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和提纲(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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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后感和提纲篇一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作品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其中最有
名的也是最值得学习和拜读的文章之一，根据学习推荐精读
了这篇文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马克思生
前未发表过。最早发表于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这个文件为“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该书的附录首次发表。它被恩
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
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
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次系统地论述了科
学的实践观，并以此为基础，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
主义以及以往的一切旧哲学进行了批判，同时制定了“新唯
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的要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计11条，近1500字，各条在形式上
相互独立，内容彼此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物主义的批判，第二部分（第四点至第七点）是马克思结合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及其宗教观点，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



义的批判，第三部分（第八点至第十一点）是马克思阐明新
唯物主义同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对立观点。

通过对《提纲》的学习，使我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什
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早在1845年已经写下了答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
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第三条中马克思写到：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
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第八条中马克思写到：“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中心线索和核心思
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一
定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读后感和提纲篇二

我读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面对着这一堆抽象的、
生涩的、令人费解的词语，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我感觉
自己的大脑变得非常机械，思维也好像停止了工作，直到最
后一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我被这句话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深深的震撼了。

它使我第二次从头看起。在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明中指出了其
基本内容是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是否真正懂得实践及其作用。看来这篇文章是讲“实践”的
真正涵义和作用的，也许就是所谓的“改变世界”。

我想马克思在写出这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
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其目的是为了支撑自己的观



点，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我
觉得这句话本身的深层涵义远不止如此。

我们知道，哲学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在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内部又各自有许多不同的分支或体系。如果我们站
在哲学之上，把哲学仅仅看作是一门学科，那么这样的分歧
也许仅仅是分歧而已。但不幸的是，哲学是研究世界本质的，
它的这一属性不得不让我们对它另眼相待。人们通常有这样
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认识了世界，那么就解决了最根本的
问题。人们之所以这样迫切地想认识世界并且把这一任务冠
以如此沉重的头衔，是因为人们心理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即
认识世界的需要，这一需要满足了，人才会获得一种安全感，
才会有心思干别的事情。所以，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不得不
被放在特殊的位置。只有这样才看上去比较合理。

哲学家们担负起了这个重任，不管是唯物论者或是唯心论者
他们只是在试图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用偏
向唯物论的观点说，世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不论
不是地心说风靡一时或是日心说占据主导地位，地球和太阳
始终没有改变它们的位置。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是次要的，
它仅仅是解释而已，并不能改变什么。人类的生存目的并不
是为了要揭示这个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解释，只是人类
实施改造的精神支持罢了。

读后感和提纲篇三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在批
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概述了自己的新的世
界观。

首先，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即“从前的一切
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
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



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
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真正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
他指出要正确理解实践的意义，从而正确的解决主体与客体
的关系。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
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我们并不能单单从
唯心主义来理解人的单纯能动性，也不能单单从唯物主义的
角度来看人的单纯受动性，而是要结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人既受自然性的支配，同时又能以自己的能动性来改变自然，
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

其次，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提到这样几个观点：人的思维
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
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
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实践”的重要
性，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后，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了他的抽象人
性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抽象的宗教观。在肯定了宗教的本质是
人的本质的同时，批判了其只能把人类理解成一种内在的，
无声的，将人从肉体和精神的状态中主观剥离，批判其否定
了人可以改变世界的可能。

最后，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人能动地改
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
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
而人类的不断进步，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观点。

总之，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中心线索和
核心思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将唯心主义观点和
唯物主义观点相结合起来分析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实践的重要
意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分析问题，
做到一分为二；并且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实践出



真知，只有实践才知对错，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即“实践”而
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因
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
开。“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
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
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
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应该以“致用”为终极目标和最后归宿，
即必须以能作用于原有的实践结果为目标，对现实的人生和
全人类从物质或精神两个方面有益处为衡量标准，“生活的
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然
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认识关系在改造关系的基础
上产生，又作用于改造关系。我们从外界择取种种信息，先
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认识、思维甚至理论，然后知道我们自
身的行为实践，反馈、反作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环境中。前者
是自身思维、精神部分的革命，也就是“解释世界”，后者
是非自身思维方面的现实行动，我把它理解为改变世界；只
有把“主观能动性”和“现实操作性”两者结合，实践才可
以说是完整的，具有真正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

读后感和提纲篇四

《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比利时的首都
布鲁塞尔写在1844—1847年笔记里的。整个《提纲》非常精
炼，一共十一条，总共不过千余字，但是它所揭示的社会思
想和哲学观点却丰富而深刻。恩格斯对《提纲》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提纲》强调了实践的观点以及人类的本质和真理与感性的
区别和联系。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
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



一个实践的问题。即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性，不能离开实践的思维去争论人是否具有现实性。《提纲》
的第六条明确说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否定了费尔巴
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提纲》带有鲜明
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思想，马克思辩证地看待人与环境和
教育的关系，一方面，人的成长是受环境和教育影响的，另
一方面，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
育的。马克思还指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是实践的，凡是把理
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
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概括而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
从总体上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性的缺陷，即不是把感
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
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第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以及
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宗教所作的批判，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第三，揭露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脱离、
互相对立的，并深刻分析了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的根源；
第四，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消极的直观反映论，把实践作
为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提出的
实践唯物主义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给出了现实批判的合
法性，从理论上解决了改变世界的要求，这一点将唯物主义
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读后感和提纲篇五

《一夜的工作》通过记速周总理彻夜工作的情形，表达了作
者对周总理的敬爱之情。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知道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工作是多么劳
苦，他们的生活又是多么简朴。

这使我深收教育，也使我更怀念周总理。



当我读到“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一叠一尺来厚的文件说：
‘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时，不由得心中波涛起伏，一
尺来厚的文件，该有多少呀!几百份吧!看一遍也够累了，何
况还要动脑筋作批示呢!周总理，您真是为人民操碎了心呀!

当我读到“值班室的同志端来两杯热腾腾的绿茶，一小碟花
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时不由得沉思起
来，您劳累了一夜，只喝一杯茶，吃几颗花生米，我真想把
自已吃到过的好东西都端到您面前!您应该吃一点儿有营养的
东西，应该多吃一点儿才行啊!

读了这篇文章，我想起了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的情形，总理
的卧室，只有一张床，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都是书和特批
的文件和稿子。

我还想起了老师们常说的周总理在病中念不忘国事。

抱病批阅文件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当我读完这篇课文时，心里激动不已，并且充满了自豪感。

正如作者所说：“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