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本本主义的读后感 反对本本主义读
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反对本本主义的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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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本本主义的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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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本本主义的读后感篇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耳熟能详的话语，简单明
了又是这么切中肯綮，如果三十年代有网络，我相信这句话
也肯定是当年的网络十大流行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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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重大思想理论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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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反对本本主义》写于1930年5
月，是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当时在红军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而
写下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
该文虽主要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倾向而作，
但即使到今天依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放到我们具体
的工作中，就是要注重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经验，从经验中
提升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水平。文中说：中国革
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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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要在实践中经验才能产生。我们的工作虽然很多要
在电脑前完成，但是光在办公室搞设计闭门造车也是不行的，
不了解市场的需求和工艺要求，仅靠设计理论这些“本本”，
到现场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最后我们的工作目标
就无法顺利的达到。
当然，注重实践，也不是就说知识无用论，知识的价值在于
他给人解决问题的经验,而不是致胜法宝。文中说：我们说上
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
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
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说的就是要我们不唯上，也不能抱
着死板的知识不放，而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把指示和知识
这一经验的价值运用到伟大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克服各种



困难，达成目标。
毛主席所说的“实际调查”，本质就是躬身实践。一切真知
都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
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调查问题，还
要在实践中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抓住问题的
本质，科学研究、设计开发都必须依靠实践中的数据，在实
际中经过验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陈和平）

反对本本主义的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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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本本主义的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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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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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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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一
定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调查对象应该包括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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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党的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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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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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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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