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设计概论读后感 传播学概论读后
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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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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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概论读后感篇一

（1）重新审视美国人的价值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不
赞同强烈的个人主义，我欣赏美国的“实际”，用“工具性
能动主义”来理解。所谓“能动主义”，是指美国人倾向于
对周围环境进行控制，而不是佛教徒那样被动的生活方式。
所谓“工具性”，即美国社会并不追求一种高层次的或者说是
“最终的”目标或价值观，相反，它追求一种非常普遍
的“改善”或“进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每个成员都
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社会。

这样给了自己的一个深刻的反思，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定得太
远太高，不现实？确实是的，有时候自己认为所谓的高瞻远
瞩的目标其实只不过是好高骛远，不踏实的目标。在很多时
候，在追赶比自己优秀的同学时，心里很容易产生一种浮躁
的心理，不够平稳。在进步、改善这方面，我确实需要向美
国人学习学习，力求每一天都有一点点进步，每一天都能改
善一点点自己的不足之处。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

（2）角色期待与角色表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
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被赋予了社会对它的角色期待。每个角
色期待背后都有相应的角色表现。在今年端午节，我和一个
好朋友，还有他的表叔一起吃饭。他表叔作为一个出来社会
工作多年的前辈，指导我们大学生的规划以及为人处事的道



理。他表叔跟我同学说的一句话令我颇为震惊，“你作为你
家的长子，你要想下你身上肩负的是什么责任”。这句话至
今萦绕耳边，时常警醒着我。有些东西随着成长，其佯装的
外表该脱下就脱下。我承认，以前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没有
改变，确实做得不好，我并不是电影中的周星驰，不能胡乱
地做出匪而所思的动作，因为别人会因我的角色表现而判断
我是一个疯子，这里也不是电影世界。这是生活，我应该现
实点，做出符合我角色期待的角色表现。在家、在学校都应
该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该拿出什么样的角色表现。我
相信我会慢慢改变。

（3）社会地位和结构的流动。我觉得觉得现在社会上存在这
样一种风气：社会地位与金钱直接挂钩。人，生下来就不平
等。在广东，很多资源，掌握在我们这一代的前一辈上，因
改革开放很好掌握了赚钱的资源。试问，广东很多龙头企业
董事长哪几个拥有高学历，很多都是高中学历，靠的就是一
步步实践和一股勇气赚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一个家族企业，
很好掌握各种资源：人脉资源（客户）、货源、管理经验和
管理人才等。企业家们也有足够的财力使自己的后辈得到较
高的教育水平，只要其后辈不是智力问题，喜欢学习，喜欢
实践，身边有优秀的人才，接管前辈的生意也不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至于“富不过三代”这句话，我怀疑了。早一段时
间，进了一个工厂，和工人阶级一起工作。稍稍调查了他们
的年龄和工资，有几个和我年纪差不多，有几个30几岁。工
资根据你以往的工作经历商议决定，其中有个前辈，35岁，
他有3个孩子，每月拿的薪水是1500，包吃住。3个孩子，先
撇开教育投资不说，生活费也成问题。在工厂里和工人同吃
同住，这种感觉是在写字楼里体验不到的。感到生活上的巨
大差距，生活来之不易，更应好好珍惜。处在社会底层的人，
他们的孩子们得不到好的教育资源，向上结构流动的机会越
来越来小，创造财富的机会越来越小。或许，只有教育才能
改变他们的现状，教育是一条向上流动的很好的途径。但成
功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而已。为此，我更加坚定了知识的作用。
要向上流动，先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
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
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
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
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
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
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
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
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社会学概论》配有网络课程，大大丰富了社会学教材的内容，
对社会学教材做了广度和深度的延伸。《社会学概论》的内
容体现了社会学知识点面结合的特点，每章后附有思考题和
推荐阅读书目。通过对《社会学概论》的学习，读者能够具
备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了解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的方法。
《社会学概论》不仅适用于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的学习，
还适用于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对社会学有兴趣
的其他社会人士的学习。

作为社会学专业入门基础课教材，《社会学概论》秉承社会
学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主旨，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基本方法，突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特色。在篇章
结构上，《社会学概论》以理论发展与方法为绪论，以社会
互动、社会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社会制度、社会变迁与发展
为逻辑主线，通过五编十九章的内容，展示了社会学学科研
究需要遵循的理论原则、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社会学
逻辑发展中的不同观点，以及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
的发展。



设计概论读后感篇二

读过《中国文化概论》这本书之后，感觉自己身处一个文化
展览馆，对于文化相关的方方面面均有所收获，知识体量和
思想意识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文化概论》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全书正文分上编、
中编、下编三部分：上篇对于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经济基
础、社会政治结构、发展历程等方面均有全面的介绍；中编
介绍了中国的文化的财产，例如文字、科技、教育、文学艺
术等方面，这一部分从时间线上介绍了有关知识，更倾向于
一种科普意义；下篇介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系统、
近代的转变与革新。每一部分都叙述得详尽而有条理，使中
国传统文化呈现可感的立体结构。作者纵古观今，介绍方式
系统而简明，让我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中国文
化的特征有了整体的把握，对中国的文化瑰宝有了更为全面
的认识，并引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思考。
下面我会对最有收获的几个部分进行介绍：

一、文化的本质：

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
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
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故而文化还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广义文化“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
式”，狭义文化“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人们在
看待文化时，不应该讲这两者割裂开来，应当辩证统一的去
看待，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与方法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就我自身而言，往往会将侠义文化视作文化，缺少了一种更
高层次的视角，故而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得出较为经验主义、
不具有普适性的结论。读过此书后，我很好的纠正了对文化
狭隘的见解。



二、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句使用广泛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其实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揭示了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文化
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
有巨大的反作用。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对农耕经济和商品经济
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最后总结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
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促使中国文化
保持强大的延续力，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兼具
包容性，农耕经济的早熟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反过
来，上层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
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自古形成的庞
大的官僚体系，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又会严重阻碍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发展。
当然，这不仅仅是官僚的阻碍，在农耕经济下中国百姓自古
形成的保守、官本位的意识形态，对于商品经济也起到了抑
制作用。

三、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
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
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在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在各朝各代都存在着冲突和交融，
例如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
汇，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贡献，在这些文化的作
用下共同形成了当今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

更加让我感触颇深的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第一次中外文化大
交汇可以追溯到汉代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佛教文化传入中
国，从佛教在中国所占据的地位就可以看出佛教对于中国哲
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到了巨大的启迪作用。此后，中
国的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哲学，还
在再创造的基础上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对于第一次中外



文化大交汇，可以说中国受益颇多，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延续。

第二次中外文化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水平远超中国
的欧洲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中。在这个文化震荡期，作者主要说明了
中国在此之中吸收到的有益部分，但我认为其有害部分也对
中国文化进行了侵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入侵。不得不
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接触逐渐频繁，
商品经济也越来越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此期间，不在少数的
中国青少年越来越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反正崇洋西方
文化，甚至有不少人更多的看重物质、将自己物质化，导致
中国文化中很多优秀的精神反正变成了现代社会下视
为“傻”的东西，比如各种行业中都存在的潜规则，不赚昧
心钱的商人反而会被同行嘲笑。

所以，对于外来文化，还是需要用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我们需要自觉抵制外来文化的恶意输出，
吸收其有益部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

设计概论读后感篇三

其实更像是《算法评注》。能看到不少别的教材没讲过的内
容，讲过的也会尝试用新的角度来描述，譬如说：分治法里
讲大数乘法，矩阵乘法和快速傅里叶变换。我没有读过《算
法导论》但是我刚刚查证了一下，矩阵乘法出现在《算法导
论》分治法的章节附注中，快速傅里叶变换完全没有发现踪
影。

讲分治法讲这几个例子也独出心裁。一是因为这几个例子确
实在实践中比较重要，但是教材不太爱讲。二是这几个例子
中，原问题不是被分成两个子问题，而是四个、八个子问题。
这对分治法通常都是分成两半来考虑的人们相当有启
发。“把四个子问题转化为三个子问题就能优化复杂度”，
只有两个子问题时完全不会考虑这层。



动态规划和dag的关系。本书提出了动态规划都隐含着dag的
想法，并把最短编辑距离转化为相应dag的最短路径，最长递
增子序列转化为相应dag的最长距离。这个观点确实令人惊讶，
也确实有道理——所有问题都能由子问题求解，这个过程是
单向的，当然不会产生环。

这个想法对于动态规划的问题可能帮助不大，因为动态规划
的类型很多，甚至最后求解的方法也未必是查询dp数组的某
一项。譬如最长递增子序列还有一种定义子问题的方
式：dp[i]:=min{长度为i的递增子序列的结尾}。这类dp问题
最后都要遍历一边dp数组确定解在哪里，和定义某个dag似
乎相去甚远。

但是可能这对dag的问题帮助就大了，意外着dag的一些问题
是可以用动态规划做的，事实上单源最短路径的计算、多源
最短路径的计算也确实都可以从动态规划来讲。

一个超有趣的介绍：图上两点的最短距离可以构造一个物理
系统来模拟。每个节点对应一个球，边用一个没有弹性的绳
子表示。用手向两边拉源点和汇点，拉成直线时的路径就是
最短距离的路径。这很像是一些代数问题的几何证明，非常
巧妙。也不禁让人思考物理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是否能构造出
某种对应。

书中还提到了最优化问题和搜索问题的互相归约。这个议题
也是少见的，甚至很少有人专门区分最优化和搜索问题。在
网上能搜到mit和ucsd两门课的讲义里提到了这个，我想这两
门课的教授和本书作者应该也是同一类型吧哈哈哈。

甚至这本十几年前的书的最后提了量子算法！即使现在的教
材我也没见过涉及量子算法的。可以看出本书是一本多么令
人大开眼界的作品了，极其适合做某本全面教材的辅助课外
读物。



设计概论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是由高教司组编的，因此书中所述皆是当今权威之论
证，而众多作者亦可算是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我个人认
为文章很有可读性。尽管我在读第一遍时多少有些迷惑，但
或许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内涵的一种深刻，证明了这本书的
价值。确实，姑且不谈读完后我对中国文化又多了多少了解，
单是那种巨大的时间跨度就会让人忍不住在内心生出无尽的
肃穆和庄严之感。用半年的时间读完千年的历史，恍惚中总
感觉半年的时光就如同已过了千年。也许这种感觉并不奇怪，
用一个半年用一双眼睛去见证中国人从上古到今日的千年文
化史，怎会不令人慨然？其中点点滴滴记载了中国的辉煌，
透射着历史中灿烂的光芒，也详述了中国千年文明中所走过
的所有曲折的路，让人读来自然会感到几分沉重。

不难看出，同样沉重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在一种浩瀚
的沧桑感之后，其实我觉得更有必要去思考一下文化本身的
内涵和它在人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种文化往往是一个民
族精神的寄托和行为的指导，没有文化的民族应该是不会存
在的，即使是有，也注定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经历了千年的
风雨，走到今天其实也同样面临着一场文化的抉择。中国人
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的文化该走向何方？在
本书的末尾，本书的编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为中国
新时代的文化指出了方向。然而抛开一种言论的说教以及思
想上的控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经不住推敲的。一种
文化的真正走向或形成往往并不会因为一种貌似客观甚至超
脱的语言解释而定型。它需要的是实践的考验，是一个长久
的过程。它的决定者是历史。

笔头落下上述文字之时，正听着那首小刚的《黄昏》，多少
有种伤感，所以读史一定不能再听着伤感的音乐，否则那份
慨叹足可令人窒息，因为人总是在不经意中把历史的沧桑与
人生的际遇相结合，两相交映，便是一个沧桑的时代。由此



我想到中国文化在今天发展的状况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
人们曾经把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定位为迷茫的一代，就是说这
一部分人生活在一个古今文化碰撞，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造成了一种文化的波动与混乱，也就因此造就了
一批思想波动混乱的人。这些人面临历史向前的滚滚大潮，
在一种思想的多元但又不能彼此相安的状态中变得无所适从，
也因此，这一代人又常被戏称为没有希望的一代，其实本质
上说的就是，这些人由于文化的不定性，始终无法让自己找
到一种让自己信服的文化价值系统，所以理想是模糊的，前
途是模糊的，他们伴随着经济的超速膨胀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因此中国新时代文化的真正定型过程还远未结束，中国文化
依旧任重道远。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这本书记载的历史文化处处透
射出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但细读这本中国千年文化史的
终极目的绝非是去一味追索一种昔日的文明，去单纯重温昔
日中国文化的光辉灿烂。历史的真正作用是告诉后来人，不
要再走前人曾经走过的错误的路，或是让后人从前人的经验
中汲取养分指导未来，因此文化始终与历史相融。

千年的文化，千年的感慨。我们可以在书卷中穿越时空，走
过这历史的千年，不胜唏嘘。然而当曾经的八零后最终开始
登上社会的舞台时，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百年，就又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因为恰恰是无数的人生百年才凑成了历
史的千年。

设计概论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用语言辞古今兼半，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功底读起来就
会吃力，也正是白话加古语的行文给人“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感觉，即便读起来有点磕磕绊绊、却越咀嚼越有味，被诱
导着读完了，而且收获颇丰。



国学，对于中国人来讲，上过学的都知道，最普及的唐诗宋
词，《论语》《老子》《中庸》《大学》《四书五经》等等，
但就国学范畴和概念，平时接触的不多，也没去探究。太炎
先生，也是因为作为学者，有责任义务就“国学”进行一个
探究梳理，免得后人们误入歧途，也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
书中对国学有个清晰的界定，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
历史非小说；还对如何研究国学提出了方法，辨真伪、通小
学、明地理、知人情变故、辩文学应用；对于国学的概论，
除了太炎先生，还有其他的国学研究者著书，所以这本《国
学概论》是否能够深刻、全面、细致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答
案，我不敢妄断，但就我而言已经足矣，毕竟对于一般的非
研究类的读者，能把太炎先生这本书读懂、读透已实属不易。

书中不仅涉及到国学概论，有一些古为今用、却有差异的词
也进行了简要追溯考证，比如：小说，最初是一些小的、级
别的地方官吏的师爷对上级的进言，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当
今“小说”；经典的经，是指用一个线绳穿起来的记录文字
的竹简，后来就将具有传世意义的书籍称之为经，比如诗经、
圣经、金刚经等等，和尚念经，念得是经书；典是制度、规
范；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仅仅满足了对国学的理解
和认识，而且可以部分文字也有了新的解读。

国学分类相对好理解，但是后来的研学方法就值得探究了，
作为学者，这些方法的确可以，我这里有个疑问，就是古为
今用，这个“用”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至于《论语》中，是
孔子讲的还是他的弟子讲的，是孔子跟着老子学的还是自创
的，这个对于像个几千年的当今来说，实属意义不大；就像
我们吃饭一样，只要饭菜质量安全、可口，大可不必去探究
这食材的来源；因为有检验部门把关；由此看，国学的真伪、
扬弃，我们就拜托给大师、学者作为我们读者的“精神食
粮”的检验官即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这句话有骨气、正气，有人问：您知道是的话，答曰：
不知；我觉得我吃的是饭、饭菜好至于谁做的，我们跟关心
的是饭菜的口感；国学，像是浩瀚的宇宙，仅仅唐诗宋词，



即便是诗学家也未必个个精通记得住；即便是一本道德经,里
面的内容也不是句句都是真理，弱其智、实其腹，就是愚民
政策，近似于文革时期的读书无用论，批判学者为臭老九、
关牛棚；那些能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经典名句值得颂扬，
糟粕嘛就算了。

遗憾的是，本人古文功底浅，对书中的一部分词汇上网查了
也没有结果，还有许多一知半解的地方，打算有时间再读几
遍，争取像研究人员一样，对国学真正有一个全面、深刻、
细致的认识，而不仅仅只是应付饭局酒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