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涉尘世读后感加最喜欢章节(优
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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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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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千万不可因此而得意志满，须知进入公司之后，真正的
挑战才刚要展开。若稍不谨慎，在一上来就误犯了职场的禁
忌，只怕大好的似锦前程当场就变成漫漫长夜了。

如果不能协助公司改善处境，再多的批评也是无用。病需药
医，而发生问题的公司需要的则是有建设性的言论。

每位新人刚进入某家企业服务，几乎都会力争上游、表现出
勤奋的一面。可是往往只能维持三分钟热度，等到工作环境
熟悉了、主管的性子摸透了，就会开始松懈下来。其实身为
一名社会新鲜人，很多东西都需要w习，实在不宜懒散。以为
耍些小聪明、开了一些工作自己就赚到了，殊不知主管都看
在眼里。

求学阶段或许读到了不少书，但迈入就业阶段后，就是以实
务验证理论的大好机会。其实慢慢的新鲜人就可以发现，大
部分职场上所运用的知识，都是步入社会之后才开始学习到
的，所以千万e让自己输在起跑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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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喜欢把自己，划为心灵手巧之列。

源自于小学一年级的寒假，一次去同学家玩，正巧她妈教她
织毛袜子。连反正针都不会织的我，也一同开始学习。没多
久，半只毛袜子的雏形就已经在我的手下显现，而同学的袜
子尖还没处理好，不是丢针就是并错了针，原本应该是并成
一个梯形，她织成了平行四边形。气得她妈妈要打她。

还有一次，同学的嫂子教我俩织插肩毛衣（从领口开始），
我很快就掌握要领，而她总是加错针，本应该分成前、后身
和两只袖子共四片。在四根筋左右分别加针，她总是弄错，
气得她把织好的毛衣领子全都拆了。后来，钩衣服、绣花我
也是一学就会，根本就不用看口诀。前几年，流行用学编中
国结，编招财蛙。20根绳儿，对折后，共40根，我循规蹈矩
的也很快学会了。从小到大，我学的女红总是能赢来同伴们
的阵阵掌声。

可是，提起运动细胞，我自认为我，缺少了哪根筋。

从小无论是踢毽子、跳绳、跳皮筋还是打口袋，总是玩不好。
总是因为我的出现而影响团队的成绩，渐渐地我就只能沦落
为观众。至于球类，更是与我无缘了，自嘲运动是我的短板。

就在一周前，我接到好朋友的电话。

“小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教打乒乓
球的教练，我刚刚下课。这个老师人品特别好，表达能力也
很强。老师说我有打乒乓球的天赋，我太高兴了。一个世界
冠军就这样被埋没了……”

“哦！真不错，好好学吧！真羡慕你！”



“要不你和我一起学吧！省得你一下班，到家就不下楼了。
再说练习打乒乓球对颈椎也有好处，总比你针灸强！”

颈椎增生一直困扰着我，一度影响到我的工作。针灸、散步、
爬山只要是能有益于治疗，我都愿意尝试。可是打乒乓球，
那是需要技巧的运动，那是需要小脑灵活的人干的事情，我
能行吗？能学会吗？可是我经不住朋友的劝说，还是决定尝
试一下。

周六八点多，我接到老师的邀请，应约前往。

老师是一个大约40岁左右，高高的、瘦瘦的男子，话不多。

老师让我先练习颠一下球，想了解一下我对乒乓球掌握的熟
练程度。我只好硬着头皮练习，颠3个球就坏了。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

“老师，我能学会吗？”

“能，一定能！大姐，你回家咱就练习颠球，你别小看颠球，
这颠球里孕育很大的学问。无论是从力度的把握，还是从角
度的调整都是靠碗部的调控，如果你能颠到500个、1000个，
你打球的水平也就能有很大、很快的提高。”

莫非今天我只能学习颠球了？我心里暗暗的叫苦。这回丢人
真是丢大了，头脑一时发热，怎么受这罪，自己根本就不是
那块料！

“好了，大姐你回家练习颠球吧！咱先学习发球，先把球放
到案子上，等球弹起你就往我这边打。”

“我现在就能上案子了？可是我打不好啊！不一定能打上
啊！”



“能打好，还用学吗？没关系，咱慢慢来。”

就这样，我开始练习发球、接球。正手、反手、一正一反打
球，我终于能接住老师打过来的球啊！我好兴奋啊！

不知不觉的一个小时就很快过去了，我意犹未尽。从不会打
球、不会握拍到能接住老师的一个球、到连续接住老师调整
后，打来的10个球了。这对我运动细胞训练绝对是一次尝试、
一次挑战。

看来缺少运动细胞哪根筋，可能是我之前，自己的武断，莫
非我也未必没有这方面的潜能。

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自己挑战自我的喜悦在车里用电话和好
朋友分享着、也把余音传递给开车接我的.爱人。

“看来学会打乒乓球后，我还得学车，不准备再养证了。我
的驾驶证已经安睡了了，我准备启用了。我兴奋地和好友煲
着电话粥。”

“老师你看他话不多，可是一提起乒乓球、两眼发光，很有
耐心。小小的乒乓球在老师的手里能玩出各种花样，最重要
的是老师把他对乒乓球的喜爱融入教学中，他一遍一遍的鼓
励我，不断地调整我的姿势、方向……”

“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熟能生巧这个道理了。以前
认为我缺少运动细胞，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看来，‘闻道
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还是有道理的。或许加以时日，我不
光是能会打、而且还能打好乒乓球的。”

“怎的？你还没完了，别兴奋了。不上楼了？”

这时，我才发现，车已经开到我家楼下了。



初涉尘世读后感加最喜欢章节篇三

毕业生初涉职场都会有一个过渡期，从学校转入社会这个转
变让毕业生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适应，有时甚至会遭遇梦想
到现实的落差，专家指出，领导要多一点指导，家长应降一
点期望，毕业生需要更多的训练与教育。

“你不要以为进来了就了不得了。”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
黄楚的主任，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指着他的鼻子大发脾气，
“连简单的报告都写不好，文笔也不怎么样!”黄楚上班后写
的第一份报告就这样被主任重重地摔在了桌上。“我当时特
别委屈，感觉很没有面子”。

22岁的黄楚，今年刚从湖南大学毕业，就职于北京某it公司。
遭此打击后，好几天他都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没想到自
己连报告和申请都写不好。”再加之刚进单位时，总是做些
杂活，黄楚干得很郁闷，几次想跳槽。

但今天接受采访时，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已经有了具体负
责的领域，而且在经过4个多月的调整和适应后，开始能平静
地审视自己了”。

近段时间，本报编辑部陆续接到几位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
电话或邮件，他们无一例外都用“郁闷”这个词来抒发工作
初期的感受。“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段适应期，但
真的很难熬、很迷惘。”一位署名“何去何从”的.读者在邮
件中这样写道。

遭遇梦想到现实的落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工作上的挫折感、较低的收入以及人际
关系的失调，很容易让刚刚出道的大学毕业生陷入情绪的低
潮，甚至厌倦和害怕工作。



“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现在想起那种孤立无助的感觉，我还
一阵害怕。”蔡丽丽说。

她理想中的出版社，“工作应该很有挑战性，而且付出会有
很大的回报。”但让她颇感失落的是，“由于回款特别慢，
一些奖励变成了空头承诺。”这种情况出现几次后，蔡丽丽
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不想做的念头经常冒出来。“最初拿
到一份书稿，看得很认真，一心想编好，现在就不想看了;最
初报选题，满怀希望能通过，现在感觉报与不报都是一个样，
反正都看不到回报。”

和蔡丽丽一样，低收入也成了赵全的心病。一直想做记者的
他，任教于西安一所重点大学。

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条时，他的心凉了半截：1500元，离来
之前听说的3000元相差甚远。让他郁郁不乐的还有院里安排
的第一门课，“不是专业课，而且我都没学过，备课特别辛
苦。”

接到记者的电话时，赵全正怒气冲冲地从教室里出来，“上
课铃都响了6分钟了，一个学生都没来。”与期望中反差过大
的待遇、学生经常迟到旷课，让初为人师的赵全感觉失去了
授课的激情。“20多岁的年纪，怀抱着许多梦想，遭遇现实
的落差后，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杨放如看来，每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
毕业生都会经历一个适应期。她在多年的临床治疗中，还遇
到不少在适应期出现心理障碍的毕业生，在接受治疗后，他
们大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一位从小就很注重个人形象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做了公务员。
同办公室的两位领导性格迥异，她不知道该如何适应，连穿
衣说话都觉得左右为难，最后严重得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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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前辈的教导，认认真真地如履薄冰。对于被交代的工作，
不懂就问，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因为与其做错了反工还不如
趁着自己是新人的档口多问问。反复检查自己交出去的每一
份文件/邮件，确保没有错别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检核是否符
合商务标准格式、逻辑和用词。让自己手里出去的每一件事
情都是有质量地完成，才能让人放心把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交
给你。

谁都知道其实责任和义务一定是对等的，当你承担的工作职
责越多越重的时候，你获得的信任就越多，被上司或同事认
可的可能性才更多。当你成为一个不可或缺或者暂时无法被
取代的角色时，至少这个饭碗你是暂时保住了，不管你是想
在这个岗位上持续努力做得更长久些，还是积累一点经验作
为跳槽资本，请至少坚持2年。最基础的工作做夯实了，熟能
生巧，进而才有时间思考如何更快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提
升工作效率才有可能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从来没有一
蹴而就。

笑脸相迎，态度谦虚

见人就笑就打招呼，伸手不打笑脸人，会笑的宝宝不吃亏。
刚开始“便利贴女孩”的过程是一定要有的，告诉自己吃亏
就是福，现在做得越多就是学习的机会越多。

同时方便快速建立自己在公司里的人脉关系，认识更多的人，
同时也了解这些同事的性格、脾气、爱好，区分出哪些人是
可以保持并建立关系，比如热忱正能量的人，工作熟悉且有
一技之长的人，秘书、前台、部门助理、hr、财务等貌似不重
要但接触广泛的特殊群体等，适当的时候寻求资源和帮助。

区分哪些人则需要敬而远之，比如爱抱怨的人，爱在背后议
论别人的人，爱推卸工作和责任的人，心胸狭窄的人，混日



子的职场老油子等等，对于有负能量人尽量保持距离……不
得罪对方的同时也免于自己不被其负面影响。

个人以为这条尤为关键，刚刚踏入职场一定要学习善良、积
极、正面，树立正确价值观，不要误入歧途，沦为混子、怨
妇或小人。

人际关系是职场必须过的一关，职场新人无法熟练分析判断
没关系，只要先记住逢人露出六颗牙，开心自己愉悦他人。
逐渐你就会发现好的人缘会帮助你职场顺利发展，遇到问题
时有人愿意给你建议点拨一下，关键时刻有人说你一句“这
孩子还不错”，做绩效考核的时候即便有分值作为依据，但
有时候就是上级的一念之间。

职场规划，及时充电

面对刚扑面而来的低质量工作，如复印文件、汇总数据、帮
上司贴报销发票等，不要觉得被轻视或者无法发挥自己特长
而抱怨，刚在职场起步接触的工作越多越杂是件好事情，但
需要你快速整理出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抓住自己最优点再深
化放大，然后逐步放弃对自己成长无关的工作。

比如你擅长处理数据分析还是文档归类，脑袋里面有清晰的
流程逻辑还是有不断的新点子，能够举一反三归纳总结还是
沟通无障碍容易说服让人，这些其实都决定了你未来的职场
发展走向，如果能够与你的特长结合就事半功倍了。

但是现实往往没那么清晰和理想，工作跟专业没太多关系，
走出校园就必须面对现实，耐心地“打杂”，通过一段时间
的工作积累和沉淀，你才能找到自己需要补课和充电的点，
从而结合自身性格特点、兴趣倾向对未来自身的职业发展作
出初步规划，这才算开始真正的职场规划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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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我津津有味地读了一本书，书名是《初涉尘世》。

荷叶村是一个并不富有的村庄。阿雯是从苏城插队来到荷叶
村的，之后和阿亮的父亲潘福相爱了，生下了阿亮。但阿雯
最终还是抛下了阿亮，返回了苏城。后来阿亮考上了市中学，
就听说自己班主任的妻子是自己的妈妈，性格大变，成了一
个不良少年。在意外的情况下，阿亮帮助警察抓到了罪犯，
一举成名，并且慢慢地融入到一个新家庭当中。

读了这本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在阿亮小时候的`事：阿亮
小时候，有一次发了高烧，他的父亲潘福就在冰冷的河里游
了一千五百米去找医生。每当看到这，便会使我情不自禁地
想起那件事：

记得在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准备好下学期的书，要先
学一个单元，我让妈妈在网上给我订了书，但迟迟没有发货，
眼看明天老师要教新课了，我不由地着急了起来，连晚饭都
没吃好。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便看到了放在床头柜的书，我
便去找妈妈问个清楚。从妈妈口中我才知道，原来书是爸爸
是去同事家借的，他同事家在偏僻的乡下，汽车不能直达。
汽车停在公路边，爸爸深一脚浅一脚摸黑走到同事家，向同
事的女儿借来了书。我一眼看到了对我笑眯眯的爸爸，走上
前去说：“谢谢爸爸！”爸爸却回答道：“宝贝，没事。小
事一桩”。

父爱，虽然只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却很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