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法则的读后感(精选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法则的读后感篇一

欺软怕硬是动物的天性，弱肉强食是自然的铁律。我懂得进
攻，也懂得退却，我不怕赤裸，更善于伪装，即能孤身奋战，
也善于群体进攻，我精通丛林与荒野的游击规则。所以我将
永立不败之地。

--------狼的自述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狼性法则》，不知什
么缘故被它吸引了过去，等我翻上两页，不禁赞叹不宜，随
后的数月便为它着了迷！！！

坚韧、强者心态、竞争意识、真我本色、团队精神、勇敢、
孤独、残酷、专注、智慧、忠诚这就是狼的世界。在这个世
界里，没有对，没有错，只有成功。没有正义，没有罪恶，
只有一个目的：生存。

狼之所以成为狼，从其祖先开始食肉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
了它的捕食者的地位；而羊之所以成为羊，从其祖先选择吃
草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它们的宿命。安逸从来都是滋
生懈怠和退化本能的杀手。羊的生存方式，注定了它们成为
被追逐的角色。

狼有很强的团队和奉献精神。为了猎杀大型成群的牛、马、
羊、鹿等食草动物，它们会侦察、设伏、交替进攻。



在我们大多数的人印象中，狼是一个冷血、残暴，让人感到
恐惧的动物，在没真正的读懂狼的世界的时，我曾经也是这
样认为的但后来真正的了解狼后，才发现狼身上有很多值得
我们敬畏的精神尤其是在当今竞争尤为激烈的企业领域内狼
的忠诚、交流、合作、坚韧是一个团队成员必须学习的精神，
是教导公司员工默契合作的楷模。

狼性法则,这本书,应该说销售人员都很喜欢看的一本书,以前
我总认为狼是一残酷、无情的动物，但现在我真得想把自己
变成一只狼，狼身上的很多优点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看
到的只是很片面的一部分，它们勇敢，狐独，团结他们不仅
懂得进攻，也懂得退却，他们不怕赤裸，更善于伪装，既能
孤身奋战，也善于群体进攻，他们精通丛林与荒野的游击规
则。（励志文章）传说他们和人类是同时诞生在这个地球上
的，也只有他们的智慧才可以与人类相比，但他们在残酷的
环境中生活，经常忍受饥饿的痛苦和人类猎杀的危险。但他
们是越挫越勇！

我不知道什么叫胆怯，什么叫羞愧，我奔驰于人性的狂野，
爱我者心知肚明，心照不宣；识我者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害
我者，势不两立，绝不容情，在我们的世界，没有情债，因
为我们是狼。有太多的感想了，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我的思绪，
现在只是初步的一点点小小的感想，建议你有时间可以去书
店去看看，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就连最不喜欢看书的我，
也一口气把他看完了！而且受益匪浅！

法则的读后感篇二

拿破仑·希尔(napoleonhill，1883.10.26-1969年)，全世界最
早的现代成功学大师和励志书籍作家，曾经影响美国两任总统
(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千百万读者的成功学
大师。

他通过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引荐，希尔认识了亨利·福特、托



马斯·爱迪生、乔治·伊斯曼(发明家、柯达公司创始人)、
约翰·洛克菲勒等著名人物。这些成功人士的真实见解成为
了拿破仑·希尔一生的资本。黄金法则出自基督教《圣
经·新约》中的一段话：“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
待人。”这是一条做人的法则，又称为“为人法则”，几乎
成了人类普遍遵循的处世原则。

《黄金法则》这本书是从十一个方面来讲述一些定律和法则
的，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关心态，成长和处事的定律，
效应和法则。

人生道路曲折且坎坷不平，这需要我们具有良好的品行去走
完这一段路。我认为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很重要，在现实
生活中，人们一旦给自己定位之后，很难再做出改变。我们
在生活中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是十分关键的在这其中，我
们要客观地评价自己，只有清醒地知道自己根在何处，才能
知道可以走向哪里，能走多远。成长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
只有那些勇于接受挑战不断超越自己的人才能在人生路上不
断获得成长。

人处在贫穷的环境中并不是一件坏事，有可能还是一件好事。
成长是一个痛苦而严酷的过程。有的人为了摆脱现状，勇于
接受挑战，不但超越自己而出舒适环境中的人，画地为牢，
止步不前，安于现状。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人生和价值观，生
命是用来珍视的，不是用来挥霍的，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而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以一当十地去利用好每一天。

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无时无刻不与各种各样的人打着交道，
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怎样使自己在这个交际网中
更受欢迎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与人相处融洽是一门艺术，
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我想在这个竞争激烈
的社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胜利者，有胜利者必然就会有
失败者，与其两败俱伤，不若争取双赢，让每一个参与者共
享成功的果实。



人与人相处应该真诚相待，不应该充斥着利用，倾轧这样生
存在这个世界就不会感到孤单。再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
注意细节，细节决定成败，细节成就人生。让我们牢记古人
的那句话吧：“不要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时
时提醒自己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总之，读完这本书之后，让我对一些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所谓
《黄金法则》必然是非常重要和普遍的法则和定律。我们要
在平时逐渐地掌握这些自然和社会的法则，才能以最少的代
价赢得最大的成功与价值。我相信有它相伴左右，我的生命
之旅将会是一个华美的行程。

法则的读后感篇三

九月在读书馆看到了《黄金法则》这本书，它是由我国著名
家庭教育专家杨冰所著。刚上手，我就被这本书的目录吸引
了，因为生活中所有的小事都有它进行有效教育的价值，
如“餐桌效应”“登楼梯效应”“跷跷板互惠原则”等，同
时大自然中动物的生存也给人类深刻的启示，如“跳蚤效
应”“犬獒效应”“狐狸法则”“母狼法则”等。

细细翻阅，感觉每一条法则的编写也很有条理。每一条法则
先介绍的是法则的由来，接着介绍的是这一法则给人的黄金
启示。在法则由来的部分，很多法则作者是以故事的方式介
绍的，一个个亲切而有趣的故事给人以深刻的思索。如：
在“蝴蝶效应”中，作者讲述了成为世界太空第一位宇航员
的加加林在20多名宇航员中脱颖而出仅因为他脱鞋穿袜进入
飞船的一个细节，从而让人为细节的重要而震惊。

黄金启示部分，作者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这一法则，给家庭教
育者的启示，由于作者是资深教育专家，启示部分既有教育
理论的科学阐述，又有简便可行的`实际操作，这是一便实用
性很强的教育指导用书，这本书不仅年轻的父母值得一读，
作为教育工作者更有必要细细品味。



高尔基说过：“爱孩子，那是连母鸡也会干的事情。”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光有对学生满腔的爱是不够的。教师的爱更
需要的是科学的理性的指导。《黄金法则》这本书，编入了
近百条法则。如果每一条法则都细细品读，这不仅能提升了
我们的教育理论水平，更可贵的是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实
施这些先进而又科学的理念。有人说，教育的艺术在于艺术
地教育。那么这本书会为我们艺术地教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养
料。

孩子的心是一块奇怪的土地，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获得行
为的收获；播下行为的种子，就能获得习惯的收获；播上习
惯的种子，就能获得品德的收获；播上品德的种子，就能获
得命运的收获。愿这此法则能引领我们的学生走向成功，获
得幸福。

法则的读后感篇四

动物的自然纪律就是弱肉强食，这一点在狼性中体现得最为
突出。不只是因为它懂得进攻，更重要的是它懂得退却。它
还有坚韧、无畏、忍耐的精神。它永远都在打造着自己，让
自己在自然界中变得更加“完美”。虽然它大多数时间都处
于孤单、荒凉和寂寞的环境中，但这并不阻碍它取得成功。
相反地，闲事那瞬间豪情的爆发，它使出了最为致命的一击，
将自己永远地定格在不败之地。

记得大学刚毕业找工作面试的时间，每当面世官在最后让我
给自己一个自我评价时，我都会毫不犹豫的说出："我相信我
一定可以或许成为一名出色的it精英！″不过现在想想，觉得
自己当时真的是豪情壮志，但却并没有认真地思索过想成为
一名出色的`it精英，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和品质！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狼性法则》，不知什
么缘故被它吸引了过去，等我翻上两页，不禁歌颂不宜，随
后的数月便为它着了迷！



坚韧、强者心态、竞争意识、真我本色、团队精神、勇敢、
孤单、残酷、专注、智慧、忠实……这就是狼的世界。在这
个世界里，没有对，没有错，只有成功。没有公理，没有罪
恶，只有一个目的：生存。

现在的社会竞争是避免不了的，弱肉强食是永久的真理，它
好像天空一样古老而真实，信奉这个原理的人就能生存下来，
违背这个原来就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
界是拥有属于那些强者的，而弱者只能得到同情和怜悯，弱
者是永远的得不到结果的。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当一颗种子具有了十分坚强的生命力之后，无论在它的上面
压上多重的石块，它总会找到破土而出的时间。如果一个人
真的具有了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全面的个人素质，无论外部人
环境多么不利，自己的起点多么低，他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机会。

法则的读后感篇五

如何和学生相处，如何在学生面前建立威信并让他们朝好的
方向发展，这些是老师们始终在思考的问题。今天就向您推
荐5条黄金教育法则，也请各位家长注意，这5条法则同样适
用于家庭教育哦！

鱼缸法则：心灵的成长需要自由

一家公司里，几条小鱼放在一个鱼缸里，好几年了，竟然还
是那么小，于是人们认为，这鱼就是这种小个头。有一天，
鱼缸被打破了，因为一时找不到鱼缸，于是，就把他们养在
院子塘里。没想这些鱼竟然疯了似的长的很大。

鱼需要自由的成长空间，人更是如此。我们常常帮孩子作出
选择，选择学校，选择衣服，选择玩具等等，我们常常帮孩
子作出回答。因而，孩子没有选择，没有思考。所以，他没



有创新思维，也不会有太多尝试。你可以让他学到很多知识，
你却无法让他举一反三，也无法让他有更好的想像力。

强化定律：培养好习惯

人的习惯是被培养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而
事实证明，一个好的习惯，会让人走向成功，或者拥有好的
心态。

有一个鲸鱼实验。科学家有水里放一堵玻璃墙，鲸鱼和实物
各放在一边。一开始，鲸鱼猛烈的撞击着玻璃，后来它终于
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段时间后，它不再撞击了。
后来科学家把玻璃墙拆了，然而，鲸鱼还是如是有玻璃墙的
一样，只在自己那边活动。

人的行为正如这个故事一样，在一段时间或一些重复的经历
后，就被固定起来，就形成了习惯。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
形成一个习惯。当然，如果要改变一个习惯，也跟这个习惯
形成的时间有很大关联，改变会更难，要花费更多时间。所
以，我们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一个好的习惯，就
是一笔财富，他会享受一生的。

狼性法则：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怎么样培养好奇心呢？假设一个公园，没有假山或房子屏障，
没有曲折的道路，我们从外面就能一览无遗，那你就不会对
它有多少兴趣。相反，正是有了这些，我们才原意进去了解
了解。这就是好奇心。在教育界，有一个抽签法。学生对原
有的学习内容容易厌倦。因而学习就变得消极。

在日本的铃木老师的学生里，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寅次是
位聪明的学生，他学什么曲目都比别人快很多学会。因而他
不愿再多加练习。铃木老师知道，这对他以后能否成功很关
键，没有得到巩固的课程，最终都无法学到更好。正因为此，



他对他的学生采用的抽签教学法。将所有曲目编号，每堂课，
让学生都随机抽一个曲目。这样，寅次因为是自己参与了这
个游戏(也相当于参于了老师的教学，而事实上，这一切可还
是在老师的掌握之中，因为结果达到了)，因而也更努力的练
习。

人对事物的好奇心是容易变化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一个人在
同一个岗位做的越久，越难出成绩；婚姻的七年之痒问题；
爱情的浪漫问题等等。同样的事物，加以变化，有时带上些
游戏成分，结果就会变成积极的方面了。

自然惩罚法则：让孩子自己承担过错

专家认为：儿童所受的.惩罚，正是他的过失所带来的自然结
果，这就是自然惩罚。用我们的话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你的过失，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这个方法的另
一个方面是：有时候，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如果他觉的少穿
一件好，就让他冷着吧。他自己感受经历的东西，往往比我
们传教给他的深刻。这也叫自作自受好学习啊。

在教育孩子上，父母更应该做出榜样。爸爸因来了客人，与
客人倚着门聊起天来，这天的风很大，门几次被风吹天，埃
迪的作业本被吹的哗哗响。门再一次被吹开的时候，埃迪猛
的把门关上。而这时，外面传来爸爸的痛苦声。满脸怒气的
爸爸对着惊恐的埃迪，举起的手就要打下去了。而爸爸终于
没打下去。事后，爸爸对埃迪说：是我把手放在门的夹缝里，
错误在我，为什么要打你呢。

教育，不光是口头说教，言传身教，影响不可谓不大。当埃
迪长大后，他回忆，是爸爸告诉我，人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而不是迁怒于人。

延迟满足主义：从小培养孩子的耐心



人有无耐心，表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另一个是，能够等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到来。这中间，区别的
就在于，一个不等，一个可以等。这个等，就是耐心。

克制是可以培养的，个人建议自己一个人难做到，应该两人
配合可多人配合去实现。有一个“三分钟游戏”。孩子不喜
欢读书，只喜欢玩游戏、看电视。爸爸找来一个仿古的沙漏，
而孩子非常相玩这个沙漏。

爸爸跟他约定：这个漏斗是古时的计时器，沙子漏完正好是
三分钟，咱们一起看故事书，三分钟一到，你就去玩吧。开
始几次，孩子根本没看书，而是盯着沙漏看，等沙子漏完就
去玩了；但爸爸并不气馁，多次之后，孩子慢慢的把视线转
到书上来。再多次，孩子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要求延长时
间，但爸爸坚持只看三分钟。很多次后，孩子就主动去看书
去了。三分钟，正是适合孩子的注意力的特点，三分钟之后，
就打住，要经过很多次培养，形成习惯，这样，孩子就能做
到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一件事物了。家长的恒心和耐心也得
到了考验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