一本书叫《为畜生权力辩护》，以一种讽
刺的态度反驳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的男女平等。同样的，辛
格提出的动物解放运动，还是阻碍重重。不过从近三十多年
的努力，作者的动物解放运动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至少
不会有人再给辛格吃火腿三明治）。

二、对动物的判定标准——理性、神性、感知能力

动物伦理研究者常将动物归于“环境伦理学”，对待动物大
都只是着眼于“生态平衡”的考虑，明显的只是将人视
作“生命伦理学”的物种。我们在讨论动物伦理的问题，首
先必须要确定动物到底是属于“生命伦理学”还是“环境伦
理学”的范畴。

将动物伦理归于“环境伦理学”，这种分科来自于西方伦理



学，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西方传统思想对待动物的态度。
总的来说，西方有两大主流文明，一是希罗文明，一是希伯
来文明。

首先是希罗文明，就古希腊来说，思想并不统一，也有许多
学派，“其中一位伟大的人物毕达哥拉斯是素食者，他鼓励
信徒尊重动物，因为他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变成动物”。“但
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学派是柏拉图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学
派”。亚里士多德对待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有理性，
他也不否认人也是一种动物，只是他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而那些非理性的动物是为了理性的人类而存在的，这种等级
结构非常清楚，如亚里士多德说：“植物为动物而存在，非
理性的动物为人而存在，其中家畜供人役使和食用，野兽为
了供人食用和作为其他生活用品，例如衣着和各种工具。由
于大自然不会毫无目的，或徒然无益，她创造的全部动物都
是为了人类，这是千真万确的”，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与
非理性的判定观点后来成为西方传统的一部份，也影响了人
类的思维。

至于希伯来文明，可以从《圣经》创世界的故事中表现出希
伯来人对人与动物的关系，如《创世纪》说：“神说：让大
地生长出活物，各从其类；生长出牲畜、爬行动物和野兽，
各从其类。一切就那样。于是，神造出各种野兽、各种牲畜
和各种地上爬行的动物。神看了很满意。神说：我们要照我
们的肖像，造我们这样形象的人，让他们统治海里的鱼、天
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大地一切和地上行走的各种动物。于
是，神创造出像他自己形象的人，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人；
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神赐福他们，并对他们说：“要生育繁
衍，布满大地，征服大地；统治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
行走的各种动物。”圣经接着说：“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将是
你们的肉食，就像我以前赐给你们的各种东西，如同绿色蔬
菜。”显然可以看出希伯来的基督文化将人与动物定义成是
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且将动物当做人类的食物。
还有希伯来的基督文化将人看作是有神性的生命，动物固然



有生命，但没有神性，没有神性的动物可以为有神性的人类
而牺牲并做贡献的。

本书作者辛格极力批判以理性或神性作为判定动物的标准，
作者引边沁的效益主义理论，而将“感知苦痛的能力”作为
判定标准，作者认为动物能感知苦痛，作为人类应当尊重它
们，这是人类应有的道德，无须从理性或神性去讨论哲学问
题。

三、以“平等”原则，来考量动物权利的道德观念

1、“平等”是一种道德观念

作者在论证“平等”原则时，引述了效益主义哲学家杰里
米·边沁和亨利·西季威克的观点，来证实他的观点，可以
看出作者的道德观念是基于效益主义的立场立论。

“平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而不是以能力、优越来判断动
物是否具有“平等”的对待。所谓“平等”原则，作者在第
一章中说：“我们对他者的关怀和利益考虑，不应当取决于
他们是什么人，或者他们可能具有什么能力。确切地说，我
们的关怀或者考虑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可以根据受我们的
行为所影响的对象的特征而有所不同。”接着作者举个例子
来说明：“对美国成长中的儿童的福利关怀要求我们教他们
阅读，而对猪的福利关怀可能只是要求让它们与同伴在一个
有充足的食物和自由走动的空间里生活。但是，在考虑生命
个体的利益时，不管这些利益是些什么，按平等原则必须把
基本要素扩大到所有的生命个体，无论是黑人或白人，男人
或女人，还是人或非人类动物。”

佛教的平等观也基本相似，虽然在“佛性”角度而言，一切
众生都是平等的。但从社会现象的角度还是有千差万别，因
众生的业不同，而有种种的果报不同。在面对不同果报的众
生，不一定要给以相同的待遇和权力，同时必须要考虑到对



象所需的利益来考量，不可能用布施给人的钱财拿去同样的
给于动物，这是不合理的。

2、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到物种歧视

人权的普及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跨越，纵观西方近代
史，这样的过程却是用血迹换来的成果。“即使是到了十九
世纪，‘天赋人权’的思想，早已为良心人士之所倡议，但
是欧美两洲对非裔奴隶的买卖，却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欧
美各国有关奴隶的法律或案例也显示：奴隶终究只是主人的
一桩‘货品’而已。为了废除奴隶制度，在美国甚至是付出了
‘南北战争’以及总统被刺的沉重代价。”（摘自昭慧着
《环境权与动物权》）

作者在书中特别从人们反对种族歧视与反对性别歧视的观点，
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动物权力，因此，可以说作者是从提倡
人权的观点的一种延展，希望人类以对待自己同类的态度来
对待动物。另一方面，作者在第一章也一直反对人们用能力、
优越等来看待动物与人的区别，以此来判定动物是否应受
到“平等”权力。如书中第一章引述了托马斯·杰斐逊的话：
“对于他们与生俱来的智力，虽然我自己也曾持有并且表示
过怀疑，但请你确信，没有人比我更衷心地希望见到这些怀
疑被彻底驳倒，而且证明他们和我们是同等的；……然而，
不论他们的才能高低如何，都不是衡量他们有无权力的标准。
尽管牛顿爵士的智力超群，但他决不会因此成为他人财产或
人身的主人。”同时也引述了19世纪50年代，当美国发出了
要求妇女权利的呼声时，争取女权运动的索杰纳·特鲁斯在
一次发表的讲话：“他们谈论头脑里的这个东西，他们叫它
什么来着？（旁边有人轻声说：“智力。”）对，是那个东
西。可是那东西和女人的权力或者黑人的权力有什么相干呢？
如果我的杯子只能装五两，你的杯子能装一斤，你还不让我
把只有你一半大小的杯子装满，岂不是太吝啬了么？”（第6
页）



作者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反对性别歧视二者的理由基础上，又
提出了“物种歧视”的态度同样也应当受到谴责。作者认
为“杰斐逊和特鲁斯提出的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基本
理由，显然同样适用于物种歧视。”依据以上两人的观
点，“如果具有较高的智力并不能使一个人获得为一己之私
而奴役他人的权利，那么人类怎么能有资格为了同样目的剥
夺非人类动物呢？”（第7页）这是作者提出了质疑，如果我
们不认为应牺牲智力较低者的权益，以成就智力较高者，那
在生物世界中，我们又岂能赋予人类为了同样目的而利用非
人类（动物）的权益？假如我们追求黑人、妇女以及其他受
压迫人类群体的平等，却拒绝对非人类的动物给予平等的考
虑，则我们的立场会站不住脚。

作者在第一章结论说：“反对物种歧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生
命具有同等的价值”，这跟佛教对生命的态度是一致的，佛
教虽然讲众生平等，但对于不同物种的众生并没有认同他们
具有同等价值。

3、考量动物平等的至要特征——它们也会感受痛苦的能力

作者在第一章（第7页）引述了当时法国人解放黑奴时边沁写
下了一段预见性的文字：“这一天或许就要到来，那时其他
动物可以获得它们被暴虐势力所剥夺的那些权力。法国人已
经发现，黑皮肤不是一个人应当遭受遣弃，而不纠正暴虐者
滥施折磨的理由。或许有一天人们终于认识到，腿的数目、
体毛的疏密或者有无尾巴，同样不能成为抛弃一个动物使其
陷于同样命运的理由。还有别的什么理由来划分这条不可逾
越的界限呢？是理性能力，或许还是话语能力呢？可是，一
匹成年的马或狗的理性和沟通能力，是一个出生一天、一周
甚至一个月大的婴儿所无法相比的。不过，即使不是这样，
那又怎样呢？问题不在于‘它们有理性吗？’也不是‘它们
会说话吗？’而是‘它们会感受痛苦吗？’”

显然作者也是赞同边沁的观点，以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



力作为动物应受到遵重与平等对待的至要特征，与“那些根
据拥有智力或语言能力划界的人不同”。“感受痛苦或享受
快乐的能力是具有任何利益的先决条件，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谈论利益才可能有意义”。如果去“侈谈被小学生沿路
脚踢的一块石头的利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石头不可能感
受痛苦，所以没有利益可言，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不可能对其
福利产生什么影响。”“例如，老鼠的一项利益就是不被一
路脚踢，因为这样做会使它感到痛苦。”

四、实践上的两种物种歧视——动物实验室和养殖场

物种歧视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同时也体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
实践中，但作者在书中只讨论两种物种歧视，在第二章“研
究的工具”讨述动物实验和第三章“在工厂化的饲养场里”
论述动物养殖场。理由是这两种做法不管是造成痛苦的数量
和程度都超过人类物种歧视的其他做法。

（一）、动物实验——研究的工具

动物实验主要是军事性的动物实验、心理学实验室的动物实
验、开发医药产品的动物实验等等。作者将这些机构所进行
的动物实验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多的实验
一方面给动物造成极的痛苦，而且这些剧烈痛苦本是可以避
免的，替代方法也正在迅速发展，比如一些化妆品的开发；
另一方面的动物实验研究了几十年，结果证明这些实验毫无
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动物实验值得一提，现代西方的心理学
很受欢迎，但我们却不知道心理学背后的“变态”行为，成
千上万的心理学实验给动物造成极大的痛苦，比如最普遍的
一种作法就是电击实验。更有趣的是作者引一本《新科学家》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自述中说：“前，当我申请攻读一个心理
学的学位课程时，面试者是一位目光冷峻的心理学家。他详
细地询问我的动机，问我心目中的心理学是什么，它的主要



对象是什么。那时我十分幼稚，便回答说心理学研究心智，
人是研究对象。那位面试者大声佯笑起来，顿时使我像泄气
皮球似的。他说，心理学家对心智不感兴趣，大鼠才是最有
价值的研究重点，而不是人。接着，他极力劝我还是到隔壁
那个哲学系去看看。……”

（二）、养殖场

现代的工厂化饲养，将动物加以监禁约束，不让它们表现正
常的行为模式，用各种激素让它们快束成长，不管是传统的
饲养法还是现代的饲养法，人类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对物制造
极大的痛苦。

五、动物解放的障碍及解放措施

作者在书的初版序文中提到“动物解放”在实行上存在三点
困难，一、被迫害者不能组织起来以对抗迫害。此为最明显
而又最重要的困难，故吾人必须组织起来，为这些不能言说、
行动的动物争取其生存权益。二、所有压迫阶级的成员，皆
因压迫动物而受益——如攫取动物毛皮血肉，与利用动物从
事各种残忍的实验等。要说服他们，要求其放弃从动物身上
所获取的利益，显然非常困难。三、人类侵凌动物的习惯很
难打破——这不仅是饮食的习惯，还包括思想及语言的习惯。

作者在修订版序中也提到，“当遇到我们要吃什么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保守起来。其次，靠剥削动物获得经济利
益的人，会极力保卫他们剥削动物的权力，来赚取最大的经
济收益。还有沉重的历史和传统支撑着我们的态度，使这种
剥削变得理所当然。”特别在西方国家，他们受古希腊、罗
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影响，认为牺牲动物来成就我们这些
有理性的或有神性的人类是理所当理的事。所以要实行动物
解放运动，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作者强调，唯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科学体制



的力量、利益集团的支持以及改变政府的政策，才能停止实
验动物与养殖动物所遭受到的苦难。

六、总结

解放战争读后感篇六

动物解放运动道路上更大的障碍是，在压迫群体中几乎所有
的成员都参与压迫，并且因压迫动物而受益。

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人类不断解放自己的历史。

奴隶、农奴、无产阶级、妇女、少数民族等人类群体为从阶
级压迫、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进行了不屈不挠、
可歌可泣的斗争。

直到现在，这个斗争还没有完成。

目前仍有千千万万人处于这些压迫之下，我们仍需努力。

然而，毕竟人类解放的大局已定，形势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发
展。

自古以来，人类对于非人类动物的暴行，如同持续若干个世
纪的白人对黑人的暴行一样，这种暴行已经而且正在给今天
的动物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劫难。

为反对这种暴行而进行的斗争，与近些年来在道德和社会问
题上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斗争同样重要。

与其他解放运动相比，动物解放障碍重重。

首先而且是最明显的障碍，在于被迫害的动物不能组织起来
反抗所遭受的虐待。



虽然他们能够而且一直在个别地方尽其所能进行反抗。

我们必须为这些不能为自己申辩的动物说话。

设想要是黑人还不能站起来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他们要等
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呢?从这个设想可以看出动物
解放是何等的艰辛!一个群体越是不能站起来、组织起来反抗
压迫，就越容易遭受压迫。

动物解放运动道路上更大的障碍是，在压迫群体中几乎所有
的成员都参与压迫，并且因压迫动物而受益。

解放战争读后感篇七

古往今来，人类对动物的滥捕滥杀，已经给大自然的动物带
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灾难。最近，我读了美国作家彼得·辛格
的著作《动物解放》，我的内心早就已经被深深的.震撼了。

《动物解放》，写了人类是怎样给动物制造痛苦的，人类应
当怎样对待动物。书中揭露了当今人类为了自己的需要，残
酷地剥夺动物的生存权的暴行，其中工业化养殖和动物实验
是大量动物痛苦的主要方式。

读完这本书我掩卷沉思：动物和人一样拥有自由生存的权利，
可是人类对动物实在是太残忍了。这样的场景着实让人惨不
忍睹，这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比如我经常在一些饭店的菜
单上面看见这个菜名“美人腿”，当我知道“美人腿”就是
青蛙腿的时候，心田不得一惊，青蛙是庄稼的守护神，一
盘“美人腿”不知道，要伤害多少只守护神啊！庄稼没了青
蛙的守护就会被害虫侵害，粮食产量自然会下降，人们终会
自食其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