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层领导读后感(精选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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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层领导读后感篇一

本周阅读了《中层领导力》的后半部分内容，可以归纳为两
句话：横向领导的核心是帮助同级成功!向下领导的核心是增
加下属价值!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领导力”会将它和“控制”联系在一起，
认为领导力是让他人言听计从的能力，实际上真正的领导力
是能实现企业、自身和他人共赢的一种能力。这也是为什么
在本书中，作者一直强调要做全方位领导者，要为上司增值，
要帮助同级成功，要挖掘下属潜力。本周的主题为如何帮助
同级成功以及如何传递愿景。

1.如何帮助同级成功?

没有了职级的差别，横向领导更多考验的是人际交往的功力，
因此横向领导的起点是关怀，设身处地地去发掘每个人的价
值，想方设法的去喜欢他们，帮助他们成功。这让我想到一
句话“下等人，人踩人;中等人，人比人;上等人，人抬
人。”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对此文中提到了七大原则，分别是：理解、联系并完成领导
力圆环、赞美比竞争更重要、成为朋友、避免办公室政治、
扩大人脉圈、让闪光创意脱颖而出、不要假装完美。这里只
分享一点，即如何扩大人脉圈。作者给出了一个指导性建议，



我们可以根据三个方向来扩展，一是结识时间长的人，二是
与自己经验相同的人，三是对自己有好印象的人。当我们走
出安乐窝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即使关系建立失败，也可以
积累经验，学到知识。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个人而言最
需要注意的就是“超越个人偏见”。当我们要走出自己熟识
的人脉圈时就应该摒弃自己的偏见，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崭新
的世界。因此要主动和这类人交往，努力找到彼此的共同点。

2.如何传递愿景

在准备传递愿景时，要问问自己：“想让他们知道什么，让
他们怎样行动?我们为何要这样?”这是前提。

接下来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尊重曾经为企业发展做
出努力和牺牲的人，让现在的员工感到安全感，对未来充满
希望，这种连接会让愿景的传递得到动力。

要让愿景体现在清晰可见的目标上，这些目标能体现出领导
者和追随者的价值，这样才能增强大家对愿景的认可和信心，
在实现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会竭尽全力。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感情、有温情、有热情的故事作为支
撑，故事的最大好处就是它能让愿景充满热情和感染力，能
燃起大家的无限斗志。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本领导力操作手册，更是职业经理人在
职涯发展中的系统的思想引领，值得一读再读。

中层领导读后感篇二

11月学习的一本书名字叫《中层领导力》，书中围绕领导力
三原则：向下领导原则、横向领导原则、向上领导原则三个
维度讲述的。整体阅读完之后里面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得了，



但是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自己的思想，是一
种无形的改变。

作为中层领导者的我，书中介绍的7个误区，我深刻的感觉到
这些误区是真实存在的，比如“不居高位，无法领导”误区。
书中说到衡量领导力的'最佳标准就是影响力，“五层领导
力”：职位、认可、绩效、人才培养、人格魅力。最底层职
务影响力，是因为你的职务而产生的领导，这种领导是被动
的，职位跟真正的领导力毫无关系，现实中很多领导都是处
于这个层次，或者是很多领导者没有从此层次走出来，最高
层次的人格魅力根本无法达到。真正的领导力可以在任何岗
位都能发挥，在成为领导之前学习怎样领导。

向上领导———为上司减负，为领导减负就是为自己减负，
首先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每位员工
都能很出色的完成本职工作，我可以说领导会轻松很多，但
是现实中不乏很多员工并没有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无
形中给自己也给领导带来了负担。

向上领导———心甘情愿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如果员工甘
愿为工作付出一切努力，那他很快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结
合我的日常工作，我的岗位是行政招聘经理，按照岗位说明
书负责全国行政和招聘工作，但是现实中我的工作不仅仅局
限在这两方面，而是哪儿需要我就要积极主动的去开展工作。
多角色的开展工作，真正让自己成为领导的“第一个出手相
助的人”。

横向领导———成为朋友，我们在同事眼中是多角色的，团
队合作，增强友谊，友谊是影响力的基础，友谊是成功的骨
架，成为朋友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一
道心墙的，如何打破是非常难的，往往这些打破都是工作以
外的沟通，找到业余生活的共同点，学会倾听，真正做到成
为朋友。



向下领导，这也是这本书给我感触更多的地方，自己成功不
代表成功，但是你带领的团队成功那你的向下领导才是真的
成功。慢慢穿过走廊，将每个人视为“满分”，培养每个团
队成员，中层员工是每个企业的中流砥柱，培养下属帮助他
们提升能力，在提升他们的过程也会提升自己，因为你无法
将自己不具备的才能传授给他人，为了培养下属，我们必须
要不断进步。书上介绍的很多点看似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
会很难，因为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培养下属，可能自己做起来
会很快准确性也高，但是交给下属后存在犯错的风险和耗更
长时间才能完成，但是这就是向下领导，这也是我之后工作
中需要去学习和努力的方向。

向上、横向和向下领导，这些是会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一
直需要我去学习才能不断进步，在工作中不断学会向上、横
向和向下领导。

中层领导读后感篇三

中层管理者领导力的三个层次。其实中层管理者的领导力由
三个层次可以表示：即个人领导力、团队领导力、组织领导
力。下面我们就对这三个层次进行解读：

组织是价值观彼此认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实现自我价值
的平台。每个人的自我价值都要在其中得到实现，而且个人
价值观最大化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手在调动个人的能力和
兴趣，同时，也在调动社会的资源。

由于一个人做事的最大动力是自我价值实现，因此，在为组
织做出贡献的同时，自己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组织来实
现自我价值。与组织的价值观一致，才会获得高层的信任，
才能获得更多任务委派，能力才会得到提升。如果能力和价
值观符合组织和高层的要求，自然就会晋升到高层的位置。



团队领导力是自己牢牢站稳了，才会有魅力吸引其他人，具
备情商和影响力，能够引领其他成员，就会形成团队。情商
是人们对自己感情和情绪的一种管控能力，不论企业的中层
还是高层，首先应该学会认识他人的情绪，站在利益相关人
的角度考虑：换位、到位、不错位、不越位。

中层管理者要学会移情换位。组织如同金字塔，压力是自上
而下传递，因此，塔顶端的压力是最大的。当你抱怨高层对
自己过于急躁时，用情商的原理就可以理解，上级正面临着
更大的压力，自己也就会心平气和。

个人领导力是自己领导自己的能力，要想领导别人，首先得
领导自己，这需要用阳光心态来实现—你内心是一团火，才
能释放出光和热，那么怎样的心态才算是阳光心态呢?它是一
种与环境相适应的积极心态，在任何环境下始终保持平和、
温暖、有力、向上。

一个人就是一块砖，加入了一个组织，就是参与了一面墙的
构建，上挤下压是正常的，要想到自己也在压别人。你所经
历的，别的“砖块”也曾经经历过。

中层领导读后感篇四

如果非要给领导力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会把它描述成：一种
有关前瞻与计划、沟通与协商、真诚与均衡的艺术。领导力
是一种在职场上的影响力，能否有效的影响上司、维护同事
关系、凝聚团队，都需要领导力。

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我们是否身居领导者的位置，都应该或
多或少地具备一些领导者的能力。这是因为，有了领导力，
做事才能从宏观大局上去考虑，不至于在工作中偏离了目标
和方向；有了领导力，才能跳出一个人、一件事的局面，用
一种整体化的思路来考虑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了领导力，才
能在关注自我需求之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我们身边的人，



关注他们的感受。

领导力决定了一个人的'成效水平。锅里的水总漫不过盖子，
领导力其实就是这个盖子，它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一
个人的领导力越低，他能发挥的潜力也就越小；领导力越高，
可以发挥的潜力也就越大。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个人的领
导力是“8”，那么他的工作能力不会超过“7”；如果他的
领导力是“4”，那么他的工作能力不可能超过“3”。所以，
领导力，往往决定了领导者工作能力的//也决定了领导者对
组织和机构的影响力。

这就是“盖子”法则。我常常和一些人讲起这个法则，因为
我觉得这会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领导力的重要价值。从
这个法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领导力对我们生活中很多方面
的影响。

影响一个人升迁与否，其实不在于工作能力，而在于由人格
魅力等组成的领导力。

中层领导读后感篇五

平常大家也会说有个领导很厉害，他（她）带的团队氛围也
好、业绩也罢，每一样都很好，但是有些领导却只能让人说
呵呵了，领导力到底是什么？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在工作中
确实无所不在。有人说是人格魅力，也有人说是专业能力，
也有人说是眼光独到，能掐会算，看了很多书与培训，听过
很多课，不是鸡汤，就是空洞的大理论。

其实领导力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即便是学生时代，也有班长
的存在，这《中层领导力》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也是非常基
础的，适合希望领导力学习入门者来看的。通过这本书，也
了解了蛮多信息以及提升领导力的方法。

大部分职业经理人大多困于中层，职务即便是经理、总监，



却有人总是抱怨毫无实权。中层领导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理
清楚自己的定位，其次在限制中发挥领导力，才是面对压力
挑战的制胜法宝。

中层领导者负责某一区域或者某一方面的管理职责，权责的
界限是否清晰，决定着中层管理者面对的压力多少、大小问
题，如果是和一位授权的上级一起工作，肩负则责任越大，
收获也越多，反之，则会感到非常压抑与难受，因为自己的
任何行为都是被限制的。当然能力很强的管理者可以忽略这
个问题，大多职场人员还是会在意这个问题的。

第二，判断自己所在企业的特点，上级的风格，评估这些因
素对中层领导的影响，并决定中层的管理策略，可以积极主
动去面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获取上级的认可，职责之外的，
可以先和上级沟通，获得建议后再执行，如果领导不给建议
则忽略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身为中层，需要认清自己所处的
位置，踏实稳健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发挥好自己承上启
下的衔接作用。

第三，学会缓解工作压力，作为中层领导者，压力一定小于
高层，所以要坦然自己的处境，做好执行工作，达成上级领
导的期望，也要明确自己的权利范围，在合理的范围内去快
速解决问题，学习全方位的领导技巧，减少自己的中层困惑，
做一名越挫越勇的中层领导者。

第四，学会做好向上管理与向下管理，对于向上管理，平时
主动多承担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许承担的多会收获更多，
对于上级领导的工作需求明确，在请示工作时尽量完善自己
的信息，方便上级做决策；面对自己的下属时，多创造机会
与下属接触交流，肯定下属的工作，努力挖掘和发现他们的
优势，抱有服务团队的心态，舍得投入资源去培养下属，做
好人才的识别、吸引、培养工作。

作为一名pm，顾名思义项目经理本身是一个项目领导者的角



色，在项目运转过程中向上与向下的管理至关重要，因为本
身职责是负责协调与监督工作，在日常中会遇到非常多的关
于授权、工作压力等问题，这本书可以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任教高中语文，目前担任“十人课堂”语文老师，所谓“知
人而善教”。提倡在教学的同时深入了解学生，意在培养学
生成长、成才，教会学生守正树德，昂扬自信。在教学中，
不断探索灵活、高效的教学方法，联系生活，深入浅出，让
学生自觉自发地去体会语文之美，同时也深受学生、家长的
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