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 QBQ问题背后的问题
读后感(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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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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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篇一

读了《qbq！问题背后的问题》这本书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
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不是智商，领导力，沟通技巧，组
织能力，而是责任！一种努力行动，使事情的结果变得更积
极的心理。这本书的开头，有句话是我十分喜欢的，“愿上
帝赐我平静，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人；愿上帝赐我勇气，改变
我能改变的人；愿上帝赐我智慧，了解我自己这个人。”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形
形色色的人和事，我们都要抱以平静的心态去接受不能改变
的人和事，在勇气的基石上，去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人和事，
在智慧的陪伴下，把自己看清楚看透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把自身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无限扩张到生活中与工作上，用
理想和信念来支撑自己的精神，挺立在具有个人责任感的人
生中。

社会上，遇事推诿、没有个人责任意识的人并不少见，抱怨
别人一无是处的人也不稀奇，不知上进不肯学习的人更是比
比皆是。但是，要找一个肯吃苦耐劳、肯学习又认真负责，
还具有创意，要做一个混同一般的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做一
个与众不同的人，其实也并不难，就是观念转个弯，态度调
整一下。我个人认为凡事在于“态度”。当一个人的态度出



现差池，哪怕他再杰出，都有不为人认可的部分。虽然说qbq
是一套关于处世的工具法则，但是书中更强调qbq的优势实践
原则就是“态度”。态度摆正了，可说是成功者为成功找方
法，而态度不正确，就叫做失败者为失败找理由。

有时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资源的'不足而使工作进展不利，以前
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是当读到韦伯所说的话时，不禁
豁然开朗起来，受到启迪后发现的确如此。利用现有的资源
努力完成工作时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并越来越容易完
成工作。换个角度，将注意力放在不存在的事物上的时候，
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那么及早收回自己的资源。想改
变现状的最好方法便是努力在框架内获得成功。成功把握在
每个人自己手中，成功属于那些为了成功而修炼自己的人，
成功不属于那些只会抱怨的人。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
地进行自我修正。

自我修正能够打破各种不良好的习惯，能够使我们的自我意
向或者思想产生持久的变化，帮助我们达到目标。在自我修
正中，大多数的人都想获得成功，击败你生命中的裁判告诉
了一个哲理：如果你想赢，别抱怨那些无法掌握的事，不断
修炼自己的内功，让自己足以厉害到击败生命中的裁判，击
败对手靠实力，击败自己靠超越，击败裁判？仔细思考一下，
无论我们试图成就什么，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障碍等等我们去
克服，而且往往是无法掌握的障碍，别把注意力集中在障碍
上，只有不断努力地充实自己，那么不论裁判多么不公平，
我们依然能成功，如果想赢就得厉害到能去击败裁判。

我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时在工作上比较
急躁，不够积极主动，不够耐心。读了这本书后使我受益匪
浅，一旦开始学习并实践qbq式的思考方式，似乎会有渐入佳
境的感觉，万事通路，心平气和，从工作与生活中获得更多
的乐趣，也使我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情况有了新的理解，
对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用书中介绍的
方式去思考、对待问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让自己



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让生命更充实、让自己更愉悦。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篇二

读完这本书中qbq问题背后的问题，我隐藏了我的想法，无意
中回忆起我工作以来的每一步。突然，有一种感觉：成长道
路上的许多失望、挫折和失败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心平气
和，开拓进取，解决问题，深入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解决
问题。《qbq问题背后的问题》一书中没有深刻的理论，但它
只是在告诉我们故事，但在这个小故事案例中隐藏着一个大
的真理，正是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教会我们如何行为和
做事。我可以从《qbq问题背后的问题》一书中的案例中找到
我的影子；也就是说，问题出现后，我没有对自己进行彻底
的分析、总结和总结，找出原因，改进和避免重复的错误，
而是经常责怪别人，抱怨客观环境。最后，反复出现的问题
形成了恶性循环，其结果可想而知。然而，qbq问题背后的问
题也为我指明了下一步的方向和方法，那就是：一是积极应
对问题，以责任感做出选择，以行动改变现状。二是深入分
析问题背后的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深度和彻底性。

首先，要锐意进取，以责任心做出选择，以行动改变现状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某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情况，经
常听到人们抱怨这是某个部门的事，这是他们的错误造成的，
与我们无关。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部门本位主义。这个问题
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缺乏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我
们不把公司的事情看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认为工作中
的错误是他们的事情。在这种氛围中，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和
抱怨，而没有考虑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现状。忘记我们是一
个团队和一个整体，忘记我们自己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作为
团队中的一员，很少有人认为当团队出现问题时，我是责无
旁贷的。这是因为员工缺乏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以及对公
司的大团队缺乏认可。为了一个非声誉的小团体的声誉，我



们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同事和部门的声誉。然而，这种内部
摩擦将严重损害整个团队的形象和活力。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行动改变现状呢？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是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首先，我们要从改变自己做
起，把自己打造成一个100%有责任感、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我们也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因为有时你可能无法改变客观
环境。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我们不仅坚决不允许自
己推诿、抱怨、拖延和执行不力，我们需要的是敢于承担责
任，勇于进取，有效解决问题。当问题出现时，我们不应该
要求别人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改变自己。我们首先想到的
是我们能为别人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有责任感
的人。

其次，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问题，提高深度。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篇三

“为什么会这样？”与“我能做什么？”，这是我们遇到问
题之后常会出现的两种心态。从表面上看，这两种反应都是
自然而发，符合常情，然而往深里去想，你却会发现，这两
种想法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工作和生活态度。而《问题背
后的问题》一书如暮鼓晨钟，用一种清越敦实的声音敲醒了
我，让我明白的知道了“提高个人责任意识，是解决所有问
题的核心”。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也有“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的说法，可见集体的力量之大。可是如果试想一下，那些负
责拾柴的总是想着拾柴的辛苦，而看火的又不断的抱怨看火
的无聊，这把火还能烧的那么旺吗？是的，集体是由我们这
样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如果人失去了主观能动性，那集体力
量的叠加效果又怎么能体现的出来？为什么一个和尚、两个
和尚都有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水喝呢？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
责任心的问题，如果个个“和尚”都是有责任心，懂得主动



做事的和尚，“泉水”自然是用之不竭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平时
的工作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很多人都重复着平凡的
工作，尤其是我们图书馆人。我们每排好一本书，每服务一
个读者，每做完一个方案，无不都包含着对馆里、对岗位、
对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的工作，需要一份默默地坚持，还
有一份对工作和生活积极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有句话给我的启发最大，就是“把焦点从他人
与周遭环境中移转开，聚焦在自我本身如何能做得更好上面，
这才是最有益于问题解决的做法。”

是的，相较于被动地期望环境向对自己有益的方向发展，还
不如主动地改变自己，实际上，人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当我们学会谦逊地生活和工作，为了工作随时准备改变自己
的现状，包括思想、能力、习惯等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
的付出换来的是个人的进步和境界的提升，这将是我们人生
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在仔细地看完了这本书后，有很多想法在脑袋里转圈，也有
一些东西沉淀在了脑海里，忽然间记起了前国足主教练老米
的那句明言——“态度决定一切！”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篇四

在街道王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学习了约翰。米勒的《问题背后
的问题》，我深深地体会到人要勇于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职责，
职责能够使人坚强。

过去，我一向认为工作就意味着完成自己的份内事。读了
《问题背后的问题》这本书之后，使我深深的感受到一个人
的工作做的好坏，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有没有职责心，是否
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书中运用通俗易懂的小故事，阐明



了职责意识的有无直接决定事物的成败，也让我对文中
的“职责”二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人的一生务必承担着各
种各样的职责，社会的.、家庭的、工作的、朋友的等等。人
不能逃避职责，对于自己应承担的职责要勇于承担，放下自
己应承担的职责时，就等于放下了生活，也将被生活所放下。

职责能够使人坚强，作为一名社区的'残协委员，我就应竭尽
全力帮忙辖区的残疾人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了解残
疾人的需求，带给有力的帮忙。这就是我就应承担的职责。
在承担着职责的同时，我也享受着工作带给我的快乐。我要
不断的完善自己，为残疾人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篇五

近期，读了约翰。米勒的《qbq！问题背后的问题》，我深深
的体会到，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智商、领导力、
沟通技巧、组织能力、控制能力等，而是责任——一种努力
行动、使事情的结果变得更积极的心理。美国人的人生信条，
来自于华盛顿小时候砍断樱桃树勇于认错的故事。这个故事
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将勇于承担责任作为人生的基本原则。从
华盛顿开始，责任逐渐成为描述美国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名
词。

责任是个人成长的动力。

人从出生开始，就负载着大小不同的责任，小时候负责健康
成长，青年时期负责充实自我为往后工作做准备，成年后负
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责任是成熟的标志。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也是值得信赖的人。张载的“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弘扬
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当代青年人社会
责任的写照。责任是实现人生价值和赢得荣誉的阶梯。歌德
说：“你要欣赏自己的价值，就得给世界增加价值”。一个



人，只有尽到对父母的责任，才能是好子女；只有尽到对国
家的责任，才能是好公民；只有尽到对下属的责任，才能是
好领导。履行责任的标准越高，其人生价值就可能越大。责
任是一个社会有序、和谐运转的前提和条件。古人也有很多
关于责任与尽责的佳话：“读书者，当闭户发愤，只愧学问
无成，哪管窗外闲事；务农者，当用力南田，唯知及时耕种，
切莫悬耜妄为；艺业者，当居肆成工，务以技能取利，勿生
邪念旷闲；商贾者，当竭力经营，一味公平忍耐，毋以奇巧
欺人”。

责任意识平常而朴素

责任意识并不惊天动地，它表现得责任意识。然而，正是这
种来自各个阶层普通民众的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
共担，才凝聚起我们战胜强大困难的力量。最典型的，这种
责任意识表现在那些坚守工作岗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身上，
有了他们的忠于职守，才使我们的社会得以维持正常运转。
置身于社会，每一个成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他人的
利益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我们也逐渐明白了这样
的道理：爱别人，也是爱自己；对别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
责。

责任使人充实、快乐、高尚！

纵观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一个日益强盛的民族，一个通达
开明的政府，他们都是肩负起责任的载体。“有限工作、无
限责任”，这是组织的责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
是个人的责任！责任是使命的召唤、是能力的体现、是制度
的执行；也只有国家、组织和个人都能各尽其责、各司其职，
我们的社会才能快速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富强！责任
使人充实、使人快乐、使人高尚！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篇六

这个假期很是充实，春节的到来，让全家都洋溢在团圆的幸
福中，工作中的反思也成为饭桌上的一道佳肴。男朋友的单
位这个假期要求所有人看一本书，名叫《qbq问题背后的问
题》，觉得挺有意思，也就一同阅读。

读完这本书耗时两小时不到，可是仔细静下心来领悟其中的
道理，并写出一篇属于自已心得的读后感着实还费了不少时
间。我肯定这时间花的值得，因为从中获益匪浅。这本书的
中心思想不需要我们去提练，就写在封面上——提高个人意
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核心。

全书以39个小故事作为切入点引导我们做个有职责感的人，
并多次提到心态，告诉我们一种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
有力量。还强调勇于承担职责的态度，以前我们开玩笑常会
说请你端正态度，确实是，有正确的.态度才会有正确的服从，
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处理一切事务的'基础。

就我自己而言，自身性格和长期习惯养成了喜欢被动做事的
坏毛病。通常一件事儿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等待领导安排，
如果不是安排给我，则完全不再去关心了。如果是安排给我
了，就被动理解。当然在工作中我也不是一向被动，有些事
情当我主动地、进取地去应对时，做完后会发现异常有成就
感，并且处理结果都会比那些被动做的事效果要好。相较于
被动地理解事物还不如主动地改变自己，实际上，人唯一能
改变的仅有自己。我想当学会谦逊地生活和工作，为了工作
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现状，包括思想、本事、习惯。这之后
我相信付出换来的就应当是我个人的提高和境界的提升，也
是人生中属于自己的宝贵财富。

《qbq》文字不多，道理浅显却寓意深刻，带给了我们一种全
新的心态和价值观，读起来容易，但真正要行动起来，需要
应对现实的勇气和非凡的毅力。真正树立起个人职责感的意



识或许不能够在一朝一夕之间，但就像书中所说，别问什么
时候，都是拖延惹的祸。就从此刻开始，从这一刻开始，从
自身做起，从自己岗位的事做起。学会解决问题背后的问题，
让问题不再成为问题。

孩子性问题读后感篇七

《两个问题》是列夫托尔斯泰写的。由一颗很大的麦子开始，
有学问的人都说不出这颗麦子的来历。国王传了一个最老的
农夫来见他，那个农夫果然很老，扶着两根拐杖，那个农夫
看了也不知道这颗这么大的麦子的来源，他说：也许他的父
亲知道。

国王又请了那个农夫的父亲，而老农的父亲却只扶了一根拐
杖，他种麦子的时候的确比现在的`大，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大的麦子。他和那位老农一样说出了：也许他的父亲知道。
国王就请了老农的祖父，他竟然不用拐杖就进了皇宫，他见
过这个麦子也曾种过。然后国王问了他两个问题：为什么以
前能出产这么大的麦子，而现在不能出产这么大的麦子？为
什么你的后代反而没你健康？他答道：因为近来的人不肯自
食其力，专靠别人养活。从前，人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
的劳动，不贪图别人的钱财。

在这篇中，叙述国王与老农、老农的父亲和祖父的问答，从
问答中解开这一颗奇特的麦子之谜。国王提出的两个问题说
的是“今不如昔”，老人将造成问题的原因归结为近来的人
不肯自食其力，全靠别人养活。祖父所说的他生活的那个社会
“无人想到犯买卖粮食的罪过”“并无钱币”“那时候的田
地是自由的”，是一自耕自种、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
反映了作者希望人人自食其力、辛勤劳动的社会理想。同时
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人要自食其力，不依靠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