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有提纲 费尔巴哈的提纲读后感
(模板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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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读后感有提纲篇一

精疲力竭地读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却无奈地发现没
有任何的思路，大概这是第一次读到如此抽象、生涩和难解
的文章吧。或许是有些不服气，当我鼓足勇气读过第二遍的
时候，却发现和初读这篇文章的感觉略有不同，好像有那么
一点似懂非懂的感觉萦绕在心间。欣喜若狂的我而后又重复
阅读了几遍，再加上老师的引导，终于，我对《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在
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概述了自己的新的
世界观。

首先，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即“从前的一切
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
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
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
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真正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
他指出要正确理解实践的意义，从而正确的解决主体与客体
的关系。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
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我们并不能单单从



唯心主义来理解人的单纯能动性，也不能单单从唯物主义的
角度来看人的单纯受动性，而是要结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人既受自然性的支配，同时又能以自己的能动性来改变自然，
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

其次，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提到这样几个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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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看到了“实践”的重要
性，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后，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了他的抽象人
性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抽象的宗教观。在肯定了宗教的本质是
人的本质的同时，批判了其只能把人类理解成一种内在的，
无声的，将人从肉体和精神的状态中主观剥离，批判其否定
了人可以改变世界的可能。

最后，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人能动地改
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
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
而人类的不断进步，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观点。

总之，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心线索
和核心思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将唯心主义观点
和唯物主义观点相结合起来分析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实践的重
要意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分析问题，
做到一分为二；并且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只有实
践才知对错，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读后感有提纲篇二

让我们看看故事是如何发展的。首先作者写了主人公一家的
拮据生活。“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



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这闲闲的
两笔让读者深刻的了解了主人公的家庭情况。等读者了解了
主人公的家庭情况，作者笔锋一转：“可是每星期日，我们
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从而巧妙的引出了故
事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于勒。于勒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开始他
“行为不正、糟蹋钱”，“不仅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
得一干二净，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于是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到美洲去。请注意，这里作者
用了“惯例”一词，这暗示了当时社会中人们普遍的金钱关
系。后来呢?于勒来信说他赚了点钱，于是，“大家都认为分
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大家
每天都在盼望着于勒归来。前后对比之强烈，人们之间以金
钱维系的亲情可见一斑。再后来，因为二姐的婚事，一家人
要到哲尔赛岛游玩。作者写一家人很自然的上船、很自然的
想吃牡蛎，在“自然”中一步一步慢慢地将故事推向了高
潮——父亲发现那个穷苦的卖牡蛎的年老水手竟然是他们日
日夜夜盼望着的于勒!读到这里，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之惊讶。
可是，这种结果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的。最
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菲
利普夫妇对于勒的“盼”、“赞”立即转为“怕”、“躲”，
让人读来又增添一丝失落和对当时人们金钱关系的失望。

这篇文章没有深奥的主题、复杂的情节，而是用平淡、自然
地语言叙述简单的故事。可是其中一些看似简单的细节描写
却尖锐的讽刺了人们的金钱关系。例如：当于勒据说赚了大
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
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马上把他
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马上成了
“决不会有出息的”。在情节发展方面，作者的笔调也是平
淡的，不慌不忙地慢慢展开叙述，丝毫不见刻意的铺垫，却
让读者的心无法平静下来，一定要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不
可。这两点，是我最为欣赏的。



读后感有提纲篇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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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有提纲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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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有提纲篇五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让我明白了，毅力也是
成功之本，是一种韧劲，是一种积累。荀子有云：“锲而舍
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毅力，它的表现往往是一个人在挫折中所展示的一股力量，
有了毅力，人们就不会向挫折和困难低头，而会更坚强地去
面对。

《钢铁是怎练成的》这本书的主人翁是保尔·科察金，是前
苏联乌克兰人。他，平凡而又伟大。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
工，参加红军打过仗，负过伤，还担任过共青团委书记。

在一次攻克敌人暗堡的战斗中，年轻的保尔负了重伤，后来
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安于现状，
勤奋进取，以惊人的毅力，靠口述，请亲友笔记，创作了
《暴风雨的儿女》这部长篇小说，实现了重返战斗岗位的理
想。

我被保尔那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所感动。而我，却
在生活和学习上向困难屈服。

作业中，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不加思索的喊：“爸，妈，
快来教我做这道题。”在学校，体育课上老师让我们跑步，
我一听是800米，我一定跑不下来，于是便装肚子疼，求得老
师的同情。

在家里，一到晚上睡觉时便让爸妈帮我关灯。每次妈妈，让
我自己洗衣服时，我便找借口说自己手烂了，肚子疼等，来
瞒过父母交给我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向困难屈服的表现。
现在看了这部书我决心做一个像保尔那样不向任何困难屈服
的人。



这本书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说过：“人生最
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
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
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
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而斗
争’”。这段话，是对保尔一生最好的写照，这段话，激励
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也激励我将更加努力学习，不虚度
年华，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