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创新有感 创新创业书籍读后
感(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创新有感篇一

吴军

精益创业代表了一种不断形成创新的新方法。首先把想法变
为精简的原型产品。如果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最好能“快
速地失败、廉价地失败”，而不要“昂贵地失败”;当极简功
能的产品得到用户认可后，创业者需要在不断的反馈和循环
中测试产品，快速调整和改变，达到爆发式增长。

《四步创业法》

埃里克·莱斯

精益创业理论的奠基之作。作者是硅谷资深企业家，他一共
创办了八家企业。本书总结作者25年创业经验，提出全新的
客户发展方法(旨在弥补传统产品开发方法的缺陷)，掀起了
硅谷近年精益创业的浪潮。在创业之前如果认真读读这本书，
应该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定位》

艾·里斯/杰克·特劳特

本书提出了被称为“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定位，改观了人类“满足需求”的旧有营销认识，开创
了“胜出竞争”的营销之道。它剖析“满足需求”无法赢得
顾客的原因，给出如何进入顾客心智以赢得选择的定位之道，
是商业人士的必读之作。

《营销管理》

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

一本经典的教科书，一部营销学领域的圣经。在全球的营销
学领域和工商企业界，菲利普·科特勒和他的《营销管理》
意味着经典、品牌、标准和基础，其已经畅销全球近40年，
被翻译为20多种语言。

《创新者的窘境》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一家成功的公司，如何保证它的产品不会被新的技术挤出市
场?如何成功利用创新取得优势?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
顿·克里斯坦森，因其在企业创新方面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
解，被尊称为“创新大师”。他在本书指出就算经营得再好
的公司，尽管他们十分注意顾客需求和不断地投资开发新技
术，都可能被某一新产业所影响而导致失败。

《基业长青》

詹姆斯·柯林斯/杰里·波勒斯

《创造力：心流与创新心理学》

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

本书是“心流之父”、积极心理学大师希斯赞特米哈伊历
时30年潜心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访谈了包括14位诺贝尔奖得



主在内的91名创新者，分析他们的人格特征，以及他们在创
新过程中的“心流”体验，总结出创造力产生的运作方式，
提出了令每个人的生活变得丰富而充盈的实用建议。

《启示录：打造用户喜爱的产品》

马蒂·凯根

为什么市场上那么多软件产品无人问津，成功的产品凤毛麟
角?过去二十多年，本书作者作为高级产品经理人为惠普、美
国在线、ebay等企业工作，亲历了个人电脑、互联网、电子商
务的起落沉浮。本书从人员、流程、产品三个角度介绍了现
代软件(互联网)产品管理的实践经验和理念。

《大败局》

吴晓波

一个个国内很著名的企业，突然在它们“花样年华”的日子
里灰飞烟灭。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伟大品牌往往在瞬
间便打造而成;这也是一个冒险的年代，未知的风险令每一个
人不寒而畏。作者吴晓波通过对近百位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
重要人物的专访，探寻中国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基因。

《创业36条军规》

孙陶然

作者是一位数次成功创业的创业者，书中的内容有关创业的
方方面面，从创业目的到股东选择，从经营到管理，从找方
向到项目细节不一而足，写给每位心怀创业理想或正在创业
路上的读者。对创业、职业、管理都有很大的启发，皆是实
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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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有三等人。

一等人学识平平，才艺不精，但他们永远是企业的老板，是
商场中的佼佼者；二等人才学过人，能力非凡，可他们终究
寄一等人之篱下，难有出头之日；三等人不学无术，根本不
能在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占一席位。

“即使我们不是出生在大富之家，事实上，我们也毋需介怀，
纵然我们没有‘靠山’，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有崎岖的人生。
我们比别人走的路多，也比别人看到更多。漫漫长路，漫漫
人生。我们有时间，只要我们还有信心和毅力，没有任何恐
惧，也不受社会的束缚，在失意之后我们还有勇气。这就是
一等人的标准，这就是一等人的人生。

“彩虹总在风雨后。我们想做一等人，这虽然算不上易事，
但也不难。要知道，自古成大事者，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
忍不拔之志。我们要做一等人，就必须具备坚定的意志，要
持之以恒，不能因为一次人生的低谷而放弃攀等高峰，路愈
险，前景愈美，这就是万变事物不变的真谛。我们要从颟顸
的渊薮中重新振作，开辟一片清澈的天空，我们是创业者，
我们是社会的明灯，我们真诚地回报社会，回报这个赋精彩
人生予我们的大家庭。

“我们从农家小子踏上彩虹路，我们当过‘金斗湾’的打工
仔，我们从小临工滚打成董事长，我们也曾白手创‘欧普’。
我们尽情地演绎着灿若星辰的`人生，我们体会到踏平坎坷成
大道，我们要实现小船过大江，化梦幻为真实。当然，我们
也有遗憾，但我们有自知、能自省。我们不断地汲取别人之
长来弥补自己之短，在发展中不断创新；既要秉承不变应万
变，也要开拓万变应不变；不仅要外表形象，也要有真才实
学的内涵。我们以诚信为服务宗旨，用积极向上招贤揽士。
我们实干、苦干，永远站在社会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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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20__学年第一学期很幸运也很荣幸能成为创新创业训练
营中的一员。其实创业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总觉得那仅
仅是内心的一个想法，很难实现甚至于很难与他人谈及。直
到加入了创业训练营，在这里，志同道合的大家聚在一起，
可以畅所欲言，大谈心中的创业梦想，同时能得到正规的指
导和引导，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网路课程是我认为较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大家毕竟还是
学生，课余的时间虽然有但是并不那么的统一，所以网络课
程的开展是必要且有实效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网络课程的学习，一来时间和地点比较自由，二来我们
创业素养的培养也不会落下。而且在网络课程上上课的老师
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老师，听他上课就觉得自己是在和一
个有着全新思维的人交谈，极大地丰富了创业知识。网路课
程的后台记录也能很好地反映自己的学习情况以及和他人的
差距，我觉得这样更能激发学习的兴趣。总之，我认为网络
课程的学习模式非常的好!

读创新有感篇四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何不静下
心来写写读后感呢？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以下
是小编整理的《第二曲线创新》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本周学习了《第二曲线创新》这本书，本书是李善友老师经
过多年的摸索，所总结出的创新理念的一本书，书里有很多
理论确实对认知、对生命的成长有很多指导意义。

一、“美好的事物”是自然“长”出来的

把眼前的事做到极致，美好的事物就会呈现出来；那个美好



的事物不是设计和规划出来的，而是慢慢做出来、长出来的。
这就是一种生物态的思维模式。很多美好的'体验都是在成长、
探索的体验中，自然生出的。

二、从“经验”上升到“思维模型”

什么叫思维模型？

以前的认知叫“眼见为实”，我们眼睛所获取的信息占全部
信息的80%，然后把这种信息提炼成具象的“经验”来指导未
来。但个人的经验边界太窄了，也无法跨领域。这是农业社
会的模式。后来发展成理性，用“思想”看世界。就是把经
验再抽象化（升级），拓宽了边界；在思想里边再提炼一个
模型（工具）出来，这个东西就叫思维模型。这是现代社会
的模式。

什么叫多元思维模型？

就是通过结合多个学科的知识、不同的维度，来观察事务，
分析问题，这样就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最好的多元
思维模型，来自于基础学科的基础理论”（芒格）。就像下
围棋，一个专业的围棋选手，一定会去练定式，定式练得越
多，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反应就越快；又像
学画画，对工具、笔触的理解越多越深，画得就会越好。所
以要多学多思，学到老活到老。

三、第一曲线、第二曲线与分形创新

创新是渐进性的，我们把它描述为第一曲线；在说第二曲线
之前，我们先说“分形”。“分形”指事物在不同的尺度下
具有自相似性。比如树叶、雪花、海岸线，都是大自然分形
的体现。

同样的，如果我们放大第一曲线，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尺寸，



比如公司、产品和部件，都可以发现存在很多小的s曲线。其
中的一条s曲线，通过革新、迭代，就可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
曲线，这就是第二曲线。这种在第一曲线成长出来的创新，
就叫“分形创新”。（这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到极致，下
一步的美好就能出来”的具象。）

四、如何识别破局点、击穿破局点

当任何一个领域发生快速（比如十倍速）变化的时候，就是
有可能的破局点要出来的时候；就像互联网（手工办公到电
脑办公）、智能手机（人人机不离手，美团从pc端全面转入
移动端）。我们要在其中单一（关键）因素发生快速变化时，
做出预判。

一旦发现这个破局点、这一关键要素，我们就要用十倍的资
源投入其中，善友教授称之为“单一要素最大化”。

读创新有感篇五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针对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中普遍存
在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不足问题而提出的重要举措，更是对高
等教育事业本身所具有的创新特质的进一步凸显。因此，以
创新为内核、以育人为导向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就不能将其
狭隘地理解为只是针对少数有志于创业学生的单独“处方”，
而应作为面向全体学生的根本任务。

对于高校而言，不能简单地把创新创业教育看成一种为了促
进就业的应景之举、一种局限于科技创新的教育活动、一种
针对少数有创办企业志趣学生的技能引导，而是要面向全体
学生，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使其在不同领域、不同行
业、不同岗位都能善于思考、勇于开拓、乐于尝试，培养和
造就规模宏大、类型齐全、层次各异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