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忏悔读后感 忏悔录读后感(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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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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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忏悔读后感篇一

刚看完《忏悔录》时，我想的是一个人怎能用如此欢快的心
情来叙述自己生命中悲惨的事情,怎能把平淡生活中的每件小
事都写成精彩有意思的故事。不懂。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他笔下看到一个近似真实的世界——
贫民、富人共存却泾渭分明的世界。不论是朴实的农民、热
心的小店主、出色的阿奈、善良的麦特尔等平民，还是猥琐
的神父、彭维尔、西蒙等人，好好坏坏，都是很真实很鲜活
的人物。社会的这一面，或许也只有卢梭这般阅历丰富、感
情细腻的人能写出来了。

当然，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近似真实的卢梭——回首往事、不
甚感慨、忏悔、抗议、极想为自己辩解的卢梭。很多地方，
甚至直白、深刻得让我一时不能接受。就像他关于自己风流
韵事的描写，或许代表了一个典型的男性的心理？我不敢确
定。

开篇时卢梭就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
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
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
他的勇敢、坦诚都很让我敬佩，可我还是有时会觉得，他晚
年写这《忏悔录》时或许也一定程度上被他的记忆欺骗了，
他的记忆展现给他的、通过他的著作展现给我们的，或许也
有很多渗透了他本人意愿的经历和事实，所以才会如此生动、



鲜活、震撼。

我知道，卢梭是伟大的、《忏悔录》是伟大的，而我只是茫
茫时间长河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比微尘还小的粉末，所以我不
敢对巨人、巨著妄作评论，我只是因为要交作业写一些自己
的真实想法。请见谅。

谢谢！

忏悔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捧读一本《忏悔录》，书中既有权力在握的“一把
手”，又有分管具体工作的责任官；既有党政部门的领导，
又有事业单位的领导；既有快到“点”的干部，又有年富力
强的干部；既有一般岗位的干部，又有管钱管物的干部；既
有认识和听说过的干部，又有感受得到的干部；等等。读完
此书，我的收获与受到的启示都很大。

启示与收获之一：权姓公。如果权不姓公了，改姓私，那么
站着的人就会变为倒下的人。变成阶下囚的那些人，大凡都
是利用手中的权，为己为他谋利益，结果是自食苦果。我体
会到，有权受人尊重，心术不正的人尊重的是“权”，而不
是你这个“人”本身。当“权”与“利”同时出现，有人为了
“利”来攻这个“权”。如果掌“权”偏了，利益者就会以
不正当的方式“夺权”，使掌权者变为操盘手，叫你怎么转
就怎么转，牵着鼻子把你带到坑里去。事实也如此，权乱人
心乱，权歪身子邪。同时，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你不
尊重它，它就不尊重你；如果不用好权，权力就会向
你“刺”来，剥夺你本该有东西，让你一败涂地。所以，要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好好想怎么用权，不能当权力反面人
物的“俘虏兵”。反之，权力姓公太重要了。要不然，权力
不公则私，或又公又私，或公私不明，就会在人生路上当乱
爬的“糊涂虫”，说栽倒就栽倒。



启示与收获之二：立正身。我们一定要立正身，用自己的脚
踩实，站得稳稳当当的，不管是哪一个年龄阶段，在什么职
位上，在哪种环境下，都要“不倒桩”，站如松，坐如钟，做
“不倒翁”。我常讲：扛得住风险，顶得住风浪。一位临到
退休的阶下囚写道：“工作几十年一直是严于律己的，不管
在校长位置上，还是在局长位置上，那时还能守得住底线。
但临到退休时，犯这么严重的错误，这也印证了‘59综合
症’的说法，自己也属于‘59综合症’的表现。”还有一位
阶下囚写道：“已进天命入歧途，心中淌血眼模糊；世上唯
无后悔药，离家别妻望中愁。”这些没顶住，用百姓的话讲，
天白了窝趴尿在床上。所以，立正身是做人当干部的准则，
昨天要立正身，今天也要立正身，绷紧，明天更要立正身。
要永恒性，用毅力去抗住侵蚀，洁身一世。我已50有余，反
面教材启迪我六个大字：立正、站稳、不倒。

启示与收获之三：蹦紧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偏，路
走歪。阶下囚在诉说变化的过程中，都是从一个“溃烂点”
开始的。这个点，有的是自己思想先变，有的是从不敢收礼
到收礼，有的是外部环境影响而致等。不管哪一种，都是慢
慢蜕变的，思想上的这根廉政弦松了，甚至断了，结果是追
悔莫及，于己于子女于父母都留下了一个痛心的伤疤。一位
阶下囚写道：“我的行为，给女儿纯洁的心灵，未来美好的
憧憬蒙上了阴影，留下遗憾，我罪该万死！我的行为，让我
年迈的父亲惭愧，我没有完整地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洁白履
人生，给我的家族，给他老人家丢了脸，耻辱至极！”可怜
啊，那有为何不早知道！特别是看了“认识人”的忏悔，对
自己心灵是一个很好的洗理和预防。认识人的忏悔，又成像
成影永久地留在脑海里，常常“放映”。回首一醒，传递给
自己一个强烈的信号：思想上那根“廉政弦”松不得。松了，
会像脱缰的马，迷失方向后就不知会跑哪里去。为此，时时
绷紧廉政这根弦刻在我脑中，也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不可少
更不可缺的“边缘线”。

所想、所思、所感还将延续、持久地发酵下去……



忏悔读后感篇三

《细节决定成败》是汪中求先生总结多年管理，咨询工作的
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企业管理的经验写成的一部细节管理
专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这本书强调，不论做什么工作，
都要重视小事，关注细节，把小事做细，做透，揭示了＂细
中见精＂，＂小中见大＂，＂伟大与平凡＂的真理，是学校
提高办学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法宝。

在读了《细节决定成败》后，感觉到在充满竞争的今天，如
何做好工作，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一个＂小＂字。

作为教育工作者，育人工作是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各
方面互相配合。这些工作还得从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学习习惯
抓起。认真对待每一件关于学生的小事，促使学生珍惜时间，
自觉学习，不畏艰难，勇攀高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工作中我认为必须把常规工作做到
位，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要想比别人更优秀，只有在每一
件小事上下功夫。不能只看到人家成功的辉煌，而很少去关
注他们工作中对细节的用心。对于敬业者来说，凡事无小事，
简单不等于容易。因此，要积极倡导：花大力气做好小事情，
把小事做细。在工作中我体会到认真做事只是把事情做对，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你热爱你的工作，你每天就
会尽自己所能力求完美，而不久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也会从你
这里感染这种热情。

09级的新生刚入学时，作为专业课课教师，微机室是我们上
课的主要场所，所以微机室的使用、卫生也就是我们专业课
教师的首先要做好的工作。

在学生一开始使用微机时我就强调凳子的摆放，进微机室前
应该注意的问题，虽然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但是事实证明在
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效果还是很有效的。这些细节无疑给以后
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书中众多的例子也从正反两面说明了细节能够表现整体的完
美，同样也会影响和破坏整体的完美。细节在创造成功者与
失败者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 人与人之间在智力和体力上差异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大。很多小事，一个人能做，另外的人
也能做，只是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往往是一些细节上的功
夫，决定着完成的质量。看不到细节，或者不把细节当回事
的人，对工作缺乏认真的态度，对事情只能是敷衍了事。这
种人无法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而只是当作一种不得不受的
苦役，因而在工作中缺乏工作热情。他们只能永远做别人分
配给他们做的工作，甚至即便这样也不能把事情做好。而考
虑到细节，注重细节的人，不仅认真对待工作，将小事做细，
而且注重在做事的细节中找到机会，从而使自己走上成功之
路。

忏悔读后感篇四

《忏悔录》下册，主要讲述卢梭成名后的经历。就上下册而
言：上册较为流畅，但对了解卢梭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下
册随略感凌乱，但对了解卢梭因何而伟大有较多帮助。

本卷用很大篇幅讲述，格里姆、埃皮奈夫人等联手用恶毒的
手段攻击、诋毁自己（卢梭）以及卢森堡夫人、布弗勒夫人
对自己的阴谋、陷害。并用许多与他们的来往书信佐证。尽
管如此，我还是没搞明白这“攻击、诋毁”的来龙去脉与所
要达到的目的。不能说“卢梭没讲清”，是我没看懂。

读《忏悔录》，感觉卢梭多疑、自负、且心胸不那么（很）
宽广，成名后还很狂妄。经常用粗鲁的词汇形容他人，如：
愚蠢、笨蛋之类。

难怪在遇到不解之处问度娘时，几乎没有答案。看来此书对
阅读者感染力有限，“读后感篇幅不佳”。

摘录：



648页。......当我从他（圣朗贝尔）那得知社会上没有人怀
疑我曾经像格里姆现在这样同埃皮奈夫人一起生活过
时......

即便与卢梭对乌德托夫人单恋有关，也没有充分理由导致不
相干的人与之作梗。大概是卢梭的意识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的意识推测别人的思想。卢梭自己也反复讲过：“我
爱幻想”

718页。......最后瘦弱的终于病死了，他真是痛心至极。这
要怪孩子的母亲盲目相信医生的主意，把药当饭吃，以致营
养不良，使这个可怜的孩子身体虚弱而夭亡。唉！......医
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483页。......为人正直与坦诚有时候是与文学修养相辅相成
的。

506页。你们这些冥顽不灵的人呀，你们天天抱怨大自然对你
们不好，其实，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痛苦都是你们自己造
成的。

528页。......只要你不是阴谋家，你若想为你的祖国的真正
幸福而著书，你就千万别在你的祖国的怀抱中写。

426页上。我尽管有理，但申诉无门，这就在我的心中激起了
对我们愚蠢的社会制度的愤恨。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
公众利益和真正的正义总是被某种我只看到它的表面但不明
白其实质的秩序所牺牲，而这种秩序，实际上是破坏性的：
它将摧毁一切秩序，任由官府压迫弱者和袒护强者。这也许
是卢梭写《社会契约论》的原因之一。

忏悔读后感篇五

正如卢梭自己所说，“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



在世人面前，此人便是我。”“这就是我所做的，我的为人，
我以同样的坦率道出了善恶。我既没隐藏什么丑行，也没添
加什么善举。”卢梭确实在文中表露了自己的心境，非常坦
率，可以看出他是很大胆的，他是敢于剖析自己的人，对自
己动手术刀。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读着读着就感觉其实他不
必忏悔，我已原谅他了。

卢梭少时读书的积累《宗教与帝国史》《名人传》等，这为
后来打下基础，文中多处提到书，自己当学徒时，也是为了
摆脱孤独吧，“除了阅读，什么也不再干了，包括偷窃”，
可以看出，读书有多重要，自己以后会趁大二时间丰富，多
读书，读好书。偷窃，卢梭没有掩盖事实，也透露了一种犯
罪心理，“我觉得挨打是对偷窃的一种补偿，让我有权继续
偷。”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畸形，“那我当小偷处置，就是
允许我当小偷。”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犯罪者的心理，
他们就是一种破罐子破摔，无所谓的心理。

遇到瓦朗夫人这一段，“她笑吟吟地接过我哆哆嗦嗦地递给
她的信”，与其说瓦朗夫人是卢梭的情妇，倒不如说瓦朗夫
人是卢梭的半个母亲，或者反过来说，卢梭更像是瓦朗夫人
的情夫，在卢梭笔下，瓦朗夫人是地位很高的，是卢梭顶礼
膜拜的。即使后来卢梭几乎被抛弃，他都没有贬低瓦朗夫人，
更多的是悔恨。卢梭从小失去母亲，卢梭缺少母爱，在我眼
中，或许卢梭把瓦朗夫人当做自己的母亲了吧。正是瓦朗夫
人弥补了自己心中关于母亲的空白，所以卢梭才会死心塌地
吧。

卢梭对父亲，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对自己不理了，可能更多
的是憎恶吧，但卢梭对自己的父亲多得是崇敬，“他还是以
为好父亲”，这一点是很令人赞赏的，孝，最基本的道德只
要没沦陷，就会还有做人的底线，就是个好人。

在读这篇著作时，自己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就是对教会，
天主教和新教不了解，读起来有点吃力，自己以后会了解一



下西方的宗教。而且说实在的，我搞不懂卢梭到底在忏悔什
么，他像是在写自传，人生中谁不犯一些错误呢，有的错误
也是外在的条件造成的，不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可以不必
那样地自我忏悔，甚至可以把名字改成卢梭反省录，甚至回
忆录。不管怎样说，这种自我反省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
需要不断反省自身，完善自身。

忏悔读后感篇六

这部著名的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思想的精华，一直是学习和
借鉴的典范，也是文化传承的必修课。阅读后的感觉与其说
是一项任务，不如说是与原作者的思想交流和碰撞。本专栏
为您提供了许多有关阅读名著的信息。我希望你能找到同样
的火花，并在那里进行更多的交流。

卢梭的行为一直被人类的肮脏所困扰。他凶猛多变，热情奔
放，极度敏感，喜怒无常，缺乏自制力。正是这些相互矛盾
的性格使他更像一个活人而不是一个神。他很聪明，但生活
也很粗心。他骄傲但谦逊。他很诚实，但也有掩饰。在他的
自传中，卢梭承认了他年轻时犯的一个错误。有一次，他从
主人家偷了一枚贵重的纽扣，并把它归咎于一个他喜欢的小
女佣，这让这个无辜的女佣感到羞辱。由于卢梭的“自我暴
力和秘密”，包括罗素在内的一些后来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卢
梭根本不是哲学家。但我认为卢梭触及了哲学的本质——他
首先以自我为解剖标本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讨论。

就气质而言，罗素和这些人是两种人。他一直对浪漫主义的
活力漠不关心。事实上，罗素本人并不是一个冷静的学者。
否则，他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离婚，主张性解放，反对宗教，
被当局禁止讲课，信仰社会主义，参加反战运动，甚至坐牢。
每个人都有活力。拉塞尔还认为，活力是推动历史的一种比
理性更重要的力量。

卢梭是法国第一位也是最勇敢的平民思想家。他出身贫寒，



年轻时曾长期做奴隶。当然，像拉塞尔这样高贵的孩子不会
偷纽扣，拉塞尔的孩子也不必去孤儿院。卢梭娶了一位地位
低下的女侍者，罗素也用她做精神分析，这意味着卢梭只能
在地位低下的女人面前获得完全的自信。我一直很佩服罗素，
但这次我觉得罗素的演讲有点刻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反
向婚姻是不允许的，他与沃伦夫人的关系在当时的婚姻制度
中是不允许的。

卢梭晚年孤独而不幸。由于埃米尔的出版被当局视为异端，
最高法院决定烧毁所有出版的埃米尔，并立即通缉卢梭。再
加上处理人际关系的不愉快，卢梭的精神状态近乎疯狂。他
疑心重重，坐立不安——水果商人以低价卖给他蔬菜，并以
慈善的方式羞辱他。马车转弯时差点把他撞死。卖给他的墨
水是无色的，所以他写不出答辩书。甚至有人到处跟踪监视
他。

然而，上帝是公正的，卢梭的思想不会因岁月而黯淡。卢梭
不仅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文学材
料、风格和情绪上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位法国评论家曾
经说过：我们19世纪的人民来自卢梭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