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毕淑敏的心理课读后感(模板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毕淑敏的心理课读后感篇一

在最近的一断时间里，心情不是很好，心态当然更差，一个
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拜读了毕淑敏的《女心理师》，这本书
真的写的很好，至少我这么认为。因为读了《女心理师》让
我又重新找回从前能够调整自己的我，感谢毕淑敏给我们带
来这样一本好书。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本书，但是我喜欢，我
觉得不管是什么书，里面一定有我们学习或对我们有帮助的
地方。除非你读书时的心态和目的不同。

本书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学习担当心理师的故事。你会在其
中看到很多人和事，你会觉得这些事离我们很近，甚至我们
曾经历过，但所有的事情又都有内在的逻辑和意料之外的解
释，人性就是如此的丰富斑斓。

我尤其喜欢书中沙茵说过的一段话：

“这世界上的道理，又有多少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明明白
白的，不过就是事到临头自己糊涂罢了。我也不晓得言语这
个东西有多大的力量，想来当年老祖宗不辞辛苦地发明出来，
一定是颇有深意的。你相不相信，一个人，只要是能把自己
心里头嘈杂的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一遍不解气就两遍，两
遍不解气就再加一遍以至n遍，旁边有个人能安安静静的听，
苦主的心事就会解开大半。”

没有华丽的词汇，却说出了真理。



毕淑敏的心理课读后感篇二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充满了悬念和疑惑，为什么人的心灵是
那么的脆弱？为什么贺顿会为了考心理师为了开诊所不惜也
无所谓似的出卖自己的尊严。可以说贺顿为了达到目的不惜
一切手段，哪怕是龌龊的肮脏的？带着这些疑问和悬念我阅
读完了整部小说的时候才明白作者毕淑敏的构思之巧妙。贺
顿自身就是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案例。正是因为有了不愿回
忆的往事，努力的去忘记那段时间，才有了一个为了更想得
到的东西使劲各种手腕的贺顿。在给别的案主解决问题的时
候贺顿自身的问题成了她不可逾越的障碍。在遇到姬老师之
后，贺顿那段尘封的记忆才被打开，如果不是姬老师贺顿还
会是那个灵魂和思想总是分家，不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的丑
女孩子。尽管姬老师的治疗方法于道德上不对，但是就弗洛
伊德的解析来说，用性来解析她这个案例是唯一的出路了。
事实证明对于贺顿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她终于认清了自己，
也明白以后的路该如何尊严的行走下去。在为大方和老松的
案例解析的时候才能敏锐的抓住谈话中出现的线索，从而顺
利的解决了两个人的问题。

身体出了毛病可以用先进的科学进行治疗；心灵若是出了问
题呢？心理师也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甚至引导也谈不上啊；
在治疗的过程中心理师最注重的就是倾听，并表示同情。在
一番倾诉后，案主也就理出顺序和思路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抉
择了。如果盲目的给予别人意见，只会成为误导。自己的事
情自己决定，只是有太多的秘密不是和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的，
或许最合适的就是缄口不言或者是对着一个土坑倾诉完再把
它填平。心理师就是这个坑。

我们要更加懂得爱，珍惜爱珍惜自己拥有的爱情和尊严。

毕淑敏的心理课读后感篇三

毕淑敏1969年从军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



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
军医、军医等职。

初识毕淑敏源于《昆仑殇》，当时对昆仑山很感兴趣，所以
就看了这本书，现在小说的具体情节已经不记得了，不过认
识了作者毕淑敏。让我深深记住这个作家的则是她的散文集
《西藏，面冰十年》，她说，若问我在西藏这十年做了什么，
那只不过是看了十年的冰，救了几个人的命而已！

多么轻描淡写，又多么的让人崇敬，有多少人能够在西藏最
艰苦的阿里待十年，又有多少人能够拯救别人的生命。

《毕淑敏心理咨询手记》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科学工具，
毕淑敏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数十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心理咨询
案例，引导读者建立自我疗愈与修复机制，学会如何从容应
对心理危机，构建持久亲密关系，活出安宁幸福人生。

应该“魔由心生。时刻检点自己的心灵宝库，可以储藏勇气，
可以储藏经验和教训，可以储藏期望和安慰，只是不要储藏
应该。”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张魔床，这种魔床有一个最通俗简单的
名字，叫做应该。从小我们被教导应该勇敢、坚强、自信、
大方，应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等等，我也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对人
友善，彼此信任，对国家对伴侣忠诚，对工作有责任心有担
当。这样的应该太多了，以至于有人认为我成绩好，我就应
该是全能的，不停地给自己增加枷锁，以至于如果遇到自己
做不到的事情就会自贬自怜，落落寡合。

其实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举个
例子，做警察应该勇敢，不勇敢就不能做警察了吗，没有这
样说的，警察可以拥有勇敢这样的品质，而不是应该是勇敢
的。只要我们内心拥有美好的品质，并用这些品质来指导我



们行为，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不要用应该捆绑自己，更不
要去捆绑别人。不能用自己的处事风格或者是非观去决定别
人应该怎么做，而对别人进行评价，这对人对己都不好。

“坦言是一种勇敢，因为你面对着世界，发出了独属于你的
声音。坦言是一种敢做敢当的尝试，因为你既不是权势的传
声筒，也不是旁人的回音壁。”

之前在抖音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小女孩哭着对她的同伴说
我不喜欢你了，你不再是我的好朋友了。画面很是惹人怜爱。
很多人评论只有小孩子才能够想什么说什么。小孩子拥有的
就是坦言，其实最简单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坦言了吧，想
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为什么在成人的世界了就没有那么多的
坦言了呢，因为有人认为坦言不安全，遮遮掩掩才是老练，
坦言是缺少城府涉世不深，坦言是性子直，不会处事。其实，
所有的拒绝坦言是因为我们的弱小，因为坦言，我们可能被
心爱的异性拒绝，可能得罪昏庸的上级，我们的一切弱点都
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是不坦言我们就能成功了吗，就
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了吗。不是这样的，不说出来难道要把
所有的事情都憋在心里吗，我们的心应该是空而大，而不能
被当做堆积各种负能量的储藏室。

如果你反对，你就旗帜鲜明。如果你热爱，你就如火如荼。
如果你坚持，你就矢志不渝。如果你选择，你就当机立断。
学会坦言，让我们更轻松的行走。

该愤怒的时候，拍案而起，该坚持的时候，固守原则，该意
气风发的时候，潇洒自如，只有心理上长不大的人，才会在
得病的时候，又恢复成一个小女孩的幼稚心理。我已长大，
只能独立面对命运的残酷挑战并负有英勇还击的责任。

把自己的生命和一个不靠谱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只能想象一
出浩大悲剧的幕布。身体的残缺不等于人生的不幸。沉默有
时候是哺育力量的襁褓。



内心平和而坚定，再有一定的表达技巧，就可以外柔内刚了。

毕淑敏的心理课读后感篇四

前一阵子看李笑来的《把时间当做朋友》，是本相当不错的
书。里面的内容或许有点杂乱，但是包含了很多朴素的道理
和智慧。李笑来在书里面推荐了两个系列的书，一套是《少
有人走的路》，这套我已经看完了3本，这个月打算看完最后
的第4本，非常惊艳，尤其是第一本，简直是人生的真理。还
有一套是毕淑敏的《女心理师》，毕淑敏的散文看过一些，
印象还不错，再加上最近发现自己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所以
就下了两本电子版看。

本来是抱着仰慕之心来拜读的，但是看完之后却非常失望，
确切的说，看完上册之后我都没有动力往下接着看了，唯一
撑着我看完它的，就是不想虎头蛇尾的信念。

先说小说的结构。

其实这个小说开篇还是很吸引人的，女心理师奇葩的个人经
历以及桩桩离奇的心理咨询交织在一起，悬念迭起引人入胜，
可是不得不说作者的组织能力实在是扛不起这么精巧的安排。
明明开头是那么复杂的案例，到最后几乎都虎头蛇尾，完全
没有深入进去探究案例背后隐藏的人性，也没有引起读者
（至少是我）对这些复杂人生的思考。可惜了那么多精彩的
设定，要和101个洋娃娃一起火化的老太太，要和情敌决一死
斗的女同性恋，一到正式场合就无法开口说话的高官，要大
闹丈夫追悼会的妻子等等，在这本书里完全变成了吸人眼球
的一种噱头，故事的展开无聊而乏味。

再说说“心理”

至少至少，一个以“心理”做名字的小说，也得稍稍讲讲心
理学方面的技巧吧，得突出女主角是个冰雪般聪慧的女子吧，



可惜几乎完全没有，除了生搬硬套弗洛伊德的几个名词，通
篇没什么有技术含量的心理学内容。而心理治疗简单得如同
儿戏，几乎都是引发当事人的回忆，然后找到了症结，然后
当事人就好了，喜笑颜开得道谢走人。如果只知道了症结疾
病就能治愈，那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痛苦了。白血病患
者知道自己是由于呆在刚装修的房子里才病倒，他的病就好
了？杀人犯知道不该杀人，他犯下错就弥补了？我知道我不
愿意剪指甲，是因为小时候爸爸给我剪指甲过狠而出了血，
尽管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可是我仍然怕剪指甲。

然后说人物。

作者想千方设百计得想把女主描写成一个聪慧坚韧的女子，
甚至不惜把她的外貌丑化来凸显“心灵美”。可是女主没有
品位的服装、总是逃避的软弱、日常生活中的尖酸刻薄还有
非常之低的智商完全出卖了她。在老松和大芳的故事里，大
芳最后哭着对女主说起自己的家世，大芳的母亲是个小老婆，
一辈子受尽欺凌，临终前留下一句话“一定要做大……”，
这时大芳问女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女主就在那为难得想了
半天！！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思考么？读者可以轻松猜出来
的悬念有什么深度可言！

再说说最后解决女主问题的“权威”心理学教授，这位老教
授为了治好女主，在明知道不能和患者发生性关系的前提下，
和女主沟通通过上床来解决女主的问题。当然他也没有胁迫，
女主思考了一段时间便答应了。教授通过重新制造当年女主
被继父强x的场景，打开了被女主封闭的回忆，然后女主的心
理问题也得到了拯救。这时，女主倒打一耙，痛斥教授用不
合理的办法医治她。我深感头大啊，可能我个人对性的看法
比较随意，我倒觉得不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最终能治好病
的办法就是好办法，而且就小说里的描述，这是当时唯一的
办法了。况且并不是教授要强x她，是征求了女主本身的同意
的。女主愿意为了推销化妆品和不认识的男人上床，却不愿
意为了治愈自己的心理问题付出代价。



最后说下小说的语言。

大量的歇后语、排比、比喻、描写，让人看的非常疲惫。可
能也是因为个人喜欢比较干练的文风。比如，作者为了描写
女主的嗓音，写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可是文字有个弱点就是，
不管你如何形容，只能让人明白声音的好听，而很难清楚到
底有多好听。大量的描写只会让人厌恶。举例其中的一小段：
“贺顿的声音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诱惑力，它不像一般女子
的声音，单纯是性感而娇柔。它有一种柔滑的力度，柔滑让
人生出怜爱，力度不等于膀阔腰圆的强悍，而是润物细无声
的坚韧。贺顿的叹息也很有特色，先是轻轻的一个嘘声，然
后是短暂的停顿，好像是叹息者不忍将心中的万千感慨和忧
伤传及他人，正在进行着小小的犹豫。片刻之后，她好像作
出了最后决定，轻轻的呼吸如同悠扬的风笛渐鸣渐响，虽然
极微细，却连绵不绝，逐渐地响亮起来。又不是震耳欲聋的
那种霸道，依然保持着优雅和高贵，绵延不绝。在叹息抵达
顶点的时候，再次出现一个小小的停顿，好像是一个勤奋的
登山者在临近山峰的路上暂时歇脚，极目四望浏览周围的景
色，心胸渐渐豁然开朗。之后，叹息骤弱，不像一般女子的
叹息柔肠寸断，而是在某个瞬间戛然而止。正是这种没有前
兆的消失，更给人留下了追怀和惦念的韵味。”

看到了么？这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段，可能是我想象力匮
乏，我实在不能理解被描写成这样的叹息是怎样的叹息，我
都快被这个女心理师折磨成精神病了！

通篇的描写几乎没有让人舒服的地方，没有阳光和鲜花，只
有一波又一波沉闷的空气。而我个人认为，这些抑郁的气氛
其实都是作者刻意去塑造的。比如女主和男主播的奸x吧，作
者想把两个人塑造成相爱的，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除了
滚床单还是滚床单，没有心有灵犀没有坦诚微笑，倒是添了
很多的矫情和造作。

如果一定要再来一句结尾的话，我希望这本书还有这本书的



女主，都变成那些窗帘褶皱里斜飞的精灵，敢飞出来我就用
电蝇拍全拍死在墙上。

毕淑敏的心理课读后感篇五

毕淑敏的这本《女心理师》读完几天了，有一种强烈的冲击
感仍在内心回荡。引人入胜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命运就不必
说了，单是女主人公贺顿人生的成长和蜕变，足以让我深深
地震撼和感动。

她曾在社会的最底层，幼年生理和心灵的双重摧残是她不愿
提及的噩梦，贫穷的原生家庭使得她比同龄的孩子早熟，她
曾在生存的压力和难以言说的痛苦中无助地挣扎，机缘巧合
下她护理了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她的尽心照顾使这位这位
贵族出身又博学多才的老太太健康有所好转，她认为贺顿是
一块可雕琢的璞玉，与之朝夕相伴的同时，对她进行了有意
无意的培养和调教，教她读书、烹茶，礼仪等多方面的技能
和素养，博览群书让贺顿的眼界豁然开阔，从此，她的人生
有了质的改变和提升。

关于这个机缘巧合后来我又分析了一下，它并不纯粹是运气，
而是必然要出现的，因为贺顿这个女孩，骨子里就不是一个
甘于浑浑噩噩的性格，她聪明，善良，坚忍，顽强，有自己
的原则，在逆境面前从不轻言放弃，所以才有后来的机缘。

虽然她曾经迷茫，曾经胆怯，曾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
成为一个心理师之后，她在一次次对别人的救赎中，实现了
自我救赎、成长和蜕变。她勇敢的直面自己的内心，不断的
超越自我，最终脱胎换骨，破茧为蝶。像凤凰涅槃重生，像
历经炼狱之后盛放的花。从此，比以往更坚定，更成熟，更
尊严地走向她以后的人生。可能道路依然崎岖不平，但她却
自信而坦然。

我为之前的贺顿叹息，为后来的贺顿鼓舞和感动。当然了，



还有柏万福，还有钱开逸等等一系列的生动鲜明的人物角色，
所有的人物围绕心理师这个主线，通过一个又一个曲折的故
事，牵出了人性中的各个层面。人性无疑是复杂的，但它又
是可以解开，可以升华的。这取决于心理师，同时取决于当
事人自己。说实话入手这本书是因为对心理学有兴趣，但是
读完后的感觉让我对心理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一个好的心
理师不光需要专业知识和技巧，更需要超人的耐力和非凡的
素养，才能源源不断的输出正能量，帮助和救赎更多的人。
在此，向正在这个行业努力耕耘的心理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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