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畅谈理想感悟(优质9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优
质的心得感悟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
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畅谈理想感悟篇一

我合上了《理想在我心中》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讲的是许多不为人知的革命老前辈一个个为了革命事
业壮烈牺牲的故事，小到十七八岁，大到五六十岁的老人，
他们有的是为了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也有的是在一次次战
争中活下来的，他们将自己那一颗勇敢的'心捧给祖国的三万
万同胞看，将他们殷红热血洒在祖国这神圣的大地之上。我
被英雄们不怕牺牲、热爱祖国的情怀所感动了。

我懂了理想是不分大小的，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
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
引你走到黎明??读着这本书，我的眼前出现这样一幅景象：
我用手中的笔描绘着祖国壮丽的山河，记录着生活中发生的
事；我用双眼观察世界，用大脑想象。没错，我的理想是当
一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一句话“理想是指路明灯。
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在以前，我对自己的理想
是一片茫然，学这个没心思，学哪个不专心，从来都是心不
在焉，如今我定下了我的理想，我就要努力朝我的目标奔去。
有这个理想是因为在一次事情中定下的。

只要心中有理想，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理想就一定会实现。



畅谈理想感悟篇二

要想做一名理想的教师，首位要做的便是要有丰富的学识吧，
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真理。以前崇尚教师有一桶水，现在随
着各种新的课程标准的推行，恐怕一缸水、一池水都是不行
的了，而应该是一条河流而且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惟其
如此，才能让孩子更有所学、有所获！否则，拿什么来教给
孩子呢？这就要求：一要勤于读书，充实自我，使自己的.知
识海洋不断得到充盈，不会枯竭，才能源源不断地使自己充
满活力。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获得教育素养的主要途
径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作为一名教师，我想能从这本书学习点经验，所以比较关心
书中对于理想教师的描述。朱教授在书中描述：理想的教师，
应该是一个胸怀理想，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教师；是一个自信、
自强、不断挑战自我的教师；是一个善于合作，具有人格魅
力的教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受学生尊敬的教师；是一个追
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是一个勤于学习，不断充实
自我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教师；应该是一个坚韧、刚强、不向挫折弯腰的教师。

这本书让我感受很深，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有些启发可以随
机带到教学活动中去。

畅谈理想感悟篇三

读完《理想丰满》这本书后感触颇深，什么是好书？这是众
多年轻人迷惑但是苦于不能解答的难题。我认为，从情节上
看，一本书讲述的.东西能够颤抖内心、引发共鸣，书中讲述
的我们平时不关注的话题，能够引人入胜、提起兴趣，书中
提到的我们感兴趣的，能够拍案叫好、“相见恨晚”，这就
可以作为评判书好与否的重要标准。从内容上看，看书犹如
游览风景名胜，地理学家、环境学家与社会大众的观察角度、
欣赏重点自然不尽相同，甚至尽不相同。



看书看门道，不是看热闹，终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读书不
能盲目烂读、走马观花也是这个道理。能从书山里挖掘出所
需资源，这也是好书的好处所在。

作为法院干警，读这本书就牵扯到学什么的问题，企业发展、
城市规划是平时不关注的话题，冯仑的写作水平固然能让我
们提起兴趣，增长知识，但对于我们干事创业没有直接的推
动作用。而理想与现实的问题，书中虽无专门版块陈述，却
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是我们真正要从这本书中挖掘的重
点资源。

畅谈理想感悟篇四

朱永新老师的《我的教育理想》从十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
想教育，分别是：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教师、理想的校长、
理想的学生、理想的父母、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
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用远大的教育
理念深入探寻未来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精辟的语言
勾画了21世纪教育理想的灿烂和辉煌，阐述教育的伟大使命
和责任，使人们对未来的教育充满信心。细心品味作者的教
育理念，尤其是上篇使我感触很深，我不由得按着书中理想
教师的“标准”去叩问自已：我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教师？我
是不是一个勤于学习、不断充实自我的教师？我是不是一个
追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而且使我对未来的教育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

书中朱教授把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相结合，他认为理想是对
现实的超越与提升，理想不能脱离现实，要使理想最终变为
现实，就要洞察现实、把握现实。《理想》一书的指导思想，
是作者在通过对中国现阶段教育现状的剖析和对中国教育现
实深入考察后提取出自己的教育理想观，为中国的教育发展
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譬如：作者对心目中的理想
学校、理想教师、理想校长、理想学生、理想父母的描述，
就是作者通过共性与个性交融、优点与缺弊共存的教育现实，



来揭示现代化教育过程中学校、教师、校长、学生、父母应
具有的基本规范、精神或素质，从而将作者的学校观、教师
观、学生观、父母观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切近实际教育又
不失前景指向的研究思路，既能使人感悟到目前教育现实中
存在的种种流弊与矛盾，又能使人从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基本
思想或方法，读后使人油然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要做一名理想的教育者，首先要成为一名读书型教师。教育
是一种“学习”的职业，作为从事这个职业的教师，不应当
仅仅是教学生学习，而必须同时注重自身的学习。一个教人
学习的人，自己却不爱学习，是难以取信于人的。学习是教
师维持其职业生命连续性的重要手段，是教师实现其职业生
命价值升华的必要通道。其实，在整个社会正在倡导和践行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理念的今天，作为教师更应该率先接受
终身教育和坚持终身学习。这是因为，“今天，世界整体上
的演变如此迅速，以致教师和大部分其他职业的人员不得不
接受这一事实，即他们的入门培训对他们的余生来说是不够
用的：他们必须在整个生存期间更新和改进自己的知识和技
术。”古诗有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
习是不可忽视的“源头活水”，只有多学，持续地学，才能
更新观念，才能用新鲜的血夜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再
说，“书是随时在近旁的顾问，随时都可以供给你所需要的
知识，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愿，重复这个顾问的次数。”我
们为何不好好利用这个顾问呢？教师的学习应当是持续的学
习。只有持续的学习，才能赢得教师的持续发展。学习要有
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会有任何长进的。要制定一
个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坚持
根据计划的要求将之落到实处。持之以恒，才能离我们的目
标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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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理想感悟篇五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
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

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
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他鄙视个人幸福，无限地
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在柏拉图眼中，
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他赋予了统治者无
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
人或者公民”。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
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
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或者让政治家去学习哲学。他认为
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
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
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
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
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
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
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
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
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
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
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
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
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
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
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
《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
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
“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
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
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
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
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
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畅谈理想感悟篇六

《理想国》传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
实质应当是封建贵族专制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是智
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中，人
被分为三等：掌握哲学思想的贵族统治者、掌握武力的武士
阶层，还有奴隶身份的广大平民。柏拉图认为国家权力应掌
握在哲学家的手中，哲学家必须是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本事
的人，同时也是一些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仅有这样才有
利于城邦的正义。

而代表勇敢的武士应努力维护城邦的安全，并维护统治者的
任何决定。同时，他认为掌权者和被统治者间应坚持和谐、
团结的关系，被统治者要服从统治者的所有政策，这样，才
做到了节制和正义。柏拉图描绘的这一理想蓝图，满怀着憧
憬，被之后的空想主义者所向往。

而读到这部分，我却觉得很多说法都似曾相识，早在中国的
夏商周时期，就有用系统的礼制来约束臣民的做法，分封制
要求奴隶服从统治，诸侯享有封地上一切努力的劳动所有，



但有义务向君主定期朝贡、纳税，君王号召时要集合军队保
护君主。而在中国传承了千年的儒家文化，也与柏拉图的许
多主张有着相似之处。君主对全国的思想专制、用道德和礼
仪约束人民行为、武力全部收归中央掌权者所有……经过一
系列的比较和思考，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封建
的专制统治的需要，这一系列的教育灌输、道德约束、假借
神意，最终目的都仅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统治，愚弄人
民。

所以，经过书中的政治辩论，我发现了很多我并不认同的柏
拉图的观点。例如：为维护统治，掌权者能够用假话欺骗民
众，甚至编造所谓的“腓尼基人的传说”，假借神意来证明
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
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

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
身上加入了铁和铜。”这些都体现了柏拉图所倡导的“理想
国”的实质——封建贵族专职的奴隶制国家，特权横行、等
级森严，压迫沉重，人与人之间严重不平等。我认为，柏拉
图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他已经是具有创新意识、目光深远、
有改革思考的智者。可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以及阶级的局
限性，柏拉图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这决定了他的政策
主张都是为封建贵族服务的，他的思想在必须程度上失去了
客观性和公正性，有很多的主张都不见得是正确的，他的主
张也不见得是真正正义的。

畅谈理想感悟篇七

有句老话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
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的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理想的国
度，于是就有了一千个不同的理想国。

走进柏拉图的《理想国》，透过它我恍惚看到了苏格拉底他
那承受着所有善与恶的永恒不灭的灵魂，看着他追寻着智慧



与正义，走向上的路，从未停下过脚步。也正是透过智者们
的经久不息的讨论，借着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等人的辩论，以
正义为地基，构筑起柏拉图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这是一个智慧、勇敢、节制而且正义的国家，由立法统治者，
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让勇敢节制、心胸
宽广、温雅亲和、良好的记性以及智慧敏锐的哲学家来做国
王，让他们积极参与政事；选择那些不忘原则的，不易受骗
的人做护卫者，而舍弃其余的人；有节制美德的农民和手工
业者。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
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
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
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个人与国家是共通
的，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一样，最理想
的国家也应由相应的三个等级组成，把分工看作国家的构成
原则。在一个国家中，当护国者、战士和辅助者，这三种人
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涉，那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一个人的
各种内部品质都在起着它应有的作用，做着该做的事情，那
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从大的城邦到城邦中的每种人乃至于
他们的生活，工作，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在智者们的对话
中，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国度，他心目中所渴望的一
切。

哪怕这样的国度仅仅只是那些先哲们天马行空的思索，这样
的国度只是立于云端的的乌托邦，但是它却真真正正地在人
们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存留
下来，成为不朽的'经典。

我同样有我的理想国，在我理想的国度里，我希望一切都是
我付出无数汗水，亲手得到的，亲手创造的，纵然有付出的
辛苦，但也有收获时候的美好。

我愿成为自己国度的哲学王，成熟睿智地应对我所面对的一
切，勇敢地护卫我应当守护的而不忘初心，遵守本分做我应



该做的事，用理性和正义构筑起属于我的理想之国。

畅谈理想感悟篇八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
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戴望舒《雨巷》中那个美丽幽怨的
女人，跃然纸上，在仲春时节，路过一树或一丛丁香，那浓
重而热烈的芬芳气味，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绪，深长悠远
的哀愁与缠绵，亦如此树此花，阿来在《草木的理想国》中
进行很好的诠释，正如他说：“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
忆必有载体作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
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
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树。”

《草木的理想国》可谓图文并茂，面对一张张精美的照片，
感觉这是一场鲜花的盛宴，蜡梅、梅、贴梗海棠、早樱、玉
兰等等，21种鲜花姹紫嫣红，依次开放，就像朱自清在《春》
中所言，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
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
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阅读此书，跟随阿来的目光，徜徉于鲜花的海洋，翻阅书页，
绿色主色调，让人感觉安静、平和，亦如生命的颜色，焕发
出勃勃生机。

所有的花中，我犹爱白玉兰，喜欢她玉石般莹润的白，喜欢
它发出的淡淡幽香，不浓烈张扬，大方典雅，幽幽的，在灰
色的世界中绽放出亮丽的色彩。

阿来说过，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有人认
为这是狂妄的话，他却认为这是谦逊的话。既然我们身处如
此开阔敞亮的自然界，为什么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
学习它呢？阿来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



世界。于是，我们有幸读到这本与众不同的小书。

成都的物产丰富，享有“天府之国”美誉，花草树木在这里
竞相绽放，正如杜甫诗云：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畅谈理想感悟篇九

在理想国里一直有个叫色拉叙的人是对不正义推崇的。可能
我为了简述结论，所以写的只有那么简要。关于色这个的想
法，bella当时的说法是此人很像尼采。说色这个人有最早的尼
采的思想，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色拉叙提出的是不正义的人总是会获得较多的利益。苏格拉
底反驳，有了著名的牧羊人例子，牧羊人如果只想着吃羊肉
而不好好牧羊，那么其实不会是真正的获得利益，同理统治
者亦是。然后色拉叙提出，比如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遵守约
定的正义之人所得到的利益并不如不遵守约定的利益正义者。

这段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正义的人获得利益总是从不正义
之人寻求，而不正义之人是去找任何人寻求利益。可以说，
正义之人需胜过异类，而不正义之人需要胜过世界。因此，
不正义之人需要的聪明和好，却比正义之人仍然要多很多。
可是聪明又好得人，并不是总是渴求着超越他人，而是希望
差不多即可，比如医生并不会要求自己在厨艺超过厨师，如
果能和医生。而只有蠢人，才会想超越聪明人和蠢人，因为
不自知。那么这样的结论就是，正义反而是有益的。

虽然不正义的城邦会一开始靠不正义来征服，但是最后却需
要的是正义来维稳。同理盗贼团虽然会不正义的方式抢夺，
但是他们在分配财务的时候却是最正义的，否则也无法维稳。
因此不正义，与个人会使人结下仇怨，与团体，会彼此为敌。

苏格拉底是真心诚意的认为正义是比不正义本身要好的，然
而一个格劳的人想反驳苏格拉底，色拉叙已经失败。他问苏



格拉底是否承认，有一种善，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
后果。比如快乐本身，我们要的就是快乐的欢愉。而第二种
善，是为了本身和后果，比如明白事理。但是仍然存在第三
种善，那就是赚钱之类。虽然赚钱中会获得痛苦，比如有劳
作的痛苦等等，可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赚钱本身，而是为了报
酬带来的利益。

于是格认为，正义是没有人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是追求正义
中获得的名和利，可是并不是想要获得正义本身，是尽量回
避的。格对合同契约其实有其他的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人
们会遇到不正义之事后想要规避，遇到正义的甜头后想要继
续，因此人们才想要签订合约，才需要守法。正义并不是最
好，当然不是最坏，正义是折中的，。因为它本身不为善，
而只是防止做恶，但其实这个条约本身是对不作恶的人的束
缚，因为真正会作恶的人不会和任何人签订条约。做正义的
事情的人只是因为被限制所以不去做罢了。如果没有条约，
任何人都会做不正义之事，为了从正义之人拿取更多利益。

之后格一直不断重复不正义的必要，最后苏格拉底觉得没有
必要争执个人的正义，转而争执城邦的正义，想以大见小。
我每次读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从正义可以了解到最
初的三权分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