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提纲范例 费尔巴哈提纲读后感
(实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后感提纲范例篇一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对旧的唯物论的完善和
提高，指出了旧唯物论的不足，建立了自己的唯物论，让唯
物论变成一种通过实践来获得真理的哲学，来指导我们的生
活，进而去改变我们的世界。

费尔巴哈提纲马克思实践哲学

在写《费尔巴哈提纲》读后感前，先介绍一下费尔巴哈的
《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艺术出版，
可以说是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事情，因为它标志着“唯物主
义重新登上历史的王座”。历史上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
都是唯心主义在做主导，他们鼓吹天才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
心主义观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
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建立起自己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这
种观点有她片面的一面，而且有很多的局限性、消极性和直
观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在阅读《基
督教本质》时，写下了这一片字数不长，但却是马克思主义
思想精髓的《费尔巴哈提纲》。恩格斯这样评价这一片文章：
“作为包含着心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的确是这样的，在这字数不多的提纲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
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经典语句，可谓之“一字千
金”，而且“惜墨如金”，没有丝毫的赘言，句句切中肯綮，



直接指明真理的所在。

可以这样理解，《基督教的本质》是旧的唯物主义，而这个
提纲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萌芽”。它在这提纲中最重要
的观点就是：实践。换一句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插一段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邓小平
最经典的话之一。当1976年后，讨论中国该走怎样的路线时，
我们依旧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同时我们还必须在
马克思的基础上创新，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通过实践来明确自己走什么路线，
检验真理。我们中国有今天的发展，有今天的地位，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也离不开我们将马克思在主义与中
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实践。

所以又回到了《费尔巴哈提纲》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实践。
引用一段他人的话：

马克思在《提纲》中十分强调革命实践的伟大意义，把实践
观点引进认识论，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把实践观点
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
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哲学
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

马克思把是将实践的观点应用于认识论，相对于费尔巴哈的
就唯物主义理论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革命的实践意义。
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虽然比传统上的唯心主义有一定
的进步，但是却有很多的狭隘性，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
是“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
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
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
的”活动的意义”。他没有掌握革命的实践性，在提纲中的
第二条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



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实践才可以判定你的思维是
不是真理。

可以说人类因为有了思维，才让我们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但是我们的思维不能离开实践。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批判了宗教理论。但是他
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做得彻底，只是稍微起了一个头，对于宗
教没有从本质上去分析，比如宗教的来源怎样消灭这些宗教
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如马克思所
说，“他做的工作只是把宗教师节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
而马克思的观点则是“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
他的矛盾中去理解”，进而分析这些矛盾，认识这些矛盾，
在实践中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原来的制度，建立起一个全
新的世界。

对于这一句“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
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对于这句话，可以
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论是费尔巴哈就唯物论的升级版，在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只是将“直观的
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给新的唯物主义定义
为“把事物、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并
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得
到一个结论：费尔巴哈的就唯物论的立足点就是市民的社会，
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才是实质意义上的唯物论，因为他
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抑或是社会人类”，马克思是站在全
人类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
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创建一种超越既有形式的自由、
平等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这是一种不同于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形式。

读后感提纲范例篇二

《提纲》批判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说“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提纲》批判费对实践的错误理解，马克思认为“他没有把
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
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读后感提纲范例篇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比利时的
首都布鲁塞尔写在1844—1847年笔记里的。整个《提纲》非
常精炼，一共十一条，总共不过千余字，但是它所揭示的社
会思想和哲学观点却丰富而深刻。恩格斯对《提纲》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提纲》强调了实践的观点以及人类的本质和真理与感性的
区别和联系。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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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性，不能离开实践的思维去争论人是否具有现实性。《提纲》
的第六条明确说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否定了费尔巴
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提纲》带有鲜明
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思想，马克思辩证地看待人与环境和
教育的关系，一方面，人的成长是受环境和教育影响的，另
一方面，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
育的。马克思还指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是实践的，凡是把理
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
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概括而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
从总体上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性的缺陷，即不是把感
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
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第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以及
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宗教所作的批判，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第三，揭露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脱离、
互相对立的，并深刻分析了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的根源；
第四，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消极的直观反映论，把实践作
为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提出的
实践唯物主义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给出了现实批判的
合法性，从理论上解决了改变世界的要求，这一点将唯物主
义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档为doc格式

读后感提纲范例篇四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比利时的
首都布鲁塞尔写在1844—1847年笔记里的。整个《提纲》非
常精炼，一共十一条，总共不过千余字，但是它所揭示的社
会思想和哲学观点却丰富而深刻。恩格斯对《提纲》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
件”。

《提纲》强调了实践的观点以及人类的本质和真理与感性的
区别和联系。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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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性，不能离开实践的思维去争论人是否具有现实性。《提纲》
的第六条明确说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否定了费尔巴
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提纲》带有鲜明
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思想，马克思辩证地看待人与环境和
教育的关系，一方面，人的成长是受环境和教育影响的，另
一方面，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
育的。马克思还指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是实践的`，凡是把理
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
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概括而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四，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消极的直观反映论，把实践作
为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提出的
实践唯物主义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给出了现实批判的合
法性，从理论上解决了改变世界的要求，这一点将唯物主义
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读后感提纲范例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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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