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心理学的书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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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的书读后感篇一

今年渡过了一个不同往常的春节：没有传统的拜年仪式，没
有喧闹的人群聚集，可以静下心来看看书、上上网，收到已
经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客户的短信问候，过了一个安静、自主，
还有朋友牵挂的春节，看完了这本《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
究》，非常充实的一个春节。

感谢郝志强老师的推荐，每个学习心理学的人应该首先阅读
《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事实的确如此。

首先这本书，会让我们对心理学的学习建立起来极大地兴趣，
里面所有的研究都是以具体的实验开始，像一个个的故事，
引领我们进入了这个神奇的世界。

其次，这本书也让我们对心理学有了一个概况的了解。

最后，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有着漫长的过去，但是只有短暂
历史的心理学，是多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启发我们从
各个角度思考一个问题，开阔了思路，不再盲目的崇拜，非
常棒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观点就是：

1、小孩子经历越丰富，大脑的发育有更多的沟壑，更聪明。
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多陪伴，过跟孩子一起玩耍，如



果想要孩子更聪明的话。

2、每个人都要做梦，不能做梦的人(受到药物控制)行为会有
问题，梦仅仅是个人情感发泄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3、所谓的潜在能量，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只是在正向的积
极的专注的.精神状态下，就会表现出来，不是被开发出来的。

4、行为主义，人会从别人的行为、自己的行为中学习，养成
新的行为。

5、期望导致结果

6、目标导致学习的行为及早出现。

7、记忆不靠谱。

8、发展心理学：哺乳动物对爱的需求，高于对食物的需求。

9、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物品的位置随着年龄判断能力不断
提升。

10、控制力让人愉快，并产生积极的行为。

11、全世界的人的情绪表情，具有一致性

12、认知失调：外界的理由充分，认知失调小，态度不改变；
理由不充分，认知失调大，为了减少态度和行为的不一致带
来的认知失调，人们选择改变态度。

13、内控的人，更加积极主动。

14、a型特质的人，更容易患心脏病。

15、变态心理学，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够对精神病进行判



断和对待。

16、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

17、人们在经历多次失败以后，就会习得性无助。

18、拥挤导致行为异常

19、心理治疗的各种方案，对于治疗病人，具有相同的疗效。

20、对于恐惧症的治疗，系统脱敏法是公认的最好用的方法。

21、对墨迹和自编故事的表述，便于了解当事人的状况和内
心世界，有利于治疗。

22、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言行不一。

23、人们拥有从众心理。

24、人们对于危机事件，现场的人越多，责任越分散，救助
的可能越小。

25、人们会因为权威进行违心的服从。

（中国大学网）

心理学的书读后感篇二

暑假的时候，我看了李世强编著的《人际交往心理学》。看
完后，我觉得人际交往是一门非常有学问的课程。

书上有这么个故事：老杨是个很热心的人，不仅酒量好，而
且会说话，很多朋友接待客人都喜欢让他来捧场。老杨每次
都不负众望，把气氛搞得非常好。



朋友的女儿中考成绩不怎么样，没办法到县里的一中读高中。
朋友就想通过关系来疏通一下，于是请了一位县一中的领导
来家里吃饭。领导虽然来了，但一直不愿提帮忙的事，朋友
看时机不对，也不好意思开口，场面有些冷。

老杨思忖，领导从事教育工作这么久了，管理能力一定很好。

“听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位非常有能力的教师，培养了不少人
才。”老杨笑呵呵的说，“现在升到了管理层，真不错！”

“有能力不敢当，管理也算是稍有经验吧。”

“我的能力太弱了，想跟你请教一下如何提高管理能力。”
就这样，老杨转换了一个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形势立马好转，
朋友所求之事也水到渠成的办成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感悟到寻找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在人际交往
中非常重要。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良好的沟通氛围，避免话
不投机，就必须找到谈话的“契合点”。读后感m还需要注
意的是，在交谈中不要以自己为重，注意对方的情绪，对方
是否愿意交谈。如果发现对方不感兴趣或是在应付，千万不
要犹豫，立马转移话题。你拖得越久，对方对你的好感也就
越少。要是不及时转移话题，对方会拒绝继续沟通，决不能
给对方说不的机会。通过及时观察，迅速找到共鸣点，沟通
才可以继续下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细节。

没想到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也可以读懂，而且，还能对我的沟
通能力有所帮助。看来，博览群书好处很多，我以后一定要
多读好书。同学们，读书正如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心理学的书读后感篇三

作为教师，常常会遇到一些非常“不懂事”的学生，他们有
的会经常违反学校纪律，把老师的叮嘱当成耳旁风；有的会



在同学交往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显露出自私、不为别人
着想的特点；还有的竟敢与老师顶撞，毫无尊师重道之言。
这些学生令老师非常头疼，费了很大的劲儿，收效却甚微。

《教育中的积极心理学》一书中讲到，“不懂事往往是没有
能够将社会规范和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在交往和沟
通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人的成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
个过程就是人通过社会实践，得到了许多不同体验的过程。
那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遵守社会规则，有的就很困难
呢？“不懂事的孩子大多是被宠坏了，或者与现实社会过度
隔离造成的。”联想一下曾遇到的“不懂事”的学生，的确
大多属于这两种情况。

记得有一个叫小江的学生，经常和同学闹矛盾，每次都是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从来都不让步，从不认为自己是错的。
个人的自理能力很差，不会擦桌子，不会系鞋带，衣服总是
穿得歪歪扭扭的。后来得知，他上小学之前跟奶奶一起过，
奶奶非常宠他，事事以他为中心，所以才养成他不知道考虑
别人感受的不良习惯。对于这类学生，他其实本质上并不坏，
只是缺少自我控制的训练，在家庭教育中，从没有明确生活
中的原则，所以要在生活小事中训练他的规则意识和合作能
力。教师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必要时严格执行，强化认
识，让社会规范入脑入心。

还有一类学生与之相反，不是被宠溺过度，而是被隔离过度。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过于严格，与社会接触较少，
对周围环境产生畏惧、恐惧或者敌意的心理。他们很敏感，
一个微笑有可能被理解为挖苦嘲笑，一个动作可以被误解为
攻击，他们自我防御机制非常不成熟，常常以攻击性的眼光
来看待周围环境。

记得有个学生叫小可，家教很严，在家写完作业，就是随便
玩玩，但不允许去别人家玩，也不能带朋友来自己家，如果
出去玩，就会招来家长的辱骂。有一次上课时，有位同学冲



他笑了笑，课下他就把那位同学打了，问原因，他说是因为
他被人嘲笑了。还有一位同学，和同学发生争执，拉都拉不
住，嘴里还振振有词：“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两天不抽，
皮肉发馊。”对于这类学生，不要指望短时间内就能改变。
首先要从家庭开始改变，创设一个安全有爱的家庭环境至关
重要，孩子有了安全感，便会卸下很多防备。在学校里，要
进行规范化要求，让他们在合作交往中获得成功的体验，继
而总结经验，改变之前的错误做法。

对于“不懂事”的学生，有时真得很上火，也很无奈，但终
须要面对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不能贴标签，以积极的
心态、积极的方法去获得积极的体验，理解学生独特行为和
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方法，才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心理学的书读后感篇四

当我们聚焦于积极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前言

朱永新教授作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向教育界提出：老师
和学生要“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我在想，既
然“幸福”二字在前，一定是在教育和受教育的过程中首先
关注自身的心理状态。陶新华作为朱教授的学生，尊其师而
信其道，承其志而传其言。从心理学角度注意到师生都需要
积极的引导和关怀，提出利用大脑的工作原理去了解学生们
的思维模式，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读过之后让人受益匪浅。

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适度的体育锻炼，良好的锻炼习惯，
是大脑的发育基础，有良好体育锻炼习惯的人，大脑会发育
得更好。虽然课堂上不能大幅度活动，但是有节奏的拍掌可
以迅速调整学生的注意力，给学生注入活力和热情。因此，
无论是四年级还是二年级，看到学生精神状态不佳时，我都
会利用打节拍来唤醒他们体内的学习因子。这种锻炼不仅能



让大脑发育良好，还具有宣泄消极情绪，提高精力和体力的
作用，同时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得以提升。

当然，想要学生学习进步，只靠锻炼体育是不够的，尤其是
对那些课下积极、课堂调皮捣蛋的学生。一旦短暂的高涨的
情绪回归平静，他们又会陷入学不会的迷茫状态，这时就需
要我们老师加强心理方面的疏导工作了。积极心理学相信每
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两股抗争的力量：积极力量和消
极力量，二者此消彼长。

作为老师，如果任由其消极力量蔓延不去遏止，学生就会肆
无忌惮的挑战老师，如此一来,师生关系就越来越紧张。因而，
积极心理学引导我们老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现表现
差强人意的学生身上的优势特征。比如：四四班武天佑每次
上课都爱乱说话，突然有一次上课很长时间他都没有见动静，
我发现后就立刻表扬了他，这之后他就知道了这样做会受到
老师的表扬，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模式，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做
了，四四班的课堂由此顺畅了许多。

有时候活泼好动的学生只不过是想要得到老师对他的关注，
但又不知道怎么做而已。比如四七班这个新班，很多学生对
老师充满了好奇，第一次住校，老师进宿舍他们都觉得新鲜，
我们发现那些在课堂上不爱发言的同学在宿舍很活跃，于是
就找机会和他们聊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聊一聊就开窍
了，但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张永健在我们聊天之后上课变得特别积极，不会做的题就找
我问，我上课提问他立马举手，刚开始我只是请他回答一些
他力所能及的问题，渐渐地我发现比较难的问题他也敢举手
了，最近一次测试满分80竟然考出了71分的好成绩！要知道
他刚来的时候才考了42分呢。就这样，我从陶老师书上学到
的一点点影响着我去关注学生不同的优势特征，进而加以鼓
励和表扬，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信，体验更多的成就感，惊喜
地收获他们意想不到的改变。



积极心理学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积极的人格品质，
我们要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给予
及时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这样，学生就会和老师配合越来
越默契，师生在学习的道路上才能共同感受到幸福！

心理学的书读后感篇五

不希望这是真的，因为我愿意看到努力拼搏而得来的收获，
同时我又不希望是假的，那样的世界似乎也就不存在一些让
人敬畏的事物了。坏人如果努力也要给他一个好的结果吗？
我可不愿意。而且生活中人们会把一些有联系的事情理解成
是命运，那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吗？前后的因果，命运的安排，
我说不上来。真的是奇怪的心理呢，复杂而且混乱。希望这
本书能给予我启示。

书中说“人们对于自身的性格和能力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
度”，言下之意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话，人自然会欣
然接受别人的赞美之词。所以对于别人的好的评论，会认为
非常正确。可是对于一些不好的评论，我也是觉得很符合的。
那这个又该如何解释呢？我肯定不会连好坏评论都分不出来
吧。认真想一想，评价中的好些词语都是模棱两可的，很模
糊。

我只是片面性的捡取了符合的，并且将一些牵强附会到自己
身上吗？如果真是这样，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人的无中生
有的能力可是向来就很强的啊。这样想想，我可被那些评论
害得不轻。被认为聪明的我（同时也是自认为）并没有好好
努力。

我一直很奇怪那些参加邪教和传销活动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
被洗了脑。一直很自负，认为自己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子的，
可是，现在仔细分析，我倒是那种很容易被吸收并洗了脑的
人呢。好奇心强，对生活没有很明确的原则和底线，随大流
意识比较强，也有较强的自我辩护意识（这点似乎正在慢慢



弱化）。我不想说这样的我就很不好，换个角度看待的话，
倒也不赖，不是吗？要避免被洗了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
学会自己思考，可是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破除习惯绝不简
单，不管是不爱思考的习惯还是思维定式。至少我在这方面
是比较差劲的，要加油了。

书还没有看完，可是我已能感觉得出来，作者的观点是根本
没有鬼神和命运一说，生活中的各种奇异现象都是人类心理
和潜意识的作用结果，在现有的各种研究和证据下是这样的。
对于前面提到的问题――命运这种说法是错的吗？我想答案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了。顺境中可能使人怠慢或者心平气
和，逆境中可能使人放弃或者减轻痛苦，关键还得看主人公
的心态了。

噢，天呐，事情总是那么让人难以判断，很糟糕，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