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底捞店长日记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海底捞店长日记读后感篇一

　我第一天接触《海底捞·店长日记》这本书是在我入职的
第一天，人事部全哥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很纳闷，要学习
怎么会给我看这本书?接着刚打开书看了开头，这本书就深深
的把我吸引住了。

从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像是为我写的一样，主人
公李顺军在日记中的那些感想，对生活的态度，还有自己的
反省，对自己性格的分析解剖等等，这些直接都写到了我的
内心深处。看到海底捞对李顺军这么大的影响，我深深感受
到了海底捞的企业文化是多么的神圣。读书的过程中，我深
刻的投入到了李顺军的世界了，同文字感受海底捞的文化，
用思维想象着海底捞的一切，几次都热泪满眶，心情特别的
激动。我非常喜欢，也非常认可海底捞的这种企业文化。

从店长日记看自己

书中多是以李顺军的心理历程和海底捞对他的身心影响做了
全面又深刻的描述，并表达了主人公自己对海底捞真实的情
感。

李顺军在日记中写到了自己的情绪、心态，和在工作中的优
势、劣势，这让我也看到了我很多的不足之处，而我却很少
想他这样每天做到三省。我偶尔会在晚上睡觉之前想想自己



今天都做了什么，都做的怎么样，可是惭愧的是我没有坚持
天天这样去自我反省。书中讲到“人有两难：惰性和超越自
我”回想我来胜业之前的日子里，这两难我都占着！我深有
感触，如果我想要成长，就必须要克服自己的惰性，有句老
话说的好“越吃越馋，越睡越懒”足以证明，一旦有了惰性
是会上瘾的，我不能让惰性成为我超越自我的绊脚石。“拼
命地工作可以磨练灵魂。”“天天反省也能磨练灵魂、提升
人格。为了获得美好的人生，通过每天的反省来磨练自己的
灵魂和心智是非常重要的。”“竭尽全力拼命工作，再加
上‘天天反省’，我们的灵魂就会被净化，就会变得更加美
丽、更加高尚。”这三句话是李顺军最喜欢的三句话，来激
励自己的，是出自稻盛和夫的《活法》，同样我也很喜欢这
三句话，目前我的状态就只停留在了第一个层面上，慢慢的
我要进行第二个层面，渐渐的做到第三个层面的时候，相信
我自己会有很大的提升的。相信我的心态也会随之淡去浮躁，
变得平和起来。

从海底捞看企业

我从网络上搜索到了海底捞的服务理念：热情、细致、耐心、
周到，把顾客的每件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来完成。作为同为
服务业的我们，我们也可以加以借鉴海底捞的服务理念，这
样可以从一线的员工中更能看出，适合我们的企业的潜力人
才。

海底捞人的精神品德：倡导传统美德、孝敬父母、忠于爱情、
爱护员工、知恩图报。书中所将的海底捞的“家访”对我感
触很深，在现在的企业中，为了考察后备管理人员的人品，
能做到专门派人家访的企业，很少。家访，听起来像是一件
很平淡的事情，可就是这样小小的举动，能让员工感觉到自
己在企业中的价值坐在，能建立起企业与员工的亲密关系，
让员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也让员工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女
感到自豪。能做好服务行业的必定是人品优秀的人才！



还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海底捞的增值服务。我自己的感觉是，
最不喜欢浪费时间去等待什么，而海底捞却能做到在大家等
餐的时候，给客人提供免费的优质的服务，这真的是一个很
好地创意。这么好的服务，还不浪费时间，大家谁还不愿意
在海底捞吃饭呢?就是等餐也等的开心，有价值！

海底捞还有两个很好地服务技巧：如果客人打电话订餐，可
以征询客人有没

有喜欢的服务员。不管谁的老顾客到店消费，经理一定要去
认识。第一个技巧可以提高客人的满意度，也可以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让员工感到自己的服务得到了客人的认可，他会
更加积极的努力工作。而第二个技巧，体现出了对客人的重
视，让客人感受到了尊重和关注，也能体现出贴心的服务品
质。

每个看过海底捞的同事，无不称赞海底捞的管理文化的，海
底捞不管是企业文化，还是服务理念，还是用人原则，都非
常值得我们大家的学习，像刘总说的，“拿来主义”没什么
不好，只要合理的运用，一样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愿
我们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海底捞店长日记读后感篇二

《海底捞店长日记》记载着80后穷小子李顺军大学毕业后，
在半年多时间里辗转多地，遍尝职场心酸。机缘巧合，他到x
海底捞应聘，凭着自己的努力，从服务员、迎宾等基层岗位，
到店长助理、领班、后厨厨师长，到大区经理助理、代理店
长……他的事业从海底捞起飞！

“尊重员工，客人是老板”这是海底捞的企业理念。平常总
是听着“顾客是上帝”这样一句话，都快听腻了，可我还是
没很大的感想，因为我从不信上帝。而“客人是老板”这句
话，却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深切认识到我们的一切，都是客



人给的，所以要感恩客人，不要和客人闹情绪，哪怕再差的
客人，也得充分地尊重他。

书中说到人生只有经历了逆境——顺境——再逆境——再顺
境的过程，才算完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内心
才会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任何
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在人生的旅途中，跌倒一次后能爬
起来这不算什么，要做到每次跌倒后都能再爬起来，这才伟
大，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者。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的陈总吧！
我相信她的事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磕磕碰碰中不断
总结经验，不断提升自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读《海底捞店长日记》让我懂得管理就是用心对待员工，时
刻站在员工的立场上解决问题，深入人心才是关键。而管理
者想要得到员工的尊重，你首先得尊重你的员工，而不是靠
你的职位和权势去压服员工。不重视员工反应的问题，或员
工反应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严重打击到员工的积极性。在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管理层是带着
大家做事情，而不仅仅是指挥；是带着代价执行企业制度和
文化，而不仅仅是说教。

学以致用，前段时间我们药房进行了店长轮岗，我知道这是
为了药房更好的发展，但读了《海底捞店长日记》后，我更
加清晰的认识到轮岗是培养管理人员的一个好方法。通过轮
岗，企业可以让即将提拔的管理人员从多个侧面了解企业运
营，熟悉企业实际状况，提升实际工作能力。

通过这本书，其实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只是还有很多想法没
有抓住关键，因此简单的写了这一篇读后感，浅显的表达了
部分思想，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予以批评指正。对于这
本书，我想我还要再多看几篇，从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定能
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匪浅，所以，在此我要感谢
陈总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真诚的向您说一声谢谢！也要向在
座的各位同事推荐这本书，相信你们也会受益匪浅的。



海底捞店长日记读后感篇三

闺蜜阿玉是个很上进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先后考取了人
力资源师、初级会计师、美容师等一系列证书。借用一句通
俗的话，“她不是正在考试，就是在去考试的路上”。

这些年，她也换了好几份工作，每份工作都是加不完的班、
忙不完的事项，一直勤勤恳恳。

但无奈的是，眼看年过30，却还在基层管理岗位上徘徊。

《82年生的金智英》里有句话，“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
迷宫的中央，明明一直都在脚踏实地地寻找出口，却发现怎
么走都走不到道路的尽头”。

阿玉就陷入了这样的迷宫中，只不过这个迷宫是她自己走进
去的。

《海底捞店长日记》的作者李顺民，也曾经和闺蜜一样迷茫
和困惑，在大学毕业后，辗转于南宁、桂林、深圳、温州等
地，直到他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进入海底捞，当上了一名
服务员。

大学生当服务员，而且月工资只有1080元？是的，你没有看
错。

作者在海底捞从服务员做起，到迎宾、店长助理、大区经理
助理、再到前厅领班、厨师长、前厅经理、实习总店，一路
似乎很顺利。但其中的心酸和辛苦，难以言表。

但正是这些曲折的心路历程，教会了作者自我成长，并成为
了他一生的财富。



海底捞店长日记读后感篇四

作为普通家庭的孩子，我父母从小就告诉我：“闺女，咱们
家是普通的职工家庭，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人脉关系，
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你只
需要好好学习，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于是，我就牢记父母的叮嘱，心无旁骛地读书、学习，从小
学到高中我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后来顺利考上大学，直到
研究生毕业。现在，我考上了事业单位，每天过着朝九晚五
的生活。现在，我的父母还是对我很满意的，因为他们从小
对我的期许就是我长大以后能够找一个稳定的坐办公室的工
作。

但是，我发现自己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在创业，自己也有
点心痒痒。我想，我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全日制研究生呀，
不就创个业嘛，会有多难。于是我自己开了一家民宿，真正
开始干我才知道有多难，从租房选址到装修宣传，对我来说
都是挑战，简直就是得一关接一关地过。

有些事真正尝试过了才知道有多难，创业真的不简单。我还
得学点管理和服务行业的知识才行，我想太专业的管理学书
籍我也看不懂，于是就找来了李顺军先生写的这本《海底捞
店长日记》。

说实话，我去过很多火锅店，其实感觉它们的菜品都差不多，
往往都是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海底捞就不一样了，
不仅店铺装饰和各项设施都很人性化，服务人员素质都很高，
还有免费擦鞋和美甲的个性化服务可以选择。

以自己的真实经验现身说法。每篇日记都记录了李顺军先生
的奋斗历程，其中有工作的艰难、人生的困惑、生活的烦恼，
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悔恨，有欢笑、有痛苦。每篇日
记后面都有李顺军先生的自我感悟。



《海底捞店长日记》给我感触最深的地方在于它的真诚，也
许书中并没有多么华丽的文字，主人公的经历也朴实无华，
但是作者可以感受到作者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努力，正如作
者李顺军先生在《在工作中成长》这一章写在前面的
话：“人生只有经历了‘逆境——顺境——再逆境——再顺
境’的过程，才算完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内
心才会开始变得强大起来。

作者从海底捞基层一开始只有一千多块的工资到现在成为知
名连锁企业合伙人，他走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这本
《海底捞店长日记》告诉我们，成功都是奋斗出来的，是需
要勇气决心和不断学习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李顺军
先生用最真诚的情感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他行，我们也可以。

海底捞店长日记读后感篇五

最近借公司福利，半个月体验了4次海底捞，记得之前在别的
城市就吃过海底捞，对海底捞还算是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但
是真正对“海底捞”有点了解是因为看了《海底捞店长日记》
这本书，看完之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还上网查查关于“海
底捞”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对“海底捞”
的了解仅仅限于那本书和网络上的介绍，我觉得远远不够，
我也会抽空看看另外的关于“海底捞”的书，像《海底捞你
学不会》《海底捞的管理智慧》。我想这两本书对我更深了
解海底捞会有一定的帮助。

看完整本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海底捞”的企业文化，贯
穿于服务中，位于食物之上的企业文化。很多企业在做管理
的时候，常常强调要做好“企业文化”，做“企业文化”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凝聚起来的，成功的
企业文化是每个员工都打从心里去维护、去推崇的。我想，
海底捞确实是成功的。



看完《海底捞店长日记》，最大的感触是管理工作真的很重
要，目前我作为管家主管，也要开始接触管理的工作，所以，
对于书中很多关于管理的事情颇有感触，实际的管理绝对不
是书上看到的那一套那么简单，没有一套理论可以一成不变
的应用到另一个模式上去。所以，管理真的是需要从实际出
发，一点点去探索出适合本企业的管理套路，事情是死的，
人是活的。所以，固定不变的思维会让事情走进一个无法回
头的死胡同。

看到网络上很多关于海底捞企业文化的研究，我想我应该好
好去了解一下，我很认同书里面所说的，管理人员要从基层
做起，因为只有从基层做起，管理人员才可以真真正正的体
会到员工的点点滴滴，感同身受才可以在以后的管理工作中
处理好各种与员工利益相关的事情。

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继续努力，只有足够完美，才可以
追求心里所想要的

海底捞成功了，海底捞火了。很多人在研究海底捞，探究他
的成功原因。以便向他学习，复制他的模式。黄铁鹰老师说
了，你学不会。

海底捞成功的奥秘，在哪里?黄铁鹰老师的总结重点在一段话。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
（孟子说：“养而不爱如养猪，爱而不敬如养狗。”）而人
呢，只给吃和爱是不够的，还需要尊敬。对人的尊敬是信任，
信任你的操守，就不会把你当贼防；信任你的能力，就会把
重要的事情委托给你，人被信任了，才会有责任感。于是士
为知己者死，才能把公司的事当成家里的事。管理就事半功
倍。

我认为海底捞的成功主要体现在：

一、以人为本。



xx认为，海底捞的所有做法别人都可复制，只有海底捞的人
是没法复制的，而这恰恰是海底捞的核心竞争力。

为了达到让客人满意，xx在选人和管人上有自己的一套。

xx说：“海底捞的火锅店必须由符合海底捞标准的人管，才
能有这样高的回报。”

“海底捞的员工要诚实肯干，要能快速准确和礼貌地对客人
服务，要能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不仅会用手，还要用脑去
服务，不能赌博，还要孝顺。”

xx管人的方法，就是对人充分信任。而信任的唯一标志就是
授权。

在海底捞的管理体系中，每一个基层服务员都是一个“管理
者”。对服务品质起到关键的影响，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

把人当人看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xx真正做到把人当人看
待。

对于员工的信任，又有几个企业家能充分做到用人不疑，疑
人不用。

二、以情做人。

很多企业提出要员工以厂为家。但有几家能做到让企业象家
一样。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
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
在所称为孝的，只是说能够奉养父母。跟犬马一样，人都能
豢养他们，如果没有敬重之心，那跟圈养犬马有什么区别
呢?）。



xx不一定研究过孔孟之道，但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
的。他在选择员工的标准中就有一条，要孝顺。“小孝治家、
中孝治企、大孝治国，再孝治天下。”一个如果连父母、家
人都相处不好的人，怎能想象他会把员工当家里人。中国人
历来讲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知恩图报。你想别人怎样对
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一个企业对员工好，员工自然对企
业好。海底捞的员工，为了保护海底捞，他们敢于和黑暗势
力面对面的斗争。

xx说：“你对人家好，人家也就对你好，只要想办法让员工
把公司当成家，员工就会把心放在顾客上。”

家最能触动中国人的神经，家是感情的港湾，家是成长的摇
篮，家是一个灵魂的栖息地。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乐
园和归宿。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员工自然把公司当家。员工思想有波动，员工的父母帮做工
作。为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海底捞在x简阳建了一所寄宿学
校，海底捞员工的孩子可以在哪里就读。

每种做法看起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但是能够做
到其中一点的企业又有多少?何况是全部呢！

海底捞把员工视为姐妹弟兄，员工自然把海底捞当作心肝来
呵护。

人给家干活儿，自然不偷懒，不计较报酬，还要挖空心思干
好，哪些把海底捞员工挖过去的老板很快就发现，海底捞的
员工在他们那儿不好使，原来这些员工在他们那儿没有找到
家的感觉。

三、以诚做事。



（1）短期工资水平处于同行中上游；

（2）中期奖金与分红；

（3）长期股权激励；

说明：20xx年7月公司推出《员工奖励计划》给优秀员工配股

x四店张x：海底捞的本质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他们可以学我们
的服务细节，但他们不可能真正学到“想顾客之所想，急顾
客之所急。”他们的笑容不可能比我们真诚，因为他们公司
对他们不会像我们公司对我们这样好。

xx知道要想让服务员对客人好，就必须让服务员感到幸福，
让服务员感到幸福，不仅是吃饱住好，还要公平。

公平为什么重要?因为公平不仅是分蛋糕，还涉及人的希望和
尊严。

xx要求工会不仅要关心员工的伤风感冒，更重要的是为他们
提供改变命运的平台，那就是拼命吸引更多的顾客来海底捞
吃饭，不断开分店，提供足够的职位来改变海底捞人的命运，
这才是对员工真正的关心。更重要的关心是教会他们独立生
活，承担责任，不断进步。xx让海底捞的员工们相信了，双手
能改变命运。如果我干得好，杨xx、袁xx、林x等人的今天，就
是我的明天。他建立了公平的晋升机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

相由心生

服务员幸福才能让客人幸福，公平地对待员工，提供好的住
宿条件，给员工公平的晋升机会等，都会让员工的幸福指数
提高。员工只有幸福了，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才会真诚。



追求公平从来就是穷人的dna，因为穷人认为世界对他们不公
平，海底捞员工的主体是农民工，自然是最渴望公平的群体，
海底捞追求公平的企业文化准确地打中了他们这一精神诉求。

三、以信经商。

海底捞有许多别的火锅店没有的服务，在客人等候时，可以
享受店内提供哦的擦皮鞋和修指甲服务，不仅如此，客人等
候时还可以免费地享受水果拼盘、饮料、上网，玩扑克和象
棋。为了保证鸡精的质量，海底捞后来用的鸡精都是自己生
产的。

为了提供超出顾客预期的服务，让顾客感动，相信海底捞绝
不会使用地沟油等假冒伪劣产品。为确保采购食品的质量，
采购大主管杨滨在20xx年365天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天早上4
点起床开始干活，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开始做帐。每天只休息
四五个小时。

施xx有时早上2点钟起床，跟踪供应鸭血的小贩进的货是否新
鲜，为检验供应商说的是否真实，他会把手伸到鸭肚子，去
试试鸭的体温。

x五店的黄xx，她利用自己的假期，花自己的钱，为一个服务
过一次的生小孩的顾客送营养品。就为当时的一句“你生小
孩时我去看你。”小蓉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不去，顾客就会
想是海底捞失信于她。多好的员工，时时想着自已代表着公
司，时刻维护着公司的形象。利润永远是商业经济活动中的
行为目标，没有足够的利润，企业就无法继续生存和扩大发
展。可见利润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但为了不因利润指标而影
响到顾客的满意度，海底捞对单个火锅店不考核利润。他们
的目标是“不求每一桌赚钱，但求每一桌满意。”

海底捞管理的精髓恰恰是为了让客人满意，员工可以超越流
程和制度对不同的客人实行差异化服务。



张x：我们现在对每个火锅店的考核只有三类指标，一是顾客
满意度，二是员工积极性，三是干部培养。

宁xx在序中说：“象海底捞这样一家时间不长的火锅店，在
人上、信念上下这么大工夫不多。

海底捞因为重新定义了员工与企业的关系，老板与雇员的关
系。当然也改变了企业与顾客的关系。原来可能是矛盾的三
方成为一体的了。这样一个新的信仰和信任的关系就形成了。
你把每个人当做好人，每个人就真变成了好人。每个人都希
望世界变得更美好，世界就真的更美好了。

心中有大爱的人，才会有智慧把组织做这样的改造。”

海底捞如继续这样坚持做下去，不成功都难。

他的成功模式虽不能照搬，但完全可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