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优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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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篇一

金鑫

王阳明是儒家心学集大成者，是明朝时期立德、立言、立功
的一代人杰，他的学说使日本在近现代一跃成为东亚强国，
这是我对王阳明的最初认知。毕业后，我参加入厂前培训，
当听到培训老师盛赞王阳明时，我不禁对这位不寻常的人物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特地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王阳明全
集》，细细研读起来。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王阳明也有过爱做梦的年纪，他立志要当一名圣贤的人，只
是寒窗苦读屡不中第，好不容易官拜兵部武选司主事，又遭
贬贵州，但是他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在会稽山下开荒种地，
继续研究心学，终于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

每个人幼年时都会有一个梦想，长大后或是当一名科学家，
或是当一名警察，或是当一名画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梦
想回归现实，平凡渐渐清晰。记得一年前，我研究生毕业后
开始接触采油工作，心中充满了好奇，时而自信满满的独自
顶岗，取样、巡检、测电流样样不落；时而兴致勃勃的夜巡
查井，骑着电瓶车在漆黑的井场上飞驰而过；时而思如泉涌，
将身边发生的事情奋笔疾书撰写通讯报道……当新鲜变为熟
悉，热情化作冷淡，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工作，剩下的只



有执着和坚守。于是，我执着着自己的梦想，坚守着自己的
责任，依旧是每天上班认真巡井；依旧是等班车时翻开《采
油工》扫上两眼；依旧会在电脑前撰写修改通讯报道……我
想，正是王阳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感悟，让我能够
以愉悦的心境在平静、平凡中体味着充实和快乐。

困知勉行，学者之事

在贵州龙场的日子里，王阳明的生活极其清苦，居住在阴冷
潮湿的山洞里，但他仍坚持潜心研究儒学，并在山洞附近办
学传经，困知勉行，坚韧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完善了
心学体系，对世界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年年初，我有幸参加了厂培训中心为迎接油田公司采油工
大赛而举办的为期一个半月的封闭训练。对于一名刚刚毕业
的大学生来说，能够有这样一个快速提升技能的机会非常值
得珍惜。记得第一堂理论课，我学得头昏脑胀；第一次实际
操作，我累得汗流浃背。那时，我才深刻体会到，要想做一
名优秀的采油工并不容易，坚韧的意志、强健的体魄和机敏
的思维缺一不可。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不断挑战自己脑力
和体力的极限，但最终仍然遗憾落选。幸运的是，不久后，
我又有机会参加了厂团委举办的采油工状元擂台赛。面对又
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憋足了劲，在集训中攻坚克难，在
赛场上奋勇拼搏，从初赛一直到复活赛，过五关斩六将，终
于闯入了决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想，正是王阳
明“困知勉行，学者之事”的感悟，让我能够勇于迎接挑战，
敢于突破和超越自我。

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在人生弥留时刻说出：“吾心光明，亦复何言”.纵观
他的一生，尽管遭遇过各种挫折和失败，但是阳光的心态让
他最终能够取得成功。对于我们来说，亦是如此，任何时候，
都要保持积极阳光的心态，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考验。



采油工状元擂台赛后，我又重新回到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
由于经历了大赛的成长和历练，队里决定任命我担任采油井
长。工作还未满一年就得到队领导的如此信任，说心里话，
我在感到激动和荣幸的同时，也不免有些许不安。我知道，
担任井长后，自己的工作量将更加繁重，责任也更大了，不
但要干好本职工作，还要管理好井组员工、协调处理好井组
内的各项事务。尽管担任井长对于“初出茅庐”的我会有一
些难度，但我却充满信心。我想，正是王阳明“吾心光明，
亦复何言”的感悟，让我能够时刻以阳光的心态，去积极地
应对成长道路上的各种艰辛和考验。

研读完《王阳明全集》后，我感悟颇深。书中富有人生哲理
的经典语句总是会蓦然间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沁人心脾的
阳光雨露渗透滋润着我的心田，让我从中汲取了生命的营养
和精华，并化作激励我奋勇前行的无穷动力。

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篇二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
代表人物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王阳明在中国历史上比
较出名，但以前并不了解，是通过看当年明月的明朝哪些事
儿才知道有这么厉害一个人物的。他是文武全才，他提出的
心学主张“知行合一”，说“知是行之始，始是知之成”;主张
“致良知”，说良知既天理，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为吾心
所固有。阳明心学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反对迷信权依
傍书本，有平民意识，对明后期哲学和文艺影响巨大。王阳
明镇压过农民起义和平定“宸壕之乱”，也是一位军事天才。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原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
浙江余姚人。因在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侧筑室攻读，创办阳明
书院，别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传习”一词源自论语
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今天读到答顾东桥书一章,书中提出了修养的三个层次,令我



有所感悟.他提出“生知安行,圣人之事”,“学知利行,贤人
之事”,“困知勉行,学者之事”.意思就是说天生就知道,生
来就能实践,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学习了就能知道,知道了
就能顺利实践,是贤人才能做的事;艰难的获得知识,勉强的用
于实践,是学者的事情.

像我这样普通的人，就是艰难的获得的知识都是很难到达的。
也许和我们的教育制度有关吧，虽然四书五经的名字挂在嘴
边，但是没有系统的看过一本。真正学习传统的国学也是三
十以后才开始的，今年我已经三十有四了，也只是了解了点
皮毛。看古籍很枯燥，水平太低，原文看不懂，要结合注释。
来兴趣的时候，就看几眼，不高兴的时候，就丢一边。现在
的社会各种各样的诱惑太多，看书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偶尔
看到了一点古人的观点，感觉受益匪浅，知识还是精华好啊。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国学论道版块，感觉相见恨晚，先抛
个砖头，露一小脸。

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篇三

在明朝中期的王华家中，王华母亲岑氏太夫人梦见天上阳光
明媚，祥云缭绕，穿着红衣的众多仙子，击鼓吹萧，乐声悠
扬。其中有一位神仙怀抱着个婴儿，脚踏祥云，自空中冉冉
而下，一直朝着她家门前而来，把婴儿送入岑氏的怀抱。太
夫人十分惊奇，从梦中惊醒。原来是自己有了孙子了。他便
是著名的心学创始人――王阳明。

王阳明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曾问老师：“什么是人生的
头等大事呢？”老师说是读好书登第做状元。王阳明若有所
思，回答说：“只有读书做圣贤，也许才算是人生头等大事。
”王阳明认为做圣人不仅要读好书，还要能够保境安民。他
十五岁独自一人在塞外练习兵法，记录地形地貌。后来他果
然统领三军，平定**，安定国民，成了圣人。从中可以发现，
有志向并付诸实践，便能达到目的。



王阳明会独立思考，非常聪明。有一次，他和祖父竹轩先生
与一些老朋友吟诗作赋，他们还没想出，年仅10岁的小阳明
却已吟出了一首绝妙诗：

金山一点大如掌，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

大家不禁拍案叫绝。他真是聪明过人。

王阳明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经常一个人独自沉思道理。后
来，王阳明因被人诬告，被贬到少数民族当驿丞。住在石洞
里，吃野果粗米维生。他天天静坐，殚精竭虑，终于大彻大悟
“格物致知”的真谛，奠定了心学理论，撰写了《传习录》，
成为为哲学家。后来他又平定**，谥“文成侯”，名扬中外。

王阳明是余姚人的楷模。看了《王阳明》这本书，更使我坚
定这样一个思想，要像他一样成为有德之圣人，就要学会独
立思考，当然勤奋更必不可少。

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篇四

当时南、赣、汀、漳一带匪患丛生，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大
小土匪数十股，主要的有四股。离王阳明驻军的上杭最近一
股士匪的头子叫谢志珊。最远的在闽粤交境的地方，土匪的
头子叫詹师富。最弱一支土匪的头子叫卢珂，最强一支土匪
的头子叫池仲容。

王阳明打下坚实的基础，制定好作战方针之后，究竟要先打
哪一股呢？大家都认为，毫无疑问，要么打最近的，要么打
最弱的，要么打最强的，都有作用，为什么呢？打最近的，
顺手；打最弱的，容易取胜；要么打最强的，可以趁着自组
新军的势头，把最难啃的骨头先给啃下来，对其他士匪有震
慑作用。这样都能够起到到良好的效果。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王阳明的选择居然是打最远的詹师
富这一支。所有人都不解，打最远的，势必劳师远征。打最
远的未必能取胜；不像打最弱的，保证可以致胜。再说，打
最远的那股土匪就算胜了，也起不到震慑效果。为什么选择
打最远的那支呢？王阳明白有他的想法。

为什么呢？就因为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出乎意料。“兵
者，诡道也。”因为最近的、最弱的、最强的那几支都有提
防，唯独詹师富这一支因为最远，又不是最强，又不是最弱
的，最想不到会被出兵剿灭，因此最没有防备。王阳明定下
作战方案，第一个就打最远的詹帅富。

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篇五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

王阳明，大明帝国时期诞生的一位著名的心学家，而在当时
以朱熹理学为主流的明朝，也足以体现出王阳明的艰辛以及
心学发展受到的阻碍程度。

刚上大一时，接触到马哲的唯物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
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我偶然看到这本
书时，却也被王阳明的心学所打动，被王阳明的“致良知”
说服，同时也被他新的格物致知所吸引。生活在大明帝国的
王阳明，也曾受理学的影响，也曾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去格
物，当他对着一堆竹子去格的时候，却什么都格不出，于是
他对理学的权威提出了质疑。他曾研究过道教，也曾想落入
空门，但都没有成功实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龙场悟道，才
有了其心学的横空出世。自龙场悟道以来，王阳明的弟子大
增，为其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仕途的发展提供
了条件。



王阳明的心学，讲究的是人人平等，讲究的是光明良知，讲
究的是内心的平静。朱熹主张去心外格物，而王阳明则认为
物就在己心，只要良知是光明的，就能得到其中的真谛，现
在所做的事不过是对心学悟道的践行而已。自龙场悟道以来，
王阳明的仕途就变得光明起来，南赣剿匪以及平定宁王都是
他心学的运用。我认为在他的心学中有心理学的应用，似乎
他的心学可以运用到任何领域，而王阳明则解释为这都是良
知的`作用。

王阳明提倡众生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所以每个人都
不应该把自己看的轻贱，但其在剿匪时却因为士兵剿匪时士
气不高，当众砍杀了几名士兵以儆效尤。既然他提倡众生平
等，那他又为何以别人的生命来换取其他人的前进，这无疑
违背了他提出的观点。不过王阳明也说自己在运用战术的时
候是违背良知的，所以他在以后的讲学过程中从没有提过这
些战术的运用。

王阳明的心学看似与理学背道而驰；但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
讲求的都是“存天理，去人欲”。人的心可以分为性与情，
但朱熹理学却硬要将“情”从心中分割，而要去寻找外物来
填补心中的空洞。王阳明心学则认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去
除了七情六欲与佛家的枯坐亦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如
何把七情六欲控制在一个度内。按照他的学说，良知自然也
成为了这个控制的度。

天地间的心是人，而人的中心则是良知，只要良知光明，便
可所向披靡。但现如今的我们使自己的良知蒙上了一层污秽：
对名与利的向往，私欲的产生，使我们不能正确听从良知发
出的命令。而我个人也认为，生活在现在的时代里，除了名
与利，除了自己的私欲外，还有什么会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即使会有心怀天下的人的出现，但毕竟我们大多数都为普通
人，这些无疑成为了我们所能追求的目标。我们所应该做的
是如何使这些追求控制在一个度内。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自己有做官的能力，为何要委屈了



自己的这份才能呢，坐上了这个位置又要思考的则是如何在
这个位置上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才能，在不违背良知的情况下
创造出最大的利益。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古人也曾提出过“知行”，但却是分
开提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知道实践却不知道
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只知道学理论知识而不去实践的人提
出的建议。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认为，当我们有了知就会
有行的出现。比如当我们渴了，我们就会去喝水，当我们饿
了，我们就会去吃饭等等。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受到心的指
导，光明自己的良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看了这本书，其实对自己也有很大的触动。以前会因为一些
小事而自己折磨自己，并且会钻牛角尖，会为一点小事而斤
斤计较。如果王阳明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说：这一切都
是你的私欲在作祟，你需要的只是光明你的良知，你的这些
私欲就会被控制，而你自己也会活的更加自在。光明良知的
学业是一步步跟进的，不可一蹴而就。在光明良知的路程中，
我们应该学会听从第一感觉，这第一感觉往往便是良知发出
的声音，它会指导你走向正确的道路。

我所理解的心说：不可固执自己的成见，要敢于改变自己，
敢于提出质疑，敢于付诸行动。如果知行不合一，再多的知
也托不起一个完整的人，人生道路上有苦难不怕，怕的是苦
难到来时将自己打倒，未爬起来就先认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