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把信送给加西亚心得体会(模
板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
己。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把信送给加西亚心得体会篇一

今年寒假的一天，妈妈向我推荐了一本名叫《把信送给加西
亚》的书，还特别神秘地告诉我这是一本畅销了一个多世纪
的好书，许多大公司的领导也要求员工阅读这本书呢！“这
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呀？真的有这么神吗？！”怀着将信将
疑的心情，我试着阅读起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作者叫阿尔伯特？哈伯德，
讲述的是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总统需要立即与古巴起义军
将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因为情况紧急，必须在最短的时
间内找到加西亚、把重要的军事情报传递给他。但是，美国
政府只知道加西亚将军潜伏在古巴的某个秘密丛林中，没有
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里。这时，有人向总统举荐了美军一名叫
罗文的中尉，说只有他才能找到加西亚。于是，罗文接受了
任务：怀揣着总统的亲笔信，只身穿越硝烟弥漫的战场，冒
着生命的危险，三个星期后，他终于在古巴的'深山老林里找
到了加西亚，把信交到了加西亚将军手中，胜利完成了总统
交给的任务。

看完了书，我对妈妈说：“这本书虽然没有描述精彩的战争
情节，而且我似乎也没能完全读懂，但是我非常认同书中的
一句话：“敬业就是敬重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
情，一切为了自己而做。”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我的“工



作”就是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增长本领。如果真正热爱学习，
自然就会愿意主动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把学习当作自己的
事情来对待，就会主动发现自己的不足，积极想办法提升学
习技能和成绩。我相信：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
天自己付出的汗水是为了创造明天更美好的未来！

在学习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我以前总是有畏难情绪，
一遇到难题就推给家长和老师，好像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
一样。因为没有坚强的意志，我做事容易半途而废，喜欢找
借口当逃兵。通过学习罗文精神，我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
坚持不懈的努力，竭尽全力地战胜困难，才能从学习中享受
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非常感谢妈妈向我推荐这本书，通过这次有意义的阅读，我
收获很大！求学之路充满艰辛和曲折，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功。我希望自己成为罗文那样的人：有顽强的意志、有独立
的思考能力、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努力完成学习任务，成
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常胜大将军！

读把信送给加西亚心得体会篇二

当浮躁的人群追星造梦、沉耽感官享受的时候，提起忠诚、
信用、敬业、服从，好像老气过时，惹人耻笑，因此把信能
送给加西亚将军的人凸显出难能可贵的品质。罗文中尉无疑
具有他人不及的优秀品格，在美国经历历史上艰难的那一刻，
他没有犹豫，只问了最早的船是哪一班，便即刻启程。在作
此决定的一瞬间，罗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之后的过程中，
他以大局为重，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我们从罗
文中尉的身上可以看出一个合格的送信人拥有的果敢、敬业、
自信、谨慎、忠诚、乐观、耐心等优秀品质。做合格的送信
人不是简单地完成困难任务，而是对自己全方位的透视和提
升。

《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之所以会畅销一个世纪，为各行各



业推崇，今天拜读之后我有了更深的体会。罗文的“送信精
神”是一种职业信仰，值得我们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当
我们初入职场，需要策划自己的人生，把这种“送信精神”
带到工作中，可以更快的融入集体，可以更好地提高自身，
可以拥有更合理的规划。因为“送信精神”有对我们的高标
准、严要求，独特而丰富内涵。“送信精神”具体到工作中
即为：对待工作热爱、勤奋;对待集体忠诚、尽责;对待上级
理解、服从。这些都时刻提醒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把信送给
加西亚，需要打磨个性品质，提升自身素养，并非一蹴而就。

对待工作，首先要保持热爱。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薪水，更是
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核心部分。
假如我们视工作为负担，不敢担当，不愿作为，与个人的生
活对立起来，那我们的生活必将毫无意义。热爱工作是要
从“苦中作乐”变成“怡然自乐”，心中有爱，爱国家，爱
人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为人民服务当做自己的责任，
让自己的工作能为社会添砖增瓦，我们的生活必将丰富多彩。
当下社会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我们许多人的工作与专业不尽
相符。但是，既然选择一个行业，就不该把它当做跳板，否
则既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在工作中培
养兴趣，在兴趣中愉快工作，是高效工作的途径，也是工作
的境界。

热爱工作的必要条件是勤奋工作，只有在勤奋工作中才能发
现工作的乐趣。因为勤奋工作必须要保证心无旁骛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我们总能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发现解决问
题的方法。而进步，就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突
破自我，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

集体性是人的本性，工作也是集体性的活动，融入集体是每
个人都会面临的必修课。对集体忠诚是对每个人的要求，也
是融入集体的最低标准。忠诚意味着保守集体的秘密，意味
着没有私心杂念，也意味着在必要时刻的牺牲。罗文中尉不
带身份标识，是怕自己不幸被捕暴露祖国战略。而我国在建



国前也有无数的先烈投身革命事业，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
对人民忠诚，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宝贵的生命，才有了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因此，忠诚是我们立国、立身之本，我
们不能忘、不该忘、不敢忘。

“众人拾柴火焰高”，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但集体的力量
归根到底是我们每一个构成集体的个体所提供的，各尽所能、
各司其职、尽忠职守，才能有集体力量的生生不息。同样的
道理，集体的发展，才能给个人提供良好的平台，提供更好
的条件，提供更坚实的后盾。尽己所能是个人能力的展现、
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是面对集体面对他人的一本良心账。

上级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工作上的导师，是工作团体的核心。
在工作中不理解上级的决定，狂悖忤逆者，妄自菲薄，自高
自大，总觉得自己屈才，背后对上级妄加匪议，实属浅薄无
知。上级之所以在集体中成为领导，带领集体走向更好的未
来，是因为他们在以往的工作中经历了很多，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在考验中历经磨炼，练就纵横捭阖的才华，才能够站
位高，看得远，身负重任。他们在做出决定时，一定是权衡
利弊，多方考量，从全局出发，为大局着想。因此，我们固
然不能把“初生牛犊不怕虎”用在上级领导身上，而要有看
齐意识，向领导学习，虚心请教，坚决服从，认真完成上级
领导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工作中的最好老师无疑是领导，
他们走过我们将要走的路，能带领我们少走弯路，免入陷井。
领导做决定时的思考方式，遇见问题的处理手段，待人接物
的方式方法，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以前有师父带徒弟的传
统，师父要教徒弟做人处事的道理。师徒制度不存在，我们
就要主动学习领导的优势，加之自己的思考，才能在日后有
所发展。设想如果罗文中尉质疑上级的做法，把自己的位置
摆的很高，不屑于做一个送信人，给加西亚的信，永远也到
不了将军手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人罗文中尉的故事让人感慨万
千，在我国也有无数的“送信者”值得我们学习。核潜艇之
父黄旭华带领团队在没有图纸、没有基本理论、没有仪器设
备的情况下，拿着美国的'玩具模型研究，拿着算盘计算复杂
的数据，硬是冲破技术封锁，造出了共和国的第一艘核潜艇;
西藏大学钟扬教授，从繁华都市来到千里无人区，用双脚丈
量世界屋脊，为我国留下四千万颗珍贵的种子，填补了我国
高原植物种子信息的空白;天眼之父南仁东、航天航空团队、
黄大年、黄大发……他们是共和国当今的“送信人”，他们
是明星、是榜样，我们未来一定要成为他们这样的模样。

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
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和
平年代的今天，我们自不必刀光剑影、浴血战场、舍生忘死，
但也要居安思危，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把信完好的
送给加西亚。”

读把信送给加西亚心得体会篇三

近期，校长给我们青年教师推荐了一本书——《把信送给加
西亚》。这是一本关于忠诚、责任、勤劳的书籍。读了这本
书之后，从中学到了许多。

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梦想改变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
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
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
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
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
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
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
能改变世界。”这是自我改变的力量。那是的我并没有太明
白其中的道理，没有想出改变自我的办法。直到读到这本书
时，我才深有体会，要从哪些方面去改变自我。作为这个世



界的“平凡人”，在平凡的岗位，要做出不平凡的事，需要
的方法我从这本书上找到了答案。

忠诚的体现是工作积极、高度负责。忠于自己的事业，就是
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书中的战士在自己的岗位
上遵从命令，完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忠诚给了自己
的组织、把忠诚给了自己的国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忠诚于自己的梦想，坚持教育的理念。
忠诚于这份工作，以他为傲，并以自己的力量去守护它的光
芒。这也许就是我改变自己的开始。

责任，也是敬业。书中写到：每一件事都值得做好。每一份
正当和合法的工作都是高贵的，每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和创造
者，都值得称赞。工作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轻视自己的工
作。我对自己做出了“三省吾身”的思考。工作本身没有优
劣之分，工作是否单调乏味，往往取决于我们对待它的心境。
无论何时，都要把工作放在首要位置，用心地去做好每一件
事，以敬业和负责任的'心态去对待工作，工作自然而然就能
做得更好。

“我相信魔鬼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人的恐惧和懦弱。”所以
拥有一份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对待生活。良好的心态、愉
快乐观的精神、饱满的生活热情，并身体力行地去感染身边
的人、身边的环境。这也许就是我改变自己的过程。

选择就要坚持，坚持就要努力，努力就要付出，做那个可以
送信的“罗文”中尉，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我是一个酷爱听战争故事的小男生，利用课余时间曾大量阅
读了关于战争的课外读物，所以我能对古今中外许多著名战
役如数家珍。比如：三国时期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二战时
期对消灭希特勒纳粹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这
些精彩的故事让我对英雄崇拜不已，恨不得自己就是一名威
风凛凛的常胜将军。



读把信送给加西亚心得体会篇四

《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各方推荐，全球总销量突破8亿
册。作者希望能够以此文“教育那些异常拖沓的市民从浑浑
噩噩的状态中醒过来，变得雷厉风行”。此书写于1899年，
作者是阿尔伯特·哈伯德，一个美国商人，他从事过教师、
出版人、和演说家等不同职业。59岁时与妻子一起乘坐西塔
尼亚号客轮，在爱尔兰海一带被一艘德国潜水艇发射的鱼雷
击中，夫妻二人同船上的1200人一起随船沉入海底。

文章写的是美国与西班牙作战期间，和古巴一起打击西班牙
时关于传递一封紧急军情信的事。美国总统急迫想联系到丛
林里的古巴军队首领加西亚。经人推荐，陆军中尉罗文漂洋
过海，穿越热带丛林，历经各种生死劫难，最后在伙伴的帮
助下成功与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组成联军共同打击了西班
牙。作者盛赞了罗文中尉和他的领袖、伙伴们的执行力，认
为最大的英雄就是那个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罗文中尉，而他得
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品质就是他超强的执行力。

生死时速中，主人公罗文一路“没有任何借口”地执行送信
任务，获得了许多人赔着性命不要的帮助。极端环境下，各
方素质都有在生死面前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所有帮助罗文
寻找加西亚、护送军情的人们，都是一样的热诚与敬业。他
们甚至用近乎神化的方式来执行他们的任务，为了节省时间
和保证平安，护送罗文的驾车人争分抢秒专顾驾车，完全不
说话，对罗文的任何语言和动作都不作回应，简直把自己物
化了。

护送队队长赫瓦西奥的干练果断与丰富的经历，也让人印象
深刻。并且他有极强的号召力与难得的'幽默感。在行路时他
们一度与一队西班牙敌兵非常接近。在罗文还没有反响过来
的情况下，伙伴们先后无声地消失在丛林里，做好了埋伏的
布置。又几乎是在无声的情况下，于危机解除后一一归队。



显然，赫瓦西奥在事前就已经详细部署了各项作战策略。文
中有一段原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只要分开行动就可
以戏弄他们。由于我们散布在公路沿线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内，一旦开枪，敌人就会误以为中了埋伏。这个战术倒是不
错，”赫瓦里希笑着说，脸上充满了惋惜，“不过，完成任
务要紧，娱乐排在第二位！”

这一系列有序机智的团体反映，像演戏一样流畅自然。战争
形势是极其复杂的，团队中任何一个人的细微闪失，都会让
整个团队面临覆灭危机。生死比赛中，需要何等的勇气、合
作精神、搏击技能、以及不怕死的精神和高超的作战智慧。
需要最大限度开掘人的全方位能量。

书中另外一个主要部分，“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十大法那么”
描述了那些发自内心忠诚于工作的人，他们心甘情愿、恪尽
职守地把事情做到最好最用心。

这需要良好的奉献精神，需要不计较的品质，还有发自内心
的享受感。让自己对一门事物充满信心和兴趣，在于努力去
创造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感。人类真的是天生会对某项事
物特别感兴趣，又对另一类事物特别反感的吗？或许未必，
我们不会去向往那些从来不知道的工作，而只会对自己有过
接触的事物产生兴趣。我认为，关于执行力缺失的原因，一
方面是兴趣不佳，另一方面是心性不够。

当然，执行力缺失的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心性不够，动机缺乏，
懒惰成性。那么这就不是策略问题，而变成为改变价值观的
问题了。面对有些人的不习惯奉献与付出，管理者要做的便
是去引发和刺激他的动机，用爱与义去唤醒或生成这种奉献
精神。当然极有难度。

如果我执行任务，能像争取生存时机那样去争分夺秒，如果
我看待工作，都像创造艺术一样地去积极面对。相信，我可
以拥有让自己满意的执行力。



最后再啰嗦一下个人观点。书中编排的彩图集中放在目录之
后显得不那么自然，引申的罗文在战争中的主动、忠诚、敬
业等“好员工品质”也略显刻意，十个法那么的说教意味比
较明显。当然，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本打动心灵的、值得一
读的好书。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送信人的故
事。这本书的主人公叫安德鲁萨默斯罗文上校。正因为他在
送信途中的坚持与智慧是他出色地完成了该完成的任务，为
美西战争中美国的胜利做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战。

读把信送给加西亚心得体会篇五

《把信送给加西亚》讲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100多年前，
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必须立即跟西班牙的反抗军首领加西
亚取得联系。加西亚在古巴丛林的深山里——没有人知道他
确切的地点，所以无法带信给他。
有人对总统说：“有一个名叫安德鲁·罗文的人，有办法找
到加西亚，也只有他才找得到。”他们把罗文找来，交给他
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罗文徒步闯过一个个凶险密布、关隘
重重的困境，把那封信交给加西亚…
“投入才有回报；忠诚才有信任；主动才有创新。”人性的
弱点往往在于：在接受、认识一种事物的过程中，总是过多
的计较收获多少，并且本能地希望将自己的付出降低到最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时常会听到：“这事怎么办啊？我有搭
档吗？为什么不派其他人呢？”我们在接受任务时，想的最
多的是自己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获得在工作方面最大的认可。
这种在工作伊始自己头脑中的观念，自然而然地给自己设置
了一道障碍，把自己困扰了起来。看书中主人公罗文，他接
受任务时，并没有问加西亚在那里，该怎么找到他。难道罗
文不知道工作的难度？我想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可是罗文知道作为一名军人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一名冲锋在前的真正战士，为公司和
自己的事业而奋斗，那么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斤斤计较，
不会野心勃勃，沽名钓誉，不会计较个人享乐的有无和财富
的多寡。”



“或者去做，或者不做，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全身退出，要
么全力以赴。你只能做出一种选择。”没有人真正体会到罗
文当时的内心活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勇气以及在面对困
难时灵活多变的解决方式绝对不是简单的冲动——成功是一
种心态。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但要有审时度
势的眼光，还需要有热情和执着，去抓住机会并转化为发展
的动力。“以正直、忠诚、足智多谋和自我牺牲精神，去投
身于一项神圣的事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能
解决它，而且要干的漂亮。就像书中所说，罗文不但把信送
到了，而且还完成得很利索。
这本书使我明白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行为法则：“只有投入
才有回报，只有忠诚才有信任，只有主动才能有创新，没有
付出就没有收获”。这本书以一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表达
方式传达了一种极为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人才价值
观。我深刻感悟到罗文精神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作的态度直
接影响工作的质量。要看一个人做事的效率，就要看他的工
作精神和态度。人生很多的不幸就是因为对自己不负责、工
作态度不端正而造成的。特别是有才华的人，因为自己有才
华，所以觉得自己就应该被重用，被别人所注视，不愿意从
小事做起。只有才华，没有责任心，缺乏敬业精神，又有什
么用呢。在现实世界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为
什么他们有才华但又是穷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缺乏敬业精神，
缺乏主动完成工作的积极性。
要想干成一件事，除了具有主动性、忠诚度与责任感外，还
必须要专注思想，锁定目标。认识到这就是命令，必须完成。
书中罗文是在孤身一人，不知道加西亚将军具体在哪，长什
么样，又没有任何护卫的情况下，从美国出发秘密登陆当时
尚被西班牙军队控制的古巴岛，最后成功地把信交到了加西
亚将军手中并带回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整个送信过程充满了
艰辛和危险，但在罗文中尉迫切希望完成任务的心中，却有
着绝对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奖赏仅仅给那些有用的人”。记住这句话，不要停留在原
地等着天上掉馅饼，一切成功都是努力的结果，让我们停止
无谓的抱怨，收拾好心情，从头开始，从现在开始，忠诚于



你要做的每一件事，不断完美自己，做一个现代的罗文。
（宋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