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设计心理学读后感(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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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设计心理学读后感篇一

我们曾为三角函数、二次方程、椭圆、双曲线犯头疼，皮亚
杰认为那是从具体运算转换到形式运算；我们曾为某个人心
动、为爱不顾一切，斯滕伯格认为那是浪漫的爱，只有亲密
和激情没有承诺；我们曾做过很多梦，毕业时不知何去何从，
埃里克森认为那是处在同一性危机中，尝试着体验不同的角
色。原来那些忧伤、痛苦和喜悦事出有因，并非只有你一人
承受。从学术的角度看待青春期，多一些理性的认识，不亦
乐乎！

人的发展主要包括三方面：生理、认知、社会情绪。生理是
心理的基础；认知即加工信息，包括感知、记忆、语言、思
维、智力；社会情绪包括情绪、人格、社会关系。本书第一
部分介绍经典发展理论后，阐述了青少年发展的生理基础，
第二部分介绍认知和社会情绪的发展，第三部分介绍影响青
少年发展的环境，第四部分介绍青少年发展的'问题，逻辑相
当清楚。人的一生主要分为胎儿、婴儿、童年、青少年、成
年，本书只在青少年阶段做文章，面面俱到，事例丰富，译
笔晓畅明白，十分难得。由于文化差异，本书在性、学校教
育、青少年问题方面援引的数据恐怕与国内相去甚远，需深
思慎取。

不得不说，人民邮电出版社、新曲线公司在伪心理学泛滥的



当今，引进西方经典教材以正视听，真是业界良心！

设计心理学读后感篇二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会思考的高等动物。因为有思
考，我们就有了想法；因为有了思考，我们的心理会受到相
关因素的影响。怪诞的心理学由此而诞生；怪诞的心理学由
此成了无数专家们研究的课题；怪诞心理学由此也成了我们
无数普通读者好奇的话题。那么，就让我们随着享誉全球的
顶尖心理学大师理查德怀斯曼一起来学习领悟有关于怪诞心
理学的相关知识吧！

首先，我们需要对于怪诞心理学定义有个相关的认识。作者
在书中有着对这个名词如下的`表述：这是人类感知系统的一
个基本怪癖。只要在合适的背景下，人们善于在一个毫无意
义的形状中不知不觉看出含义来。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
这就是一种被称之为怪诞的心理学。

设计心理学读后感篇三

逆境的三药方：认知疗法(恢复理性认识);采取行动、尽管去
做;想象力(想象过程、状态，而不仅是结果)

想象力的原理：大脑最容不得不一致性。如果我在想象中构
建了成功，并且不间断，反复多次地想象，大脑会因讨厌不
一致性，而将外在的.现实事物与脑内的主观意识相匹配。

设计心理学读后感篇四

了这十五讲之后，豁然开朗。

想起了几天前，一个朋友微博上的一句话，“只要自己知道
真正要到的地方在哪里，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而路上的一
切阻碍，只是风景而已。”也许，我也该学着用一种坦然的



心态去面对这前进途中的各种荆棘，欣赏别人给我描绘的风
景。

挫折可以使我泪流满面，可以让我一败涂地，也可以让我捶
胸顿足，但是明天太阳还会升起，生活还要继续。我没有理
由抱怨，我不能心灰意懒，我更不能因此而一蹶不振，要知道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增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成才，挫折是必不可少的一
课。渡过这条河，趟过这道坎，翻过这座山，成功就在前面！
不管路上的风景如何，我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因为我如果
一辈子不去做，一辈子没有收获。人在入世之后，面临着很
多的事情，压力无处不在，有的`来源于自己，有的来源于生
活。这些也就成就了所谓的挫折。其实，一直强调的所谓的
折，不过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别扭。心态上坦然面对这一点，
我是相当认同的。对自己诚实，对社会诚实，知道自己能力
的底线，知道自己值得什么，又该放弃什么。

职场血雨腥风，时时有人落败。而坚强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
眼。输了，要坚强；摔倒了，要坚强；被侮辱了，要坚强；
信念崩溃了，还要坚强。心理学角度上讲，“要坚强”这三
个字，本身就不是积极正面的鼓励。反倒是让人倍感沉重的
三个字。往往听了这三个字，总是莫名的到了一种暗示：不
坚强就是输不起。其实输了怎样，被侮辱了又怎样，哭一哭，
笑一笑，大不了重新来过。学学阿q，精神胜利法也没什么不
好。所以面对挫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把它当成是挫折，
换位成机遇，换位成考验，换位成什么都好。如果挫折，最
后成了挫败，结果实在是不乐观，那就换位成一个笑话，不
妨自己当一回傻瓜，自娱自乐一下。

设计心理学读后感篇五

若要这建房工程进行的有条不紊有快速质高，除了决策不能
有大失误外，组织活动和效率、效果都是极重要的方面。书
中有提到的效率与效果的关系，我想也应当可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出来吧。当管理者实现了组织的目标，我们就说他们是
有效果的。因此，效率涉及的是活动的结果。组织可能是有
效率却无结果的。低水平的管理绝大多数是由于无效率和无
效果，或者是通过以牺牲效率来取得效果的。

在本书中特地分出了一大部分是用来说明环境对管理者的约
束力。在现实中，管理者既不是软弱无能的，也不是全能的。
像是一些自然性灾害、经济危机、政治性强制要求的等外界
的`约束，管理者自是要在决策的同时顾及这些，这些便是环
境对管理者的约束。然而管理者也并不是完全的无能为力的。
书中有提到的，杰出的管理者必定会运用相应的方法手段来
维护自身利益受损最小化、不受损甚至是还能顺应趋势获得
更多的利益。此外，我想到的是，这些外界因素对公司或者
说公司决策者的种种约束力应该也是可以用公司本身的深厚
底蕴避免或减轻其影响力。所以公司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应该发展自身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越好公司的经营发展
的也会更好。

在影响公司经济效益的除了这些因素还有的就是公司的形象，
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公司社会责任和经济
效绩是有极大的挂钩性的，如果社会责任并不消极地影响经
济绩效，也许整个社会责任观点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公共关系
概念，它使得公司管理当局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显示出某
种社会意识。就是说，社会责任行为或许不过是一种乔装的
利润最大化行为。毫无疑问，公司的某些社会行为主要是由
利润动机驱动的。事实上，这种行为已经获得了一个名称：
起因相关营销，指实施直接由利润驱动的社会行为。而公司
的计划有关于公司一个小项目的计划，也有公司的整体战略
计划。这些计划的在的实行则需要管理者的决策。

《罗宾斯管理学》中的内容很丰富，结构连接很是紧密，给
了我不少的帮助。而最为公司最主要的是公司的经济效益，
效益有和公司的管理者的管理和决策实际挂钩，所以这本书
中除了让我更详细的知道了什么是管理，也让我学习到了如



何提升公司整体文化素质及激励员工，公司的社会形象的提
升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等。

设计心理学读后感篇六

大学里也是如此，实在不应该，论文互相抄袭，而教材竟也
是这样，某大学的管理学教材，以为还不错，是自己学校编
的出版的，翻开看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照这本《管理学》
扒下来的，当然话是讲的更本土一点，但实质内容没有什么
差别，这样怎么教书育人啊!你可能水平差一点，但你能研究
出什么就写多少，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才能慢慢的构建起来，
中国现在确实没有管理实践很好的企业，但毕竟都在慢慢探
索改进，这样才能找到适合中国的管理理论。

二是没方法，中国企业的实践在不断的印证这些经典理论，
但缺乏足够的论据，有太多说不清的东西，关系了，人情了，
这些在中国社会远比法和理更好使，没有法制观念，这是一
个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是几本书几个人就能改变的，可这种
文化及其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学术领域就是没有使
用定性定量研究的习惯，还有教育体制的问题，总是在读别
人的书，学别人的经验，没有创新。

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很难看的一个答案，但事实就是如此，以上的话可能说的重
了点，也夸张了点，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这是一个
基本问题，尤其是对于管理学这样一个实践性学科，没有态
度没有方法，你研究什么啊?扯远了，打住不说了。

第二，核心概念。

管理当然要从管理的定义和管理者讲起。

这本书对管理的定义是：一个协调工作的活动过程，以便能



够有效率和有效果的.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实现组织的目标。

这个定义可以分成几个层次，第一，管理是一个过程(引出管
理职能理论)。

第二，管理要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有人说管理过程的核心
是领导而领导的核心是激励)。

第三，管理既要有效率又要有效果(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
事)。

第四，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组织目标(什么是组织和怎样实现目
标就是决策及战略管理等)。

这个定义是高度概括和总结性的，包括了最重点的理论。

但定义这个事嘛，很有意思，因为，尤其是管理学，全世界
恐怕有不下100种不同的定义，西方也没有定论，所以，定义
这种东西是不宜深究的，理解他真正要说的就可以了，因为
每一个定义都有它的侧重点，罗宾斯强调的，或者说看重的，
是上面说的第二点——别人，他强调组织，领导，激励的作
用，强调协作，团队。

这一部分是中国的企业最缺乏的，独生子女从小就没有团队
意识，文化上还很喜欢窝里斗，正所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啊。

还有一些概念，管理者，组织等等就不想抄写在这里了，没
什么太大意思，因为这些概念都大同小异。

第三，特色概念。

罗宾斯写的这本书，一是对前人概念的总结，其次就是他自
己对这些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他很多自己的观点，这些我觉



得有创建值得拿出来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