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格的力量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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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的力量读后感篇一

人生，一个既漫长又短暂的词语，在这漫长的人生中，大家
可否拥有人生的快乐？人生的快乐究竟是什么？是整天做自
己想做的事；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还是有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的富足生活？以前的我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今
天，我读了《人格》这篇文章，才明白人生的快乐该是什么。

人生的快乐不是不劳而获，也不是坐享其成，而是自力更生。
靠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

人格的力量读后感篇二

刚刚阅读完了《阴影人格》中的相关内容：阴影的爆炸力。

在本章中，作者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年轻人是如何冲
破父母的阴影的呢？

年轻人对自己产生怀疑，也对父母和他们与父母的同一性产
生了怀疑。他们在自我反省时也顺带对家庭进行了一番思考，
其结果常是指责：“你们根本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不
诚实！”接着就会谈到那些常常体验到的阴影。

伴随这些阴影，也会产生许多令人害怕和陌生的东西，这也
会增强自我怀疑感。如果年轻人能在团体中过整个一代人的
阴影生活，这就足以使他们快乐。



过阴影生活这一行为本身具有破坏性，它干扰了父母热衷的
压抑性教养，引起了混乱。阴影的价值始终威胁着现实适用
的价值，那些会引发害怕所以被压抑的东西摆脱了压抑，现
存的价值受到了质疑。

如果阴影被接纳，如果不是简单地去谴责年轻人，把他们当
作替罪羊，就会孕育一种极大的机会，使旧的投射机制得以
维持。

在年轻女性那儿，我们尤其能看到“大团体压力”，她们会
体验到一种“女性压力”。为了了解这种女性压力，为了决
定是否承受这种压力，何处需要承受这种压力，承受到何种
程度，年轻的女性必须具有一种良好的自我意识，也许还要
有作为母亲的决断能力。

让阴影不再被排斥，不再受上一代父母的延续，让年轻人有
自我的意识，敢于打破原有的观念。

人格的力量读后感篇三

刚刚阅读完了《阴影人格》中的相关内容：什么东西使阴影
接纳变得困难。

作者在本章中分了两大块的内容：宁死也不能丢脸和阴影群。

如果这个人把理想自我视作其行为的榜样，那么由此开始来
实现理想自我是正常的，不会产生不良后果。如果相反，把
实现这种理想自我作为一种绝对的要求，那么任何一种不公
平的行为都是一种拒绝、一种灾难。

一个致力实现理想自我的人是有助于他人的人。他会实实在
在地完成他所承担地责任，并且力图把坚定地信念贯穿一生。

作者提出，抑郁本身是一种心灵地失灵，一种必须隐藏起来、



不让他人发现的心理失灵，这就成了阴影。人可能会发展到
自杀地地步，以便不让这种“耻辱”被别人知道。人们希望
这些人在与阴影交往时由更多的自由。他们也会与阴影抗争，
但只是以躲藏的方式。最后获胜的是阴影，人却死了。

接纳阴影的'个别特征是可能的，因为这不会对代表整体人格
的自尊产生强烈的威胁。有人会对生活中的这些事产生一种
好奇，产生一种充分发展自己强有力一面的兴趣，这时勇气
就会大于恐惧。

把混杂着各种阴影特征的梦分解成个别的阴影成分，可以采
取这样一种方法，比如通过拟人化把阴影比作怪物。这些阴
影特征就可以与日常的阴影行为联系在一起，并被接纳。如
果我们接纳这些使我们非常害怕的阴影特征，常常会给人的
生命活力带来巨大增长。

一旦我们接纳自身的阴影部分，那么也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
更大的正能量。

人格的力量读后感篇四

自从看了《动机与人格》这本书以后，这种感觉消失了。感
谢马先生写了这么好的书，呵呵。我觉的这本书最大的价值
不是说明了自我实现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实
现”自我实现的过程。那就是满足自身的需要。就好像另一
位姓马的伟人——马克思的思想那样：世界上不会出现有一
个完美的社会，而是从低到高发展的，经过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
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即使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也不会停
止发展。也正因为人类不会停止发展，因此社会永远不会完
美，因为完美意味着无法超越。马斯洛的思想类似：人的心
理也永远不会真正完美，而是从低到高发展的，要经过生理
需要的满足、安全需要的满足、爱与归属需要的满足、自尊
的满足、最后才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且人达到了自我实现



的阶段，也不会停止发展。因此人生不是一个最高价值的寻
找过程。而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追求更好的
过程。不是形而上学的完美主义，而是辩证法的不断进化。

自从看了这本书，再也不“怀疑人生”了。

人格的力量读后感篇五

刚刚阅读完了《阴影人格》中的相关内容：阴影接纳的模式。

我们与阴影对抗时，关于我们身份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正
如神话中所说，如果外部的权力范围缩小了，不再与之有关，
权力的象征物也就不复存在了。

作者提出，如果某人有积极的母亲情结，他就会期待别人会
像母亲一样对他好。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
地方会出现阴影，他一直感觉很好，如果可能的话，他也不
想在其他地方会出现阴影，一种积极的母亲情节使人单纯，
使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轻信他人。

作者还提出，一种与善良分离的情景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
与父母阴影的分离发生了，年轻人开始去体验那些被父母作
为阴影而忽略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家里是被禁止的，这样一
来，他们就与父母处于对立的状态。通常，父母并不会对他
们进行批评，而是在他们的家庭体制中不给年轻人这种机会。
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有赖于阴影了。如果我们与阴影同一，
我们的行为举止就与较少被阴影蒙蔽时十分不同，这不可避
免地会给交往带来困难。如果人们把一种内在的形象保留在
客观层面上，也就是留在投射中，就会促使做梦人非常坦诚
和激动地谈论这些人，却不曾想过他们实际上在谈论自己。

在本章中作者通过一个个故事，最后还得出了一个答案：生
命活力不应该被“死亡的阴影”蒙上阴影，不要去探讨长生
不老。正是因为有死亡，所以更应该为生命而活着。



也是，自然界中，向来物以稀为贵，就像知道一样很珍贵的
东西知道随时有可能要失去它，它在无形中便变得弥足珍贵
了。所以才会更加的珍惜和善待它。

本章最后，作者还提出，阴影部分常常是那些强大的部分，
是具有许多能量的个性特征，所以我们应该竭力倾向于接纳
它。如果我们与它势不两立，就可能被其中想要抑制的巨大
能量所摧毁。

所以，阴影可能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当我们知道
自身存在着某些阴影的时候，我们要勇于正视自我，以完全
开放地态度接纳自我，与内在的小我和睦相处。那么，我们
自身的能量就会越变越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