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青鸟读后感想(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青鸟读后感想篇一

《一夜的工作》通过记速周总理彻夜工作的情形，表达了作
者对周总理的敬爱之情。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知道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工作是多么劳
苦，他们的生活又是多么简朴。

这使我深收教育，也使我更怀念周总理。

当我读到“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一叠一尺来厚的文件说：
‘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时，不由得心中波涛起伏，一
尺来厚的文件，该有多少呀!几百份吧!看一遍也够累了，何
况还要动脑筋作批示呢!周总理，您真是为人民操碎了心呀!

当我读到“值班室的同志端来两杯热腾腾的绿茶，一小碟花
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时不由得沉思起
来，您劳累了一夜，只喝一杯茶，吃几颗花生米，我真想把
自已吃到过的好东西都端到您面前!您应该吃一点儿有营养的
东西，应该多吃一点儿才行啊!

读了这篇文章，我想起了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的情形，总理
的卧室，只有一张床，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都是书和特批
的文件和稿子。

我还想起了老师们常说的周总理在病中念不忘国事。



抱病批阅文件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当我读完这篇课文时，心里激动不已，并且充满了自豪感。

正如作者所说：“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青鸟读后感想篇二

费尔巴哈，这个第一次接触到的名字，或许对我来说有点陌
生。在看完整篇提纲之后，唯一的感受就是“糊涂”。不清
楚具体在讲什么，也不清楚我理解到了什么。带着各种疑惑
我通读了不下五、六遍，发现我确实有一点领悟了，能够感
觉到提纲中的部分含义了。

再次阅读文章，感觉文章随时围绕着“实践”这个词语，强
调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费尔巴哈对于实践概念和意义的不完
全理解，致使他在一些思想上提出的观念的错误性。马克思
对费尔巴哈一些的错误，在提纲中主要提到这样几个想法：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
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等等问题。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显
示、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
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在第一个提纲中，
马克思很实际的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一些错误思想，来提出
自己对于实践的想法。

在往后的几条提纲中，关于环境与人及宗教的想法，都是具
有深层次意义的。

一、在对于环境的思想中，马克思阐述，环境是由人来改变
的。这个想法其实依据个人的不同意识形态是会产生出不同
的效应的。



二、在对于宗教的想法中，马克思就费尔巴哈提出的“宗教
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这一思想”这一思想，产生了很大的
异议，并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这一思想。

在读完整个提纲之后，我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提出的思想还
是费尔巴哈提出的思想，在出发点上都是为了哲学。并且，
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的思想也是会产生变化的。因此，我
们要在看到费尔巴哈思想的错误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费尔巴
哈的思想在哲学上给我们这些后生带来的影响，从辩证的角
度来看待费尔巴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如此。不能仅
仅看到人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要看到缺点的同时看到优
点。

青鸟读后感想篇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作品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其中最有
名的也是最值得学习和拜读的文章之一，根据学习推荐精读
了这篇文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马克思生
前未发表过。最早发表于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这个文件为“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该书的附录首次发表。它被恩
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
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
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次系统地论述了科
学的实践观，并以此为基础，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
主义以及以往的一切旧哲学进行了批判，同时制定了“新唯
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的要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计11条，近1500字，各条在形式上
相互独立，内容彼此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物主义的批判，第二部分（第四点至第七点）是马克思结合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及其宗教观点，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
义的批判，第三部分（第八点至第十一点）是马克思阐明新
唯物主义同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对立观点。

通过对《提纲》的学习，使我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什
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早在1845年已经写下了答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
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第三条中马克思写到：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
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第八条中马克思写到：“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中心线索和核心思
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一
定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青鸟读后感想篇四

《提纲》从总的方面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
主义的主要缺陷，论述了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阐明了新旧唯物主义本质区别。

第二条，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阐明了实践是检验人的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旧唯物主义不
能从实践的观点去认识和理解客观对象，去认识和理解事物
现实、感性，也就是不能把作为认识的事物来源和基础的实



践当作检验人的认识和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此岸性”是
借用康德用语，康德讲:“现象世界”为“此岸性”，马克思讲
“思维的此岸性”指人能认识现实世界。在这理，马克思第
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作为检验人的思维真理性的客观标
准。

青鸟读后感想篇五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文章很简短，与想象
中的长篇大论相差甚远，阅读提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清
思绪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近代最先进
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弥补了过去的哲学家的不足之处，使
哲学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在高中的课本上曾介绍过费尔巴哈，他曾经是“青年黑格尔
派的成员”，但是在1839年，他发表《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对黑格尔的唯心论作了分析批判。其实在某些方面，费尔巴
哈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唯心论的思想，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
物主义者。早年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
们都不能将自然与社会都列入唯物主义的队伍中，总是把自
然认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困局。

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分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生
活在18、19世纪，那个时候正是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物理和
化学领域发展迅速，机械唯物主义取代了古人摸索出来的古
代朴素唯物主义，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可是它的历史
观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处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不可避免
地在历史观上会陷入唯心主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纲领性的文件之一，
马克思早年曾信仰黑格尔哲学，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后来又
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但是由于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并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生活在本



质上是实践的，并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去看待事物，抽象地
谈人的本质，把它认为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把人的本
质理解为“类”。因此，这个提纲是马克思为批判费尔巴哈
以及处于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的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主
观性而写的，批判他们的唯心思想。在提纲的开篇，马克思
指出了过去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
是从客体的或只管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
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唯
心主义得以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没
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
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却没有准确的把握住，他不
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意义。马克思主要强调实
践的重要意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检验认
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一切认识活动都要在实践中才能得出
结论。马克思纠正了费尔巴哈在社会实践问题上的和在宗教
世界的世俗基础问题上的错误理解。

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和人的本
质，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体，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此强调人的`社会性，人
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所以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
史的。他认为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都应该从社会实践的角度
来理解。马克思在最后强调哲学家不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
要的是要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思想是贯穿全
文的主旋律，反复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通过阅读这个提纲，我回忆起了许多高中时学过的哲学知识，
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今天学校组织大一学生去义卖报纸帮
助残疾人和留守儿童，这不仅是人的主观活动，更是客观的
社会性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我们检验出了它的客观真理
性。马克思的哲学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盏指路明灯，它



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
会必然灭亡的秘密，提出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
社会。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衷心地希望我们的祖国
发展得越来越好，自立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