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年轻人的忠告读后感(汇总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给年轻人的忠告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位极有成就的政治家，及文人。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
并游学欧洲大陆，曾任爱尔兰总督及国务大臣等职位。备受
当地人民的爱戴。本书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给儿子的告戒。
当他的儿子六岁时，本书作者—查斯特菲尔德就开始给其儿
子写信，他在这些信中赞扬折衷与谨慎的美德，教育孩子如
何保持果断而有礼的举止。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并成为一本
世界名著。

全书共分9个篇章，存有62封信。它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方面的
圆熟技巧，他对良好礼节的呵护，以及对儿子在礼仪和处世
艺术的悉心指导，充满了作者对社会、人性、人际关系和领
导能力的深刻洞察。结合当今现实看这本书，让我不得不说
这是一本教人如何尊重别人内练自我，而又获得他人信任，
如何积累知识，锻炼能力，充满自信地立足社会获得成功等
的好书。

如书中的第一篇“给正在积累知识能量的你”，让我们看到
了长辈对孩子怎样用知识夯实人生基础的谆谆教诲。“我想
让你知道的事太多，但是，没有一件事比现在要告诉你的更
重要，那就是时间的宝贵与如何有效利用时间的方法。”这
是查斯特菲尔德给儿子的这封信的第一句话。是的，有关时
间的格言实在太多了，大多数教育珍惜时间的话都会用类似
时间的格言名句。但是查斯特菲尔德却用自己的经历感受很
查斯特菲尔德坦诚地与儿子交流着如何利用时间。他的一



句“如果你能十分有意义地利用好这段时间，把这段时间的
所得积蓄起来，到了将来，这些积蓄将会生出很多利息，让
你得到丰厚的回报。”让感受到了一位用心教育孩子的父亲。

“‘以一日为单位’解决问题；从工作中得到快乐；在游乐
中发展自我；不要把空闲的时间变成空白的时间；利用一块
钱就能换取人生的智慧等等”一封封平实又富有韵味蕴涵深
意的信犹如磁铁吸引了我，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了一个拥有
健全而坚强意志的人，一定非常了解什么是他力所能及的，
什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如何真正地抱着梦想面对现实走向
社会。

“从书中获取良好的表现；要建立能在口才与文笔上有自己
独特风格的功夫；训练自己把每天的想法整理成文章；想看
看听众究竟想要什么”这一切的教育正是我们现在在追求的，
在努力倡导的。“与人相交不可缺的条件；是否真诚地懂得
感谢他人；为人父母之事；丈夫的时间与妻子的时间；人宜
行善；君子不重则不威；惟有朋友多、敌人少的人才是强者；
生活有原则，人生有成就；学问中学不到的更重要；做一个
态度温和而意志坚定的人；成功的意义并非总是一个‘赢’
字”等等，书中封封信充满真情实意，而又带着我们不断地
去领会如何锤炼品格，怎样做人、做事、交友、怎样在生活、
家庭、工作中平衡。

当我们用望远镜瞧见天空中数以亿计的星星，我们就会了解
到我们不明白的事何其多。我们只是这个宇宙中极其微小的
一部分，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太阳系已有150年的历史，还会
再运转450亿年的岁月，我们也明白我们的生命只是时间长河
里极其渺小的一滴。这短暂的有限生命用的快乐又有意义这
是本书给我的一生忠告。

给年轻人的忠告读后感篇二

郑杰校长的忠告中层是一本教人做事，教人做人的一本的书，



整本书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教我们中层在学校中如何进步，
如何做好中层领导，如何搞好工作。

1、为什么要拒绝这么好的机会呢？千万别拒绝，否则你就是
在拒绝成长！

1、学校相当一部分教师都不太热衷于工作，好些人都在混日
子，甚至有些人不但不努力工作，还见不得别人兢兢业业，
常常对他们冷言冷语，时不时地讥笑一番。

2、老师们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会算计，会将自己的付出
与收益作比较，如果收益高于付出，他就会觉得超值了，就
倾向于更投入地工作，或者所获得的收益比如绩效工资超出
了心理预期，这会让他们更倾向于努力工作；反之，如果收
益远低于付出，或者收益达不到心理预期，他们就会倾向于
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工作标准，或者不断地抱怨来平衡其内
心的不满。

3、你千万不能天真地以为人们本来就会努力工作的，如果你
作出这样的假设，那是十分危险的。

4、如果你是一名良知的管理者，你的目标可能是课程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之类的，而他们的目标多半是工资最大化，休
闲最大化，这就构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使得管理者与被
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1、让教研组长们努力执行，取决于什么呢？首先取决于管理
者本人的影响力，其次是制度的影响，最后是思想的影响。

3、在世俗文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现实环境里，高声宣扬教育理
想和理念，不仅不能赢得教师们的理解，反而让他们怀疑你
的诚实。

4、对从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人谈文化，与缺乏思想的人探



讨思想，只是对牛弹琴

5、如果你缺乏人格权力，虽然你在台上布置工作，但教师们
不会认真执行的。

6、从那以后，我真正明白了，布置工作是职务权力赋予我的，
让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却是由我的人格赋予的。

7、随着人格魅力的增长，你会赢得真正的权力，那与职位无
关，与年龄无关，与资历无关，与谁看重你无关，谁提拔你
都无关。

2、说他“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
能使众为。”。所以不要抱怨领导“不作为”，“无能”，
因为你无法改变，只能换个角度思考，有利于更投入的工作。

3、婚姻保鲜的奥秘在于包容对方，接受对方的一切，而不是
去要改变对方和控制对方。

4、为什么要改变一个人呢？一个人改变自己尚且都难，何况
改变别人。

1、不要瞧不起素养和底蕴不够的领导，千万别认为最好的领
导一定是些“阳春白雪”似的人。学校并不是一块净土，在
学校内部和外部都会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存在，知识型
领导抓教学和科研也许不错，可要与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恐
怕就不行了。

2、我们中国人似乎都有一种特殊的癖好，那就是对男女关系
之类的问题特别敏感，而往往伴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喜欢对
之添油加醋地宣传、夸张地描绘。

3、不要试图用照顾上司生活等一些小伎俩来打动上司的心，
当你越亲近上司，上司的要求就越多，结果很有可能使你的



上司随心所欲地打发你，用损害自己信任的人的利益来赢得
教师对他的尊重，甚至大义灭亲，这历来是统治者取得民心
的好办法。

1、症状二：忙就是好。如果你以后习惯了忙碌，认为既然忙
碌就是中层领导的出常态，那好吧，就不动脑子了，反正越
忙越好，领导把你的忙看在眼里，还一个劲夸你，于是你就
不再考虑今天忙得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有价值。

2、症状四：“等、靠、要”。虽职位不高，可老爷作风挺严
重，一说起改革，一提起要做哪些事情，就开始发表结论性
意见：条件不够。可是你知道吗？好的中层领导总是去创造
条件，而不是等条件具备了再说，也许某个条件是永远不具
备的。

3、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民意代表”。一个中层干部总是要替
教师出头，率领群众与领导讨价还价，真以为自己成了群众
领袖了，殊不知你很可能被教师利用了。

4、下属向你抱怨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向学校抱怨，而你在这
个职位上，就应该向向下属解释和说明。

1、校长给了你一个中层管理者的机会，让你在这个舞台上发
挥，可是到底有多大的发挥空间，已经不完全取决于校长了，
也不完全取决于你本人，而常常是由你的下属决定的。

2、什么能拓展你的生存空间？是你的那些真正的朋友、你的
导师和那些教研组长，班主任们，让他们与你结成工作中的
同盟，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你自己都是一有益的。

1、教导处可以说是学校的心脏，而政教部门只是手足，虽说
德育为核心，或者德育为首，可谁都知道教学是学校的中心
工作，德育工作干得好与不好，关键能不能为教学服务，能
不能为教学保驾护航，能不能为抓好教学质量提供秩序和安



全。

2、不要问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
些什么？

给年轻人的忠告读后感篇三

开学伊始，为了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学校开展读书活
动。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拜读了郭校长向我们推荐的《忠告
中层》，本书以书信的方式阐述了如何做一名中层领导，我
觉得对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作为从事中层
工作三年的我，受益匪浅，感触颇多。我认为中层人员，是
连接校长和教职工的桥梁和纽带，上对校长要忠诚，下对教
职工要真诚。下面谈谈自己读后的认识和感悟。

中层干部是单位管理的中枢环节，起着承上启下、上传下达
的作用。作为中层干部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工作职责和
任务，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既要准确读懂领导的决
策意图，又要及时地去贯彻执行，始终记住自己是为学校教
学服务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会走出内心存在当“夹心饼”
的思想盲区。

作为中层干部，你会面临很多任务，任务明确后，接下来重
要的是考虑如何既快又好地去落实。要制订工作目标和计划，
分轻重缓急将任务逐一加以落实完成，这只是中层管理者最
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能力。遇事，要有创新思维，相信方法总
比困难多的理念，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途
径，多角度思考问题，设想更多的可能性，寻求用最佳方式
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得比较圆满，得到领导的
首肯和赞赏，得到下级和同事的信服。

管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观点：70%的管理问题是沟通问题。中层
干部是协调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桥梁，因此沟通能力显得至关
重要。与上级的有效沟通，不仅对上级有着重要的作用，使



上级从你的汇报中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而且对自己也有着同
样重要的作用，可以感悟领导的准确意图，然后将任务传达
给下属共同完成，这样，就很好地做到了对上和对下的负责。
沟通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艺术，与上级沟通要抓住要点，汇
报要简明扼要，不要赘述；与下级沟通要坦率和真诚，敞开
心扉，让大家在遇到问题时多与你商量和沟通，这样能增强
彼此之间的信任，工作会更默契，效率会更高。在沟通这一
方面，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在以后的工作中，多与领导、
中层和教师沟通，多听取建议，解决工作上出现的问题。

中层干部要创新，可又要守成，因为你不创新就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可是又不能不守成，作为执行层，学校现有的
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非常重要。有时候创新多了，破坏了工
作的稳定性，导致老师们抱怨，会批评你热衷于搞花架子而
不务实；而守成多了，会像一潭死水缺乏活力，也无法推动
工作改善和问题解决。例如，每学期校内公开课活动，既要
有所创新，又要执行学校正常的工作流程，如何把两者很好
地结合起来，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所以，中层干部如何协
调创新和守成，把握好尺度，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就是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引入新思想、新方法、新思路。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
更要关注团队的重要性。对学校来说，团队是赖以生存的基
石。每个学科组就是一个小团体，再由这些小团体组成学校
教学团队。评选一个优秀的教研组，关键不在于出了多少教
研成果，因为有的教研成果很有可能只是组内一个或若干组
员的工作成果，与大部分“搭便车”的人无关。因此要看这
个组的团队合作能力。例如这次青年教师汇报课隋昕、邹春
丽等教师脱颖而出，是与他们组通力合作分不开的。一个老
师的专业成长，除需要一个人的努力外，更需要小组的互帮
互助，通力合作。

通过读书，我经常在想，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最理想的状态
是做智慧型的人，如果智慧不及，就要百分之百地付出汗水，



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发展，才能对得起肩上的一份责
任。

给年轻人的忠告读后感篇四

为了调整心情这两天忙完了就捧着《忠告自己》，开始只是
随手翻翻，不知不觉被书中的金言玉语深深的吸引了。现在
是爱不释手。读了还是要读，字里行间细细咀嚼，受益非浅。

书中前言这样说到：“忠告自己，在这个竞争的时代，你不
但可以成功，而且一定要成功，否则就是失败。人永远跑不
过时间，但是你完全可以比自己原有的步伐再快一步。哪怕
这一步很小很小，但其意义却很大很大。因为要想改变世界，
我们必须首先改变自己。与时间赛跑仅仅是改变自己的第一
步。”

在我们的生活里都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挫折不是失
败的代名词，更不是令人失意的沮丧剂。它是考验人的韧力
和耐力的测量器，也是当你跌倒时鼓励你奋勇向前的能源。
忠告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做精神上的弱者，勇敢地向命运
应战。战胜挫折，需要比天分及努力更重要的东西，这是勇
气。它是世界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能量，只要你愿意，
就可以随时随地挖掘心中的“勇井，”让勇气一如泉涌不尽。

曾经痛苦过，绝望过，也想到了活着没有意义。看到地震中
的人民为了生而努力顽强的过程。才懂得了海鸣威这样
说：“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但只要你活着，就要以最好的方
式活下去。”我明白了！

人正是知道死，才掂出了生命的分量。尽管长途跋涉叩开的
都将是死亡的大门，人还是要抓住生的每一瞬间，发掘生命
的价值。因此为自己之前愚蠢的想法而汗颜啊！

曾经为了某段感情而牵触着情绪，过分伤感对生活没有了信



心，只有日夜魂魄出了窍似的，游走在伤心和绝望中，原来
当你这样的死去也不可能改变什么？因此我知道自己应该站
起来，勇敢的朝前走．转个弯，也许会看到更好的风景！是
啊，沧桑是美，是饱经世故的成熟。

当缠绕在心里的烦心事都看开，看淡的时候，心里也没有了
郁闷的沉重。深呼吸，把它吞没在最底处，为自己泡杯茶，
细细品尝着这茶的三味，色，淡淡的。香，浅浅的。味，涩
涩的。也许要真正的品懂其中的含义，可能也不是现在，但
人生如茶！

忠告自己，时刻的忠告自己。快乐人生！

给年轻人的忠告读后感篇五

纤细的露珠羞答答地滴落在荷花卷舒的花瓣上，以分毫的清
凉滋润了它娇媚的笑靥，这种地蝶梦般的甜美，令露珠心醉
了；萧索的清风飘萦萦地缠绕在竹林致密的竹叶上，以微妙
的秋语推开了它寂冷的心窗，这种梧桐般的空灵，令清风销
魂了；皎洁的明月光晕晕地映衬在房屋细碎的瓦片上，以轻
盈的羽翼簇拥了它坚实的脊梁，这种扬帆般的圣美，令明月
痴柔了。自然界总是这样，在探觅生灵万种间的通融，在通
融中纯化，在纯化中尽美。草木精灵以静绿掩映绯红，而自
己却得了落花归根的给养，使自己渐近可触的阳光。

在很多时候，人文社会即是自然环境的再现与超越。我们的
人性同样拥有熏衣草的留醉、向日葵的灿烂、三叶草的坚贞。
。。。。。我们又何尝不像自然万物那样在唇齿相系，辅车
相依这早已命定的法则中达到生命的尽美。

“我自横刀向天笑，且拿勇气寄乾坤”，这是欲立一世伟业
的意气。我们去拼杀、去搏击，渴望得到自我的天地，一片
任意的领空。恰似一只荆棘鸟，我们将身体深深地扎进荆棘
的刺尖上，让血泪谱写生命的壮美。我们可以选择就这样寂



清一生后悲壮地死去，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在默默地奉献中点
滴嚼味生命的韧性，就这样给予一生后坦然地死去，这两种
生命的结束方式都很壮美，但对于生命本身，却有着云泥之
别。

读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人在天堂与地狱间游返，考察人们
的生活状况。在地狱，他看到命运的呻吟与惨苦。他们每人
手持一把一米长的勺子，手握勺柄，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勺
中的饭食，在饥饿的折磨中忍受岁月对生命的蚕食。相反，
在天堂，他看到人们一个个红光满面，令人震撼的是，他们
用饭勺在相互喂，就这样顺当当地享受着在世时未曾有过的
幸福。我们无法否认，这看似纯明的现象却强烈地击打着我
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从容、淡定、乐观的态度—这种持久
魅力的情怀。

生命的本原应是这样，在为他人的付出中以心灵碰撞的火花
映衬自我人生的华彩。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曲短暂而清绵的
旋律，只有将生命的旋律凝聚为一曲交响，生命才会有日出
喷薄的稚嫩美，气壮山河的崇高美，红红霞映天的成熟美。

每个人只有在社会的溶流中，尽献自己的一份力，为他人为
这个社会而付出，他的生命才有可能完美。完美不是一种高
度，而是一种大度；完美不是一种傲然，而是一种淡然；完
美不是一种孑立，而是一种平立。

生命可以不美，但不可以不庄重，不崇高，不大度，不通融。

唇齿相系，辅车相依，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在于他得到的感恩，
并不在于他获取的利益。

愿你的生命奔腾如大河，容天地胸怀，携一世豪情，在干涸
处分几支岔流，驰骋于辽阔的中原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