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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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一

先简单介绍一下，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像书名一样，少有
人会选择走的路，需要花很大精力去读的书，现在物质越来
越丰富，心灵越来越空虚，我们不想承受痛苦，但是成长是
痛苦的，在这充满艰辛的道路上，避免简单化的思考，放弃
以偏概全的冲动，不要寻找公式和简单的答案。勇敢前行，
超越自我，心智成熟的路程。

今天读了这章 复杂人生的章节 ，它分为 ：拒绝简单思考，
避免陷入极端，本性与人性，选择与人生，使命与人生，感
恩与人生。环环相扣，结合现在的我，做些解读。

我们要认清人生，什么是人生?人生苦海无边，而且复杂多变。
对!人生之路就是由一连串的难题组成，一个难题解决，又会
有新的难题接踵而至，我们面对难题和痛苦的时候，有的人
是拖延时间，等着问题自行消失，有些人面对问题，逃避，
选择忘记它们，等等 回避问题，这些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真
正要成长，必须面对问题，迎难而上，我们的心智也会越来
越成熟。 ---这是我们看待问题的初衷，有解决问题的想法
使然。人生复杂多变，我们要不断接受变化，调整自己的心
态。

现在大部分人只会简单的思考，拒绝深度思考，因为思考是
复杂的，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为了不去思考，麻痹自己，每
天刷着抖音，看着快手，再浏览一下今日头条，让自己的时



间一点点流逝，很多人习惯一个事情后就会机械重复，每天
重复的事情越来越多，没有改进，时间占用越来越长，看上
去很忙，其实一点进步都没有，还挤占了自己进步的空间。
学习或者接受信息简单的只愿接受简单的第一步不愿意接受
更复杂的巩固和应用流程，只听不说，只学不练，只看不写，
感觉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只是浅层，遗忘很快。还有一
部分是混乱思考者，而这一切混乱的思考都源于逃避问题和
痛苦的趋向，如果选择独立思考必须准备接受打击。 独立思
考第一步就是坚持学习，我们思考能力主要依赖于学习。第
二步就是用于思考，勤于思考。

选择与人生，你想什么，你就是什么。许多人在面临至关重
要的决定--都是根据很少的咨询去做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职
业，选择跟谁结婚 ，周密思考与草率思考的结果，会完全不
同，人生也会因为自己的思考改变。不管你想要干什么，你
为此必须付出代价。每当你想去寻找正确答案时，你首先向
自己发问，一旦这么做了，你就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
你也将忍受不知所措的痛苦。生活就是这样，没有简单答案，
我们能做的就是反复问自己，这样我们的心智才会一步步成
熟。

使命与人生 这个概念很大，看了几遍，粗浅的理解。 人生
而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和个性，使命原意是召唤，
如果一个被某种事物吸引，一定是某种东西在召唤他。坚持
使命，达成使命不一定能保证快乐，但是一定会给人带来安
宁。因此人尽其才，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本性与人性 人的本性就是改变，人性的定义很难，但是我们
作为人，一定保持改变的本能，身体可以变老，但是心灵不
可以，无论到任何年龄，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

感恩与人生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计较得与失，付出与回报，计
较我们的苦与他人的乐，种种计较，会使我们心生怨念，不
满自己，不满他人，远离幸福快乐。如果我们能抱着感恩的



心，看待身边的人和事，把某些厄运看成伪装的恩赐，也不
要把好运当成理所当然。

在这个碎片化时代，慢即使快，快即使慢。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心理疾病，我们慢慢被同化，麻痹自己的大脑，系统化
的信息匮乏，今天复明天，一天天过去，陷入焦虑，还拒接
成长的痛苦。现在迈出第一步很容易，但是真正支持我们的
动力，是我们的强烈的使命，更大的目标。

读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的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m.
斯科特.派克，他长期从事心理治疗实践，取得了卓著成绩，
他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心理医生”。

这是一本震惊世界的名著，出版后未经宣传，经人们口耳相
传，迅速畅销起来。仅在北美，其销售量就超过了700万册，
被翻译成23种以上的语言；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连
续上榜近20年，被西方媒体誉为“来自上帝之手”的时代杰
作，它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本书处处透露出沟通与理解的意味，它跨越时代限制，帮
助我们探索爱的本质，引导我们过上崭新宁静而丰富的生活；
它帮助我们学习爱，也学习独立；它教诲我们成为更称职的、
更有理解心的父母。归根结底，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
自我。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第一部分:自律；第二部
分:爱；第三部分:成长与信仰；第四部分:恩典。其中感触最
深的是:爱和爱的本质以及爱的艺术。生活中身为父母的我们
常常将自己的意愿或未完成的心愿强加给我们的孩子，如有
的父母从小就有想当歌唱家的梦想，而由于自身或家庭的原
因未能实现愿望，便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替他圆
了这个梦。于是乎给自己的孩子报声乐班，可孩子并不喜欢



也没有兴趣，当孩子高中毕业未能如愿考上家长心目中的理
想学校便大发雷霆，认为孩子不争气，疏不知孩子根本就不
喜欢，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孩子。这是爱吗?很显然不是。

真正的爱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爱，意味着心灵的不断
成长和心智的不断成熟。真正意义上的爱，既是爱自己，也
是爱他人。爱可以让自己和他人都获得成长。爱要付出努力，
付诸于行动，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真诚付出。爱是心甘
情愿，是自觉自愿的主动的，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强迫。

那么怎么爱呢?爱，最重要的体现形式就是关注。著名心理学
家罗洛梅说过:“如果用现代心理分析工具去分析每个人爱的
意愿，我们就会发现，爱的意愿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关注。
为了完成意愿所需要的努力，就是对关注的努力，也就是努
力的关注。我们要头脑清醒，让心智健全，这是体现关注的
最基本要素。”

体现关注最常见、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努力倾听。我们大部
分时间都在听别人说话，可多数人却不懂得如何倾听，他们
只听到了自己想听到的部分，愿意听的听到了，不愿意听的
都忽略了，听不全面。而且对听到的内容总是从自己的主观
感受和意愿出发，而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站在孩子的立场，
站在孩子当时的处境下，不能很好的感同身受去想，去思考。
譬如有许多家长听到自己的孩子考试成绩不好，就会片面地
认为，是孩子没下功夫，总是盲目地拿自己的孩子与他人的
孩子比较;更有甚者有些家长教育方法简单粗暴，顿不顿大发
雷霆，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很少有
家长心平气和地、耐心地询问孩子为什么此次没考好，耐下
心、静下心来认真地倾听孩子说。

倾听是件不容易的事，他需要倾听者认真对待，不能敷衍了
事，学习倾听的方法，在众多的倾听内容中，做出选择，找
到最佳平衡点，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只有满足了孩子的
需求，孩子才愿意与你交流与倾诉。首先倾听者要做到全神



贯注，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尊重和爱，因此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从而懂得自尊自爱。生活中你会发现，当你认真地全神贯注
地去倾听你的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会很愿意与你分享他
（她）的故事或感受，他（她）会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与
你交流。其次，在对孩子的倾听中，孩子感受到尊重越多，
有价值的表达就越多。你会发现孩子的独特和出色之处，就
越愿意倾听，对他们的了解就越多，认可也就越多。第三，
了解的越多，便会更加有的放矢，便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最
后，孩子感受到你的尊重，他们认为你把他们看成出成色的
人，他也希望不辜负你的期望，成为你所期望的人，更愿意
听你的话，并给予你同样的尊重。

真正的倾听，意味着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这是爱的具体
的表现形式。此时，倾听者需要把个人的想法和欲望放在一
旁，努力去体会说话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我真心地希望我
们家长朋友们可以通过练习，让自己变得更加善于倾听。爱
是一种特殊的“任务”，艰辛而道远。让我们在实践中共同
学习爱的艺术---倾听的艺术吧!也真诚地希望大家通过阅读
《少有人走的路》能够使自己的心智不断地更加地成熟！

读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本关于心灵和精神方面的书，很多时候它让我不舒服，
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解
决问题而付出的努力，会让思想和心智更成熟。”我喜欢这
句话。

平心而论，我是个害怕麻烦的人。很多事情只要不影响到我
基本的正常生活，我都会选择视而不见，直到拖到不得不去
解决的时候。至于，别人口中所说的热心的帮助别人如何如
何，基本与我无缘。我得承认很多时候，我是个冷漠的人。
为了躲避很多无谓的麻烦，我会尽量避免跟别人有更进一步
的接触。就我工作的环境而言，或许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生活嘛……我的朋友曾直言不讳的告诉我：“你不是一



个容易接近的人，有时候话也不多，又理性，真是很难交到
新的朋友啊!”

或许，我该尝试着去改变一下，多和别人交流，多接受一些
别人善意的邀约，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去帮助别人，甚至，
偶尔去请求一下别人的帮助。

读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四

人与人之间相处是极易受对方的影响，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你的言谈方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同学、同事、朋友和家人的
影响。如果你不承认，那么有可能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顶头上司很喜欢说“不不不”，久而久之，办公室的人在交
谈时，尤其当他们急于在第一时间否定对方的时候就会
说“不不不”。在lynette和上司结束一次聊天后，我
给lynette说她刚才说了“不不不”，她整个人像一只炸了毛
的喵，进入警戒状态，说服自己不要说那么多“不不不”。
然而她不论和上司还是和同事说话，那“不不不”三个字依
旧张口就来。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不不”说的风生水起。
可能我太过敏感，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现象，其他同事似乎
还没有发现。所以听其他同事说“不不不”后我和lynette总
会会心一笑。

在读《少有人走的路》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五个字是：推迟
满足感。那些急于在第一时间否定他人的人，是为了从否定
他人中得到满足感吗？如果是这样，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
人，不妨慢下来等对方说完，再一针见血并加以缜密的逻辑
将对方一枪毙命不是更爽吗？但是人人往往都不愿意推迟满
足感，哪怕只是短短的几秒。

因为“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
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
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而这对于想要急切享受满足感的人来说先面对听完对方的错
误言论实在太过痛苦，不如第一时间享受满足感来的爽快。
毕竟“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
”

我和lynette认为对抗说“不不不”这个坏习惯的方式就是改
变自己的心态，就算对方说的内容是错误的，也要耐心听完，
然后再否定对方。改变自己的心态，才是解决这个坏习惯的
根源。如今，我和lynette说“不不不”的次数在逐渐减少，
有时候甚至在说到第二个不字的时候就会自动停下来。看看
之后能否彻底改掉这个坏习惯。

《少有人走的路》是答芬小姐姐推荐的，她推荐的次数多了，
我自然想了解为何她不停推荐。这本书是我最近读书读的最
慢的一次，总会思考一些内容投射到自己身上的情况，强迫
自己去分析，有点痛苦，读到后面，心也乱了。读书于我而
言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这本书让我沉浸其中去思考分析
自己的问题。计划再买一本纸质版的书来反复阅读。我和答
芬小姐姐一样，倾情推荐这本――《少有人走的路》给可爱
的你们，愿你们面对不断流逝的岁月、增长的年龄，可以宠
辱不惊。

这本书值得分享的摘录实在是太多了，这里我简单分享两句。
其他的，你们自己收集吧。

读少有人走的路读后感篇五

像书名一样，如果是二十岁的我看这本书，大概会摔书，大
概也切合这本书的书名《少有人走的路》，因为要读完这本
书本身需要一定的自制力和延迟自我满足的能力。

书中大部分内容描述的是是什么的概念，很少描述为什么或
者对其一笔带过，案例的主要作用是对是什么的解释，而不
是为什么活着怎么样的解读。



读者如果缺乏对进步的强烈愿望，很难从这些抽象的文字中
建立坚定的自律和自我约束意志，不具体的比喻又进一步加
强了这种抽离感。

我经常有的一个感觉是，很多道理我们都懂，要做到却很困
难，就像我们总因自己乱发脾气责怪自己，却无法控制自己
下一次的歇斯底里。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
己脾气暴躁的深层原因，只想想办法把脾气压制住，却往往
适得其反，更添痛苦。了解自己的缺陷来自于原生家庭，并
对了解某些行为对与错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了解自己性格的
形成复杂得多，却很有必要。只有把问题的症结打开，才不
会一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身心俱疲又对自己一次次失望。

描述应该怎么样和不应该怎么样，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像是
说教，让人很容易产生抗拒感甚至不信任感。具体的行动和
事例的支撑对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就像现实和
理想之间的桥梁，让人看见可以实现的可能性，才有动力作
出改变。

与此同时，作者提出“真正的爱”的概念，当我们拥有真正
的爱时，就愿意推迟满足感，做到自律和自我约束，不任由
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爱是心智成熟的前提。

去理解对方，站在他们的立场体会他们的感受，对之表示理
解，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对方，对患者很重要。这
一点，和现代心理学的观念也是十分一致。

因为某些原因，我一直在和自己作斗争，但是越是斗争，越
恐惧，越想逃避，结果越陷越深。一边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走出来，早日“做个正常人”，一边又不停受挫，对现实
越来越失望。直到这几年，接触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才慢慢对自己有了了解，也慢慢放松了心态，接受自己的缺
陷，不再和自己作对，对外界的看法也更宽容。



书籍真是个好东西，人与人的理解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从书
籍里，我找到了多年不曾体验过的被理解和鼓励，也找到了
面对人生的勇气。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书的陪伴，我现在会过
得怎么样。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从书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

在素质班的要求下，我翻开了一本以前从未听说的一本书。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是美国杰出心理医生斯
科特。派克写的。1978年首次出版，五年之后才出此刻畅销
图书榜单上，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上榜
近20年。这本书创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至今长盛不衰。

《少有人走的路》是一本通俗的心理学著作，共分为四个部
分：自律、爱、承载与宗教、神奇的力量。其中以“爱”为
中心，书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的本质，帮忙我们学习爱，也
学习独立；告诉我们如何成为更称职的、更有理解性的父母。
归根到底，它告诉我们，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
获得心智的成熟。

作者第一次说出了人们从来不敢说的话，提醒了人们从来不
敢提醒的事，这就是人人都有心理问题，只可是程度不一样
而已；几乎人人都有程度不一样的心理疾病，只可是得病时
间不一样而已。规避问题和逃避问题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
病的根源，一切心智成熟者，他们的人生之旅都是从直视问
题开始。可是心智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艰难的旅
程。

解决问题的首要方法就是自律。所谓自律，是以进取而主动
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推迟满足感，承担职责、尊重事实、坚持平衡。时间这些原
则，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你要勇敢应对痛苦而非逃避。



很幸运有机会了解这本书，否则将会是我心智走向成熟的一
个遗憾。我会慢慢学会自律，学会爱，学会独立，找到真正
的自我，做自我的主宰，用进取平和的心态迎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