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的读后感 谈美的读后感(大
全10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
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美的读后感篇一

“慢慢走，欣赏啊！”

美的事物，一半在物，一半在你。独有美，但没有欣赏美、
理解美的眼睛，美也终究是空洞、难以捉摸的。这或许就是
《谈美》想告诉我们的。

朱光潜先生在1932年写了《谈美》，当代社会，而朱光潜先
生却没有被尘世的纷乱与污浊蒙蔽具美感的双眼，虽然美与
当时社会观念格格不入，他依然用一颗纯净无杂的心灵，一
双明亮的眼睛，站在不一样的角度发现美、体会美，于浮躁
之中，呐喊美。

而这不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吗？脱离世俗，欣赏美。“人的美
感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正是因为这“无为”的活动，人
们才得以超越现实生活，成为自己心灵的主宰。

蒋勋曾说：“如果我们把生活塞满了，我们还有空间给美吗？
如果我们的心灵没空间，美如何进来呢？”《谈美》教会了
我如何让美走进心灵。以前去美术馆时，我总喜欢用“快
感”来判断“美感”，而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美感并非如
此。上周去美术馆时，我尝试着用书中“移情于物”的方法
欣赏以前我从未看明白的现代抽象艺术，虽不能说真正理解，



却从不同风格的线条中，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情感—或愤怒，
或平静，或喜悦。这种体会是我以前没有过的，以后我也将用
《谈美》中的方法，欣赏生活中的美。

“慢慢走，欣赏啊！”

美的读后感篇二

《美的历程》这本书虽然不过十几万字，却记录了千年华夏
民族的艺术发展，来看下面的读后感：

今天，我刚在网上看了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美的历程》。

书的题目就让人很想知道下面的内容是什么，很吸引人。

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
连不已。

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那么，从哪里起头呢?

书的一开头就用：美是关乎心灵的事情，不可复制，几近于
偶尔雪上留痕，一线佛里梵音。

所以记录美的历程，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承载它的除了美自
身，更在于后来者审视的心灵敏锐度。

这样一段话为开头，同时也让我看到美的心灵是会怎样面对
生活。

前不久，我通读了李泽厚先生的著作《美的历程》。

美学和哲学是我今年颇感兴趣的两门学科，虽然这与我的专



业学科没有太大的必然联系，但它们却深深吸引着我。

《美的历程》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评述一个重要时期的艺
术风神或某一艺术门类的发展。

它并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重点不在于具体艺
术作品的细部赏析，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
艺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机地联系起来，点面结合，揭示出各
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和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
的发展作出了概括的分析与说明。

正是这与人世间的强烈反差，使得人们把绝望中的希望、美
好的理想都寄托在它身上。

此时的北魏雕塑，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

化而为壮志满怀求建功立业的具体歌唱;终于，陈子昂喊
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盛唐之音自此而始。

此后，边塞诗、田园诗各擅胜场，前者豪迈勇敢，一往无前，
后者优美宁静，明朗健康。

而李白，更以其狂放恣肆的气魄，天纵神授的奇才，奏出了
盛唐艺术的最强音。

惟其有盛唐，才能有唐诗，有李白。

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是这个“人的主题”
的具体审美表现。

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

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
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在本书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
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

并在充足的个例分析之下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
对代的艺术精神：

尽管我们后来在知识的世界各自有一段自己的探险历程，但
李泽厚先生的存在是永远的，正如对于我们，青春的回忆是
永远的一样.......

借用书背的一段话来说明这本书，本书是中国美学的经典之
作，凝聚了作者李泽厚先生多年研究。

他把中国人古往今来对美的感觉玲珑剔透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如斯感性，如斯亲切。

在说到此书的时候，主持人、另一位嘉宾不管说到书里的哪
段内容，此人都能大段背出，真是令人惊叹，从此处可看出
此书对此人的影响有多大。

此书名为《美的历程》讲的是从美学的角度对中国，从远古
至清末的各个时期，各种艺术门类的分析。

都是这个花园里面的一朵花、一树木。

作者就像守园人，当我们打开书籍，走进花园之时，这个守
园人，会为我们做一个认真的向导，一一给我们介绍花园里
的花鸟虫兽，如数家珍。

只是里面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而且我这次走的也太快、
太匆忙了，没有细细品味里面的美丽，但是当我走过这个花
园之后，身旁却依然留着我从花园里面带出来的一点点花香，
沁人心脾，久久不能忘怀。



接下来我就采出几朵以诸君一起分享。

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
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
“龙”。

2、 关于美，作者这样说，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
的感官愉悦，正在于其中包含有观念、想象的成分在内。

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
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

所以，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离开形式(自然形体)固然没
有美，只有形式(自然形体)也不成其为美。

3、 关于历史，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
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进。

才成为美---崇高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
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
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
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

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

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
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5、 关于汉字，如同 中的结绳记事一样，从一开始象形字就
已包括有超越被模拟对象的符号意义。

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
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

这即是说，“象形”中也已蕴涵“指事”、“会意”的内容，



正是这个方面使汉字的象形在本质上有别于绘画，具有符号
所特有的抽象意义，价值和功能。

6、 关于汉代艺术，也正是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
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容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
粗轮阔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
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

美的读后感篇三

那么，怎样的父母是发光发亮的父母？我们如何成为既有爱
又有力量的父母？

拥有万贯财产的父母、官运亨通的父母就是发光发亮的父母
吗？不一定！就像有钱有权有势不一定幸福一样，财产和官
运都不是衡量父母是否发光发亮的必要条件。很多父母在物
质上不断地满足孩子，但在精神上却贫乏得滋养不了孩子。
有人说：生了孩子，我却不知该怎样去教孩子。想要孩子健
康成长，父母必须得先自己成长。当我们自己有爱、有力量
了，孩子自然能感受到爱与力量，并在无形中获得爱与力量，
给孩子健康的家庭教育就水到渠成了。

给孩子最美的教育，首先要无条件地爱孩子。估计所有的父
母都会说我当然爱孩子。问题是，我们给的爱是有条件的还
是无条件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首先要给自己无条件的
爱。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深感自责时我们对自
己的爱就不是无条件的。如果你对孩子说：“你要乖乖地听
话，我才给你买玩具；你要考一百分，我才陪你去旅
游……”，你对孩子的爱就是有条件的。不管我们自己表现
如何，我们都无条件地接纳自己；不管孩子表现如何，我们
都无条件接纳孩子。

给孩子最美的教育，要放下控制，给孩子自由。当我们做父



母的紧紧地抓着孩子，孩子是被控制且无自由的。很多时候
做父母的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牢牢地控制孩子，要孩
子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或者朝着你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展。当
父母控制孩子时，孩子是没有力量的；其实，爱控制的父母
本身就是没有力量或者没有安全感的，所以父母们紧紧抓住
弱小的孩子，希望孩子能填补内心的匮乏。当我们无条件地
接纳孩子、爱孩子，放下控制时，孩子就是自由而又富有创
造力的。

给孩子最美的教育，要建立孩子正面、积极的信念系统。要
想给孩子建立正面、积极的信念系统，做父母的我们首先要
觉察自己的信念系统如何。如果发现自己有负面、消极的思
想时就转念吧。不少父母都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
比较，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别人的孩子那样“优秀”。每
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无需和任何人比
较，只要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断成长就好。

当我们的孩子上学后必然会接受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对孩子
的成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仅次于家庭教育。作为父母，
我们能做的是配合学校教育，选择利于孩子成长的方式。我
是一名一线教师，我也像许多热爱教育的教师一样一直在不
断地思考着：怎样的教育最适合青少年？素质教育推行了很
长时间了，全国上下都讲素质教育。但是中小学的素质教育
最终还是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我不是反对考试，除了考
试外，我们是可以为孩子的成长做点什么的。我认为教师除
了给孩子传授知识外，还要给孩子分享人生智慧，教会孩子
处理事情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致力于做这件事情有几年了，
当看到青少年成长了，我觉得自己走对路了。

时代在不断地发展，教育也在变化着，我们作为父母，作为
教师，就与时俱进吧。与时俱进的、能让孩子收获爱、力量
与智慧并且能使孩子不断健康成长的教育就是最美的教育。



美的读后感篇四

通读全书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体会：

1、审美意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发展，并通过对审美对
象变现出来。如果我们把所有审美对象当做线条，这个线条
是流动的，不断变幻的。

在每一个章节中，作者都在开篇介绍当时的社会状态，企图
把整个美学的发展置于社会状态之下，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
景来解释该时代美的特征和发展因素。例如第七章《盛唐之
音》，作者先交代了当时的社会变化，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
和内战，普遍施行均田制，李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
都非常强盛，南北朝那种农奴式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非门
阀士族即世俗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上升和扩大，无所束缚地创
造和革新，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
执着，一种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渗透在盛唐文艺中。
其典型代表，就是唐诗。

艺术对象宗教意味的由浓变淡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远
古图腾是古人对想象中神明的想象、再现。到了青铜时代，
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出现了一批所谓精神领袖，
虚构出宗教神话的物态。先秦各流派思想对礼法的追求，之
前天马行空的想象受到理性的渗透和制约，开始将审美对象
客观化，神已不再是恐惧神秘的存在，而是神话、历史和现
实的三体混合。审美的表现对象开始掺杂有历史和世间事物，
宗教意味开始弱化。到了两汉时期，随着人对自然的征服加
剧，人的力量和意义被肯定，出现了更多独立于宗教之外的
文学、绘画，艺术变现内容也不仅限于表现神，反而更注重
人本身的影响力。比如山水画中草树、花鸟开始成为独立主
体，比如书法的日渐成熟，比如佛雕神态、表现形式的变化。
而到了明清，世俗文学，风俗画等彻底取代了宗教意味的艺
术品，完全占领了世俗舞台，宗教被束之高阁。



2、任何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美，书中的观点认为自然沉淀出来
的才是真正的美。我们不能把一种独特拿两个时代比较，也
同样不能拿一个时代的独特同另一个时代的美比较。美之所
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
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实际上，它并不神秘，它正是这
种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情。

美的读后感篇五

鸟瞰着美伴随着时间流淌千年的痕迹，渐渐发现，美是有生
命的，她打开了每个时代的灵魂，她给予人们感性自觉与理
性思考。渐渐发现，她拥有深厚的生命厚度与长度，她播洒
智慧的光芒让人性在天地间闪耀。渐渐发现，美是庄周梦蝶
那刹那的微笑，是孔子忧天下那沉重的脚步，是那高山流水
的绝唱，是敦煌的飞天，是魏晋的风度，是盛唐的青莲，是
梦断红楼后的苍凉与寂寞。真正的美是让人的灵魂颤动的。
她带给人心灵的不仅仅只是那短暂的快乐与幸福，还有那记
忆深处弥漫飘逸的一缕芬芳。

陡然发现自己对美的认识的浅薄，只看到了美的表面，却忽
略了美的本质，忽略了美带给人心灵的如生命扎根般的永恒
感动。美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她来自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温暖而惬意的美，需要知己般的聆听与理解，需要生命的空
间去容纳，需要用整个时代的生命厚度去衡量，需要用真诚
透明的灵魂去感知。生活给予美以生命，美给予生活以感动。
《美的历程》终于让我明白，真正的美是需要人与自然的交
流与相互和解，是需要从生活的点滴中去仔细品味的，真正
的美是要在如镜的心中才能看见，同时看见自己的内心感动。
从《美的历程》中，我读懂了生活，读懂了美那澎湃无限的
生命力正是来自于生活，而这种生命力需要我们用对生命的
热情去感知，只有这样，美才能在眼前升华，真正富有一种
动态的美感与生命的力度，而不是静止虚无、沉默寂寥。

千百万年智慧与生命的积淀在眼前的城市里流浪，没有归宿



与认同的依靠。然而美的生命总是有规则地出发与回归，无
论世事沧桑却依然生生不息，绵延不止，她沉睡于每一个人
最初清澈的记忆，一梦斑斓，梦醒之后依旧浪漫，感动，绚
烂，美的尊严傲然于天地之间。“生活永远都不会抛弃如此
深刻的感动，从古至今。”《美的历程》低语着。

从先秦百家对自我精神来去的溯源到魏晋名士对于人的价值、
文的觉醒的求索到南宋有无之境的深刻探讨，先人对内化本
我的美的追求作为外在物质追求的另一面，承载了太多沉重
而伟大的思考与记忆。从自然走向人类本身，从对未知力量
的崇拜到对自我意识的发掘，神秘的图腾，古拙的汉塑，灵
动的书法，哀婉的红楼，虚实相间的山水人情，都是历史在
寻找美的最初的载体。《美的历程》引领我从感性的思考，
从亲历式的阅读体验中去触摸生命之美的温度，追寻美的足
迹，获得美的感悟与启迪。

我仿佛触到了这个文明古国心灵的历史，仿佛经历了千年以
来悬于灵魂深处的感动。在美的感召下，生命变得敞亮而豁
达，平静而深邃。

作为人感性认识中自觉触发的一种意识知觉，作为一个时代
的精神火花的凝聚，美她永存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当外
在的美使生命与感动合拍的那瞬间，我们需要做的，是聆听
生命之大美，是让自己的心灵与美水乳交融，并成为内在美
的自觉载体。

一如庄子的生命有七重境界：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
见独，无古今，不生不死。他不惜把一切的生命元素抛弃，
甚至把肉体的生命在第三重境界便与意识相剥离，最后还剩
下什么是一种永恒静止的美的生命的延续，是一种面对自我
世界的伟大思考和假设。生命成为了美，把世界凝固在意识
的一秒，只有美在流动。庄子把如此抽象的内在的美的感动
以生命的形式外化，生命价值的提升与意识的超越是美的终
极意义与价值。这样的洒脱与超然，这样的大彻大悟是怎样



的一种美的境界她如扶风而来的笛声，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

一刹那的感动，在千年风霜间永恒……我浮躁的心终于安静
下来，窗外露台的一角有紫藤萝在柔风中轻歌曼舞，那随风
飘摇的律动如生命的呼吸与吐纳于这林立的楼宇间，澄澈，
绚烂，沉静，惊奇，原来美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时
间的流里潜滋暗长，只因爱美的心，生命的力，温暖的情。

美的读后感篇六

终于把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看完了，从上美学课以来，
一直对美学这门学科懵懵懂懂，也不知道美学具体定义是什
么，“美学是研究形象的人文社会科学”这是我对美学的初
步理解，不知道是否把美学的定义理解的很透彻。在美学课
堂上一直听的迷迷糊糊，美学老师推荐了几本美学书，我选
择了其中的《美的历程》来认真的读，希望能够加深对美学
的认识。

看完这本书我领悟到很多，作者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
做了概括描述。虽然我并未完全读透《美的历程》，但只是
丰富了很多，同时弥补了很多以前一知半解甚至遗忘了的文
学知识。《美的历程》的覆盖面很广，从远古图腾讲起一直
到明清时期的美学。

《美的历程》讲述了从古至今的美学。全书一共分为十个章
节，下面我把目录罗列一下，第一章龙飞凤舞，第二章青铜
饕餮 ，第三章先秦理性精神，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第五章
魏晋风度，第六章佛陀世容，第七章盛唐之音，第八章韵外
之至，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从远古
时期的早期美学一直到明清时期的美学，全书概括性的讲述
了中华几千年的美学史。

直应用到现代。而汉字也有着自己的美学价值，这就是书法。
自产生汉字起便有了汉字的书法艺术。书法是中国特有的线



条艺术，书法艺术不断发展并且上升到美学的价值。第三章
主要讲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精
神和中国诗歌的“赋比兴”。儒家的“仁”的思想，法家
的“依法治国”，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道家的“清静无
为”，等这些百家争鸣的思想演绎了先秦时期的礼乐精神。而
《诗经》这部伟大的著作更是把中国的“赋比兴”表现的淋
漓尽致。第四章讲的是楚汉文化。屈原的《离骚》是楚文化
的代表，汉赋，壁画是汉代的代表。第五章讲述了魏晋时期
的文化特征。第六章讲的是宗教文化，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外
来宗教佛教相互渗透，他们的石窟，壁画，雕塑具有很高的
美学价值。第七章讲的是盛唐时期的诗歌艺术。李白的浪漫
主义以及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让中古的诗歌艺术达到高潮。
第八章《韵外之至》包含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
忧伤 的中唐文艺很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
义。

第九章讲的是宋元时期的市民文学。宋词元曲子昂中国文学
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价值。第十章讲的是明清时期的文艺。
从昆曲到京剧再到小说都创造了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美。这
大概就是全书的主要内容，我读的不是很透彻，但也从其中
得到一些基本的美学知识。 读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原本
幼稚而愚笨的认识。在文化艺术琳琅满目的世界畅游，品味
先哲们思想的乐土，让我们的“审美感情”丰富.厚实。我读
完这本书意犹未尽，楚汉浪漫主义的气势与古拙，魏晋风度
的人的主题，文的自觉.阮籍与淘潜篇，盛唐谙中.青春.

李白.音乐性的美.杜诗颜字韩文篇等。中国古典文艺的巡礼
教会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审视艺术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文艺
的客观发展规律，把社会时代风采与文艺紧密相连，用审评
的独特视角观察文艺现象，这本书无论从内容，语言造字上
极具功力，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美的历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张的远古图腾崇拜，
下面我就远古图腾崇拜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感受。每个民族都



有自己的图腾崇拜，而中国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更是表现了
那个时期的人文精神与美学历史价值。龙是华夏族的图腾，
现代的中国人都将自己是龙的传人，龙这种虚拟的动物自古
以来都受到中国人的崇拜。人们有理由相信龙的崇拜不仅是
一种简单的图腾崇拜，而在这种图腾崇拜上更突显了一种美
学的价值。当然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图腾，这些图腾大多是
自然物，从简单的图腾崇拜上升到对图腾的敬畏甚至信仰，
图腾带来的有历史文化价值还有美学价值。这是我对图腾崇
拜的自己的一些感受。

这次读《美的历程》知识泛读，相信在以后还会经常性的拿
起这本书来自习读，细细品味美学的价值。因为我还想享受
阅读《美的历程》的过程。最后还要感谢李泽厚先生的作品，
让我对中国美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更甚者《美的历程》就是
一件艺术品，值得细细品味。

美的读后感篇七

历史的沧浪孕育了美的历程，然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了未
来。

从“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到巫史文化的青铜饕餮；从先秦
理性精神到楚汉浪漫主义；从魏晋风度到由悲惨虚幻走向世
俗的佛陀世容。亦或是诗歌与音乐缔造的大唐盛世，百花齐
放名家辈出的中唐韵致，还是田园牧歌的宋元山水，市民文
艺回归主流的明清思潮，李泽厚先生带着我们走过历史，从
遥远得记不清岁月的时代开始，作一次美的巡礼。

美是精致的诗歌、绘画、音乐，也是蛮荒时代稚嫩的语言符
号，不成熟的宗教崇拜。文化作为美的载体，它依托于历史，
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历史的走向。如果将这个载体比作一
棵繁茂的大树，那么王朝的兴衰荣辱，经济的繁荣萎靡无疑
是它庞大的根系，而美也便在春华、夏花、秋实、冬藏的时
光中悄然而生。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造字之初，这
种象形艺术还是不自觉的生发，到魏晋时期“时人目右军之
书，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完成了由篆到隶，由隶及草再
到讲究气韵的二王行草。门阀士族们有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庄
园，世代世袭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由环境转向内心，由
自然转向艺术，尤其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书法艺
术如春风拂过青草般欣欣向荣。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
处春江无月明……”张若虚开口便唱出了大唐诗歌的最高音。
经历了汉赋楚辞、四言诗经、五言诗体、六朝骈文，一春的
滋养，王杨卢骆，诗仙诗圣……纷至沓来，唐诗在这片军事、
政治、经济空前强盛，文化包容并济的土地上如花般尽情绽
放！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禅宗喻画已成为宋元时期的社会的风潮。从无我之境到追求
诗意再回到有我之境，世俗地主士大夫们在城市生活相当发
达的社会环境中，将世俗地主的艺术折射在中国山水画上，
继盛唐花期之后结出清新恬淡的果子。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那牡丹虽好他春归
怎占的先。”明清文学中尽是伤感与叹息，世间美好的一切
莫不是红楼一梦，在全面闭关自守，儒家正统理论的冰雪之
下，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弥沙渐渐散去，春风微雨拂面，《易经》初九爻“潜龙勿
用”，紧接着便是九二爻“见龙在田”。新时代与艺术联姻，
我们共同期待“飞龙在天”，迎接盛夏花开。俱往矣，美的
历程指向未来！

美的读后感篇八

读《美的人》，个人收获良多。



何为美？作者从纪伯伦先生关于珍珠的一句诗来诠释：珍珠，
是痛苦围绕着沙粒所建造的庙宇。这里告诉我们，在成长的
过程中，其实世间的万物都会经历种种不同的磨练，然而在
磨练过后，他们都会变得成熟，变得更完美，人的一生亦是
如此。

美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品质去修缮，通过向道学习，向天学习，
得到品质。我们每个人，天都赋予我们一种德，这种德，天
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也是不完美的，但这些都是我们独立
存在、独有的品质。

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修缮这些短缺，那么，我们该怎样去
修缮它呢？

1、多看书，不管什么类型的书，多读书总能从中获益。

2、责任感，在工作中，我们需要时刻保持一颗负责任的心。

3、善良，这也是一项越发珍贵的个人素质，很多人往往急功
近利，尤其在当下社会环境。

4、培养一颗善于观察以及思考的心，凡事辨证思维以及多换
位思考。当你看到某一件事，设身处地想想假如是你，你会
怎么做？时间久了，你看问题的角度会很不一样。

第一步，爱自己。一个人真正的懂得爱自己，可能要经过漫
长而艰难的成长过程，寻找自己，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
变自己，最后才能够爱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需要不
断的反省、不断的学习才能更好的认识自己，只有透过学习
才能不断的丰满自己的人格思想，坚强自己的意志。

第二步，把对外的手机开机。美的修炼要内观根性来修缮，
外求养分，修缮自己的过程就是我们学习哲学思辨的过程。
学习是最好的养分，在成长过程中，每经历一件事情，都是



给自己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实践是学习的最高境界，
而“事情”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实践。作为一名员工，工
作其实就是“做事”，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学习的机
会，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在每一件事情被自己解决
的过程中，所学得的知识与技能必然有所增加。

在修炼本来美中我们应该怀悲悯之心，缺失基本的悲悯情怀，
我们就会渐渐变得冷漠无情，没有悲悯之心的人是不懂得珍
惜自己，更谈不上关爱和扶助别人。己心通天心，他心如己
心，用悲天悯人的情怀相互扶持，彼此慰藉，要同情他人，
心疼他人。

在修炼本来美中我们不能图方便，无论做任何事情，我们得
认真面对，专注面对，需要有工匠精神。修炼本来美要学会
下苦功夫与笨功夫，这样才能把事情钻研出来。

邱董《美的人》一书里，用了十二种花的花品，来解释我们
在修炼、修缮中所遇到的困惑。为了我们品质的发现，我们
品质和我们外在的呼应，最后修炼出一种知识的美，能穿越
时间的美。

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的痛苦，要摆脱痛苦就必须从所有的
执着里出离。当生气的时候应该看一下自己的心为什么会生
气，不要执着一件事物或习惯，我必须要出离所有的事物，
才能获得到彻底的自由。

美需要我们审美观念的上升，《美的人》书中十二种花的品
性，每一种品性都是我们修炼的一种参考。当我们品质上去
了，我们就能达成厚德载物的境界。

美的读后感篇九

“在一本书里邂逅春天，灵魂恣意舒展，呼吸书香，我的心
灵也随之飞翔，于是我拥有了整个世界……”，这是我在读



完中国文化教育启示录——《美得邂逅》写下的文字。

邂逅这样一本佳作，源于学校科研室的组织推荐，在共读共
品思维碰撞下，对本书的阅读也渐入佳境，在墨汁书香中感
悟灵思慧语，心灵得到浸染，对于教育也有了更深理解，关
注话题也随之宽泛起来。

我在书中“邂逅思想源头”。漫溯古老的国学长河，感受到
《易经》文化博大精深。它与教育结合，竟是如此有趣的生
命现象。儿童爆发蓬勃智慧源泉，细心品之，儿童不是一张
白纸，而是一座神奇的.山，浩瀚的海，一片神奇的蓝天。他
们与世界万物一样，都有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都在以自己特
有的方式认知世界、感悟世界。因此从《易经》开始，中国
古代教育以人格教育为主，是“养正”。蒙是养育、育德教
育。而我们现在的教育过于重视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生活
教育、忽视了最重要的人格教育，违背了蒙的初始意义。这
对于已为人母的我来说，意识到这一点是多么幸运，我们在
培养孩子时，会少一点权威，多一分尊重，会让我不再用强
硬的方式阻止孩子的顽皮。我们会思考和关注不同年龄孩子
的认知特点、行为方式，会关注孩子自然发展阶段，尊重孩
子，平等对话，保护孩子天性。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符合自
然演变规律，教育才更有针对性、实效性。

我在书中“邂逅文学经典”。教育不该是冰冷的说教，教育
应该是有温度的人文浸染过程。“腹有诗书气自华”，书香
浸润人的灵魂，学生从文学经典中涵养自己品行，自然会转
被动教育为主动教育。《诗经》的教育启示是诗化的教育，
诗的教育会引导孩子用美的眼光发现美，感受美。它能引导
人如何以诗的心态栖居，这也是现代社会需要思考的一个话
题。处闹市而心静如水，在喧嚣与芜杂中能够闲看流云落花，
在纷扰与名利中嗅一朵菊香，不骄不躁，守住自我。做自己
该做的事，还原一个朴素真实的人生，这何尝不是一种诗的
生活呢？诗情画意的人生并不遥远，这只是自己的一种选择！
让孩子读懂得了宁静，也就懂得了致远的道理！



《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个智慧锦囊，名士荟萃却各有千秋，
从教育角度来看，我们从教者也应该像各国王侯一样，宽容
每一个孩子，用心去发现每一个孩子身上的优点，以惜才之
心进行培养，那么我们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个性鲜明又具有创
造力的孩子。我欣赏刘备三顾茅庐的雅量。屈尊相邀，他将
惜才落到实处。将这种对待人才的做法移之教育，下到班级
干部的遴选，上到学校中层的选拔，均有可资借鉴之处。能
听得进逆耳忠言，就能够做好一个团队的掌舵人。除此之外，
《三国演义》教育启示对于读书的思考也能带给我们很多启
示。我们应该学习诸葛亮的读书方式，学习他在阅读中与圣
人交流，与天地交流，在四季中感悟，与高朋研讨，领会经
典作品的思想精髓，进而涵养学生的人格。

可以说这本书这一章节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作者有自己个性
化的思考，能从文学经典中寻找到教育者如何做好一个从教
者的方法，智慧的火花随处可见。拿《西游记》来讲，愿景
和尊重是何其重要。给学生一个为之奋斗的愿景，学生才不
会畏惧山高水长，妖魔鬼怪，一心向“佛”才会求取真经，
很多学生厌学、懒学，不是没有学习能力，而是不清楚自己
为什么学。老师不厌弃学生，尊重他们，了解他们个性发展
特点，帮他们寻找一个适合未来发展的目标，也许他们的人
生会从此与众不同。

《美的邂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经典阅读的窗，经典作品之
所以经典，在于它能穿越时空与人共鸣，让不同的人从不同
的角度找到心灵所需，涵养心灵，启迪未来！

美的读后感篇十

贯穿《美的历程》全书的思想是“故意味的形式”。李泽厚
先生的这一思想是在克莱夫·贝尔提出的“美”是“故意味
的形式”的`闻名观点上加以继续发展和美满的。

认为“故意味的形式”决定于可否引起不同于一般感受



的“审美情绪”，而“审美情绪”又泉源于“故意味的形
式”。李泽厚先生认为他的这一观点“由于陷在循环论证中
而不克不及自拔”，因此李泽厚先生在这一基础上将其发展
美满为“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降服了这一实际限
于自己的缺陷。

《美的历程》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评述一个紧张时期的艺
术风格或某一艺术门类的发展。

它并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重点不在于具体艺
术作品的细部赏析，而因此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
艺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机地接洽起来，点面联合，揭示出种
种社会因素对付审美和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
的发展作出了概括的阐发与说明。

如今，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对付作者的学养除了敬佩我没
什么好说的，而且，单凭那么多英俊的图片，我花这个价格
就完全值得。只有一样，再好的书也有打折的时候，另外不
说，我那本插图版精装《东方的智慧》只有一个地球。

《美的历程》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的“龙飞凤舞”，殷周
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
楚辞汉赋，汉画像石“龙蟒主义”我为什么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