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篇一

阅读了《我的单位观》，全文令人久久回味，字字震撼人心，
引人共鸣。读之，不由自主的联系起自己的工作单位。文中
提到“三珍惜”：珍惜手上的工作，珍惜人际关系，珍惜已
有的。我想说的是“三感谢”：感谢单位给予的压力、感谢
单位给予的批评、感谢单位与工作相关的人。

感谢单位给予的压力。因为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压力无积
极或消极之分，之所以会给人们造成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
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消极地看待了压力。你把它看作是对自己
的打击，那么，它就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重;反之，你把
它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和考验，它就会让你斗志昂扬。单位
给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群体压力，那是信任、那是关照、
那是给予成功、成才、成长的机会。工作中时常有人高
叫“压力山大”，殊不知那是单位给予的一种认可吗?正因为
单位觉得你或者你们有能力才将压力给予的。

感谢单位给予的批评。因为批评可以带来更多的“激励”。
殊不知被单位批评的人就是单位在乎的人，如果不在乎，批
评你干啥?批评你说明你还有成长的机会。我们知道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不要一被单位批评或者处理了就自暴自弃。时常
有人说:看，我又被单位批评或者处理了，怎么老是我!其实，
真正被单位批评的人说明单位还在关注着你爱护着你，如果
单位真的对你不管不问，那你才是真正的危险了。

感谢单位与我们工作相关的人。人的一生工作时间占三分之



一，那么同事与我们相处的时间也将占人生的三分之一。大
千世界五彩缤纷，人的性格也各有不同，正是这份不同让世
界更加精彩。雨果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
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闪光点，值得大家学习和效仿，怀着一颗包容的心来
善待同事、尊重彼此、相互学习、互相督促、团结协作，为
了让单位更好发展这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将我们每一个不完
美个体中的可取之处汇集一处形成完美，最终实现个人和团
队的共同成功。

单位是我们立身为命的根本，是我们发挥自身价值的场所。
因此，从自身做起不要随意推脱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是自己
的职责和义务;不要随意指责自己的同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别
人的心境;不要随意对工作单位懈怠，因为单位是你实现价值
赢得尊重的地方。就像原文所说：如果你是小草，单位就是
你的地;如果你是小鸟，单位就是你的天;如果你是一条鱼，
单位就是你的海。单位如家，要像看待家一样看待单位，要
像爱护家一样爱护单位，要像建设家一样建设单位。

本文来源：

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篇二

本土主义(localizationistart)，由中国艺术家雷亮首先提出并
不断实践丰富。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
查阅！

【篇一】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

最近在组织学生做一个规模较大的调研工作，主要是以调研
问卷的形式进行的。由于是第一次做这么大规模(预计2000份
问卷)的问卷，所以一向感觉到心里没有底。今日晚上无意中
发现了一篇经典名篇《反对本本主义》于是拿起来再次阅读
一遍。



毛泽东开片就指出，没有调查而乱发言属于野蛮行为，所以
要停止这类人的发言权。如果共产党员成天逼着眼睛在那里
瞎说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所以要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所以要调查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当完全
弄明白了，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对于一些领导者或工作
干部来说，不要一到任就宣布自我的政见，也不要一遇到困
难问题就叹气，恼火，因为都不能解决问题，要做的最好的
工作就是要调查，了解各种必要的材料，学个孔夫子的“每
事问”，或者是出去调研，或者是召集一些了解情景的人来
开调查会。“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一味地追求遵从本本主义是错误的，单纯建立在“上级”观
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也是不对的。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
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哪反革命的道路。对于
本本主义，要洗刷微信主义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
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
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对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调查，毛泽东指出，是为了得到正确的
阶级估量，并且借着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社会经济调查的
对象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需要注意调查对象的全面性，而不
是各种片段，如局部领域、局部行业、部分人员等。以农民
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查对象的分类，将农民分为自耕农、
半自耕农、佃农，另外还要明白富农、中农、贫农的区别。
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对各种社会阶级的情景进行剖析，终
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结论，制定
正确的斗争测流量。这与其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
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观点是一致的。

关于调研对象的划分，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
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



级。调研的区域不仅仅是农村，还要注意城市，要注意防止：
身子下山了，思想已让还在山上的现象。

关于中国的胜利问题，文章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景。从中国实际情景出发，第一步，要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先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
和城市贫民，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的领导成
效取决于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这又来源于调研
的支持。共产党人要能够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所以，大声
疾呼：要迅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提高的斗争思
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调查的技术，毛泽东指出，应当包括：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
调查;调查的人选要以年长者、经验丰富者危险，工农商学兵
甚至流氓都要。开调查会时，人数的多少取决于调查人的指
挥本事，但至少要有3人。短语调查纲目的问题，要事先准备
好;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领导者都要做到亲身出马，要深入调
研，并自我做好记录。假于人手是不行的。一切都要自我动
手，自我把握，这才是调研的真谛。

这篇文章真的是指导我们此刻要努力做的一个指南，同时也
再次凸显了调查的重要性。

《反对本本主义》写于1930年5月。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
这个名称，而叫它“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
国的具体情景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是
《反对本本主义》(《毛选》第一卷)一文的基本精神。我觉
得本文的学习为我们今日正确地观察事物、解决矛盾和指导
工作供给了重要的思想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首先，它为我们供给了一条正确的思维原则和思想路线。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景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可是必须同我国的实



际情景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可是必须要纠正脱离实
际情景的本本主义。”这段话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又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
持这条路线，就要进取进取，不断开拓，反对消极保守，无
所作为。

其次，它是反对主观主义和"左"“右”倾错误的锐利武器。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
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主观主
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反对本本主义》
既反对把个人的局部经验绝对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
导作用的经验主义，又反对不懂得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
只知背诵和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条的教条主义。

再次，它为领导者转变并养成优良的思想作风指明了方
向。“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
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针对有些领导干部不深入群
众，不了解下情，对上级指示和书本上的理论一味盲目执行
和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开出
了一剂药方："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仅有向实际情景作调
查"。“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
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
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那里指明了马克
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在
于向社会作调查。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对于领导干部克
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养成密切联系群
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领导作风，努力做好工作，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其实《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的两条方法论原则之一就
是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毛泽东在文章第七部分重点谈了七点“调查的技术”，对我



们这些年轻同志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篇二】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同志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工
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景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
发，反对本本主义是毛丨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反对本本
主义》提倡切身实践，立足实际，调查研究。指出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反对本本反对教条，告诉我们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站在实用主义立场，把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变得具有
可操作性和技术性。所以《反本本主义》是一个人是认识的
问题，更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毛丨泽东的《反本本主义》
为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解决矛盾和指导工作，供给了重要
的思想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今日学习该著作仍具有
现实意义。

什么是本本主义?本本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不对具体事物进
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
想作风。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把书本、
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
出发，反对具体情景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中国共丨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
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
危害。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

中国革命之初，学习苏联城市包围农村，结果失败，为什么?
这是由两国的国情所决定。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组织
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也聚集在城市，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城市在全国就具有一
种特殊的重要地位，它的变革必然引起全国中小城镇和农村
的追随，所以十月革命走的是由城市到农村的革命道路，并
取得了胜利。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



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起决定作用，
它们在城市中的力量颇为强大，而在农村的力量相对弱小，
中国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使中国共丨产党无法在城市
中取得革命胜利。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农村经济仍然是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为革命政权的建立供给了可能。所
以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此
看来无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济建设，都必须结合国情，
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政策方针。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三资”企业时曾指出：“我
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要赚
一些钱，可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
们还能够学习技术和管理，还能够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
以，“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
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三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影响
我国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分析是正确地“三
资”企业确实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也说明看待任何事
物，都要求真务实，避免盲动，全方位调查法分析、研究总
结。这样不但能够发现问题，还能够预知前景。

坚决彻底地破除僵化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有个
特点，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寻找祖宗的理论根据，要靠本本说
话。他们心里有个万能的上帝，这就是他们“颠扑不破的真
理”，并且放之四海皆准是先验的，无需证明的。邓小平同
志，提出解放思想，发动推翻“两个凡是”僵化教条为破冰
之始，根本点在于破除建国以来让中国吃了大亏的那种教条
主义。教条主义之所以能横行中国多年，灵魂不灭，实际上
时经过舆论单项灌输手段和阶级斗争的残酷打击不一样认识
人士手段来到达其目标的。

标上“最高指示”，不管他说的对不对，首先要求你坚决信
服并完全执行。谁怀疑谁是敌人，要被已经失去理智的大众
打死的。把怀疑者从肉体上给以消灭，至少是限制自由，使



其丧失发言权和自由权。所以，给与舆论空间，允许大家说
话，解放思想成为破除教条主义第一关。事实证明反对本本
主义，具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做极端，一味反对“本
本”。那里的本本指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与经验。而这些理论、
经验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毕竟对我们会有指导作用的。只是
必须要将其消化，在运用过程中结合具体情景，灵活变通，
不走教条主义的道路。

【篇三】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

《反对本本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宝贵的历史经验的结晶，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时间相结合的过程中
产生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著作。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
的‘本本’是要学习的，可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景相结合。
他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原则，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更加坚实
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实事求是
的初步构成。

为了进一步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中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他反复强调：调查研究必
须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调查对象应当包括工人、农民、商
人、知识分子、士兵等，既要有经验丰富的老年人，又要有
斗争经验的年轻人，调查中要虚心向群众请教。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寻求真理，将群众分
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
统的意见，构成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调查研究体现了群
众路线的思想，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一大重要思想理论成
果，也是毛泽东思想或得灵魂之二群众路线的初步构成。



此外，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景、要靠他的政党——
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
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这不仅仅阐明了实事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还阐述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在
当时盛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
圣化的错误倾向下，毛泽东同志敢于如此明确地提出独立自
主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的伟大革命胆略和科学的求实精神。
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三独立自主的初步构成。

《反对本本主义》所反映的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
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型，是毛泽东哲学思
想初步构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
摇篮。经过阅读此文不仅仅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也对于进一步加深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且为加快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步伐供给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心得2

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提出的，它的原意是“教条主义”。在
本文中，毛主席不仅仅指出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并为如
何改正做出了详细指示。

“本本主义”，其解释为：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
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
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景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错误，本本主义就是
其中之一。

当人们都在批判“本本主义”时，我想说，我们不得不承认，
本本主义的出现是有其生长的“土壤”的。



首先，本本主义的弊病产生多在于管理层面，即“当官人”
中间。管理者之所以出现了“本本主义错误”。就是因为他
们不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真正的去了解真实情景，真
正到现场，基层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官之所
以为官，便是因为他们处于管理阶层，不一样于从事实践事
务的一般人，他们主要从他们的下级官员处，获得信息。说
白了，有些“让你明白什么，才能明白什么”的意味，而这
也是中国封建几千年的机制所留下的后遗症。

所以一些官员们不能真正的去调查了解，从而出现了发言便
必须是瞎说一顿的情景。

除此之外，在军队中，上下级的关系更加明显，强制性更加
突出。“保证完成任务!”“必须要拿下这块高地!”等类似
的话语，我们常常能在战争题材的影视剧中听到。这从必须
侧面显示出军队中的“军令如山”。强大的执行力有利于指
令被完好的落实。可是，这也无法避免对于上级指令的“盲
目执行性”，甚至会将其扩大。一旦指令出现错误，如果执
行下去，那么错误面将不多扩大，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就
如同“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一旦指令制定的领导阶层出现
错误，那么后果将是严重的。

比如我们从小就明白“一切行动听指挥”，可是并没有“一
切指令要思考”的警世名言啊!可见这种错误的发生不是突然
的，而是有很深的基础的。

并且由于新中国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不久，伟大的革
命者对于老百姓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从而容易导致军民“盲
目崇拜”的产生，容易产生对于领导指令与文件盲目认同的
现象，这也大大为“本本主义”的产生供给了养料。

次之，“本本主义”的错误主要是对于本本的盲目认同。由
于当时的中国，文化程度底下的人还是相当多的，所以难以
对于很多事进行正确的确定。那么怎样办呢?“书是人类最好



的教师”。本本这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是书本的作用也
是有利弊的。毛主席说道：“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
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同样，领导与群众
都有这样的心理。

当领导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怎样办?一方面不想在人前展
露出自我的无知与无能，所以就需要本本来帮忙，搬出各个
口号，纲领作为遮羞布，上纲上线，问题扩大化，甚至能够
将问题踢给上级，从而使自我变得简便。

再次，毛主席说过：“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
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
思主义。”本人认为这句话是对的。

不识字的人经过什么来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经过革
命，甚至于能够说是经过“经验”。经过经验学习的好处在
哪里，在于它切切实实的去实践，从实际出发，不是纸上谈
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他们从实践之中获得了对
于本本的理念的正确理解。

为什么说读过本本的人会是叛徒?因为人生高级动物，有自身
的思维，有主观能动性，从而对于客观的同样的“本本”，
会产生不一样的“主义”。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一样。

所以说，“本本无罪，误读其罪。”

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篇三

假期里妈妈让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我的决定自己做》。

书里讲了好多个历史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讲的“姜太公的



坚持”商朝时好多人不敢讨伐纣王，都说反抗的话必然失败，
但是姜太公始终坚持讨伐纣王必胜，他也一直坚持为自己心
中的信念努力奋斗着，最终讨纣王成功，才有了历史上的周
朝。如果当时姜太公也相信别人的说法就不会有周朝，也就
不会有历史的进步。

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平时做事情我也要像姜太公那样，自己决
定的事情就不要后悔，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
不能随意听别人的话，要做一个有主见的孩子！

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篇四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多月的《毛选》第一卷自学任务已
完成了。提笔要写些读后感还真为难。以自己的理论功底，
要从整本书写起，那一定是蜻蜓点水，其实网上的资料也有，
但内心深感不安与不甘，毕竟认真地读过了。再说，第一卷
中精彩的篇目还真不少。光是打上双星的就有三篇。我最终
决定谈谈《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写
于1930年5月。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
它“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
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是《反对本本主
义》(《毛选》第一卷)一文的基本精神。我觉得本文的学习
为我们今天正确地观察事物、解决矛盾和指导工作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维原则和思想路线。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
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段话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又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
持这条路线，就要积极进取，不断开拓，反对消极保守，无



所作为。

其次，它是反对主观主义和"左"“右”倾错误的锐利武器。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
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主观主
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反对本本主义》
既反对把个人的局部经验绝对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
导作用的经验主义，又反对不懂得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
只知背诵和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条的教条主义。

再次，它为领导者转变并养成优良的思想作风指明了方
向。“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
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针对有些领导干部不深入群
众，不了解下情，对上级指示和书本上的理论一味盲目执行
和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开出
了一剂药方："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
查"。“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
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
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这里指明了马克
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在
于向社会作调查。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对于领导干部克
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养成密切联系群
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领导作风，努力做好工作，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其实《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的两条方法论原则之一就
是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毛泽东在文章第七部分重点谈了七点“调查的技术”，对我
们这些年轻同志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丨泽东同志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
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
发，反对本本主义是毛丨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反对本本
主义》提倡切身实践，立足实际，调查研究。指出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反对本本反对教条，告诉我们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站在实用主义立场，把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变得具有
可操作性和技术性。因此《反本本主义》是一个人是认识的
问题，更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毛丨泽东的《反本本主义》
为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解决矛盾和指导工作，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今天学习该著作仍具有
现实意义。

什么是本本主义？本本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不对具体事物
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
思想作风。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把书本、
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
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危
害。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

中国革命之初，学习苏联城市包围农村，结果失败，为什么？
这是由两国的国情所决定。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组织
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也聚集在城市，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城市在全国就具有一
种特殊的重要地位，它的变革必然引起全国中小城镇和农村
的追随，所以十月革命走的是由城市到农村的革命道路，并
取得了胜利。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
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起决定作用，
它们在城市中的力量颇为强大，而在农村的力量相对弱小，
中国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使中国共产党无法在城市中
取得革命胜利。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农村经济仍然是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为革命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所以
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此看
来无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济建设，都必须结合国情，制



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政策方针。

改革初期，邓丨小平同志在谈到“三资”企业时曾指
出：“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
商总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
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
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
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
义的。”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三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影响我国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邓丨小平同志的分析是
正确地“三资”企业确实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也说明
看待任何事物，都要求真务实，避免盲动，全方位调查法分
析、研究总结。这样不但可以发现问题，还能够预知前景。

坚决彻底地破除僵化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有个
特点，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寻找祖宗的理论根据，要靠本本说
话。他们心里有个万能的上帝，这就是他们“颠扑不破的真
理”，而且放之四海皆准是先验的，无需证明的。邓丨小平
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发动推翻“两个凡是”僵化教条为破
冰之始，根本点在于破除建国以来让中国吃了大亏的那种教
条主义。教条主义之所以能横行中国多年，灵魂不灭，实际
上时通过舆论单项灌输手段和阶级斗争的残酷打击不同认识
人士手段来达到其目标的。

毛主席著作里有一篇文章，叫《反对本本主义》。在当时，
这篇文章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
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
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

迷信本本的人，在当今社会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根据实际情
况去做工作，遇事不想办法，不积极主动处理问题，只会按
条条框框做事。要这种人做事，他总是要给你搬出本本来，
看看本本上是怎么说的。本本上有的他就照本本去做，本本
上没有的他就不会做，不敢做。这种人为官者居多，因为他



们怕做错了事丢官、丢财。照本本办事稳妥，做对了，我有
功，领导表扬、升职、加薪；群众要求的，百姓急需的，符
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他们就会以原则、规定、章程上没有
规定为借口，推脱不办。这样，不做工作也没错儿，骂我的
是凡人，喜欢我的是领导，做与不做都不伤害我的利益。

这里要说明的是，“本本”，本身没有错儿。但是，不结合
实际情况，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照本本生搬硬套，那就
肯定会出错的(马列主义这个本本，也要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
合)。以没有“本本”规定而不去做工作，更是不对的。

反对本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仍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妨把上面说的“本本”引申为现在的“本本”——证
书。我招工，你应聘，拿“本本”来。你有能力，没“本
本”，我也不用。

工作多年，有经验，有能力，本该晋职晋级，但是你没“本
本”，你也得原地蹲着；我没有工作能力，但是我有“活
动”能力，你要什么“本本”，我都可以弄来，我就可以平
步青云。

还有一种人，死啃书本儿。书上讲的，他们可以背得滚瓜烂
熟，理论知识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然而，到了实际工作中他
们就傻眼了，甚至会笑话人家“不按书本儿办事”。有的大
学毕业生，在学校是高材生，各科成绩优秀，分配到工作岗
位后，由于理论不能联系实际，干不好工作，最后是“英雄
无用武之地”。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讲一讲张二憨的故事：

这张二憨学卖肉已有半年的光景了。掌柜的好心肠，放他一
天假，并给他二斤肉，让他回家改善生活。张二憨说他不会吃
(不会把肉做熟)。掌柜的就把做肉的方法写在了纸条上，交



给张二憨，让他按纸条上的方法去做。二憨把纸条揣在兜里，
拿上肉，高高兴兴往家走。到了半路他要大便，他就把肉放
在一个树杈上。大便还没解完，飞来一只乌鸦，叼起肉就飞
走了。这张二憨一点儿也不着急，既不追，也不赶，冲着乌
鸦大声喊：“你叼去也白搭，你不会吃，做肉的纸条在我这
里呢！”

您看，这本本主义多害人啊！

反对本本主义读后感篇五

我觉得通过对《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的学习，为我们今
天正确地观察事物、解决矛盾和指导工作仍然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文章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文章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
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
盲动主义。文章号召党员干部，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
主义，到群众中去做实际调查。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
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就能产生的，它
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文章第一次阐述了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改进
工作作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
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
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
很不对的。”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
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肩负着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改造客
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这就需要不断深化对共产
党执政的规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的规律的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因此，摆在我们面
前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仅要学好马克思主
义理论，还要学习当代经济、科技、文化……学习借鉴世界
上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然而，对待学习的
态度不同，其效果也截然不同，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
结合起来，乃是检验一个党员干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
的重要标志，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细细品味这篇文章，觉得它既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稿，又
是一篇关于如何做好调查研究的培训教案。有时需要大声朗
诵，方觉得畅快淋漓；有时又觉得需要细细研读，在笔记本
上记下点什么，需要继续巩固，才觉得放心。

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对于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工作
中的官僚主义，养成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
作作风，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今后的日子中我们要以身作则，坚决坚持毛主席的“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动摇。深入实际，努力的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