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格局吴军这本书的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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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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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局吴军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一

读完了吴军老师的《格局》一书。写下这些文字，相当于是
对于这本书的一个梳理吧。

吴军老师是我非常敬佩的长者，读他的专栏文章和他写的书，
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次读完的《格局》，是他从
《硅谷来信》和《谷歌方法论》的专栏文章中选取后整理成
书的。很多文字，读起来很熟悉，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道理往往是朴素而简单的。正因为过于朴素而简单，会时常
忘记。反复读老师的文字，也是让自己不断加深记忆，尽自
己所能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养成一些好的思想和行为习惯，
努力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老师在本书的序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事无成的人常常跑得很快，却在锲而不舍地兜圈子，或者
受到环境的诱惑而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干脆背道而驰，几年、
十几年后回头看，又回到了起点。

这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而我是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
很多时候会感觉到很焦虑，担心错过什么，就随着人潮，被
一种热闹推动着做了一些事情。回头看看，其实没有什么用，
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于是，每天早上起来听一篇老师的专
栏文章，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又进入了另一个徒劳的圈子，
如果是的话，就让自己尽快跳出来。自己走得是很慢的，只



希望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正向的进步，而不是一次又一
次回到起点。

只有主动做事，奇迹才会发生

在本书第一章的最开始，老师讲了主动性，说明主动性对于
一个人的意义。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相信上帝能帮他解决一切难
题。有一天他的房子着火了，他被困在里面，这个人就不断
祈祷，祈求上帝来救他。上帝当然没有来，但是来了一辆消
防车。消防员搭了梯子，爬上屋顶，要救他出去。

这个人拒绝了消防员的帮助，他说：“我不走，我在等上帝
来救我，他一定会来的。”消防员怎么都劝不动他，火势越
来越大，消防员不得不离开，然后让消防局派了辆直升机来
救他。救援人员从直升机上放下软梯，让他赶快爬上来，这
个人却说：“我不走，我在等上帝来救我，他一定会来
的。”最终，上帝没有出现，这个人被烧死了。

这位虔诚的教徒死了之后，在天堂见到了上帝。他非常委屈
地问上帝：“上帝，我那么虔诚地信奉你，你怎么不来救
我？”上帝答道：“我第一次派了消防员去救你，第二次派
了直升机去，可是你坚持不走，我也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机会的，关键是要有主动性，行动起
来把握这份属于自己的机会。如果自己不主动，那真是上帝
也没办法了。

上帝只垂青主动的人。没有主动性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
同样，没有主动性的个人，处境会越来越艰难，因为我们从
事的行业消失的速度远比我们想像地快。当时我刚进入现在
这家公司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暂且叫他l吧。l和我说了一
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你不适合在这个公司工作啊，你的



主动性不够”。当时觉得很委屈，自己也主动做一些事了啊。
后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明白他所说的主动性的含
义，缺乏主动性给我的工作造成的问题。也用了另外一年时
间才把自己的主动性提高起来。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有自己主动去思
考才能逐渐清晰；而想要达成心中想要的，只有主动去做一
些事情，才能离这个目标更近一些。

做事情要专业

关于做事情要专业，老师在书中举了莱特兄弟的例子。他们
两个人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是系统地学习了空气动力学。而
且打造了一个风洞，模拟飞行的气流，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仅仅为了改进机翼，他们就尝试了200多种翼形，进行了上千
次的测试。在风洞中做足了实验，他们依然没有马上驾驶飞
机上天飞行，而是继续做了大量无人驾驶的试飞，仅仅对飞
机上用于控制的尾舵，他们就进行了上百次试验。这样扎实
的理论基础，加上大量的试验，保证了他们第一次真人驾驶
飞机飞行就获得了成功。

而那些没有成功发明飞机的人，比如之前李林塔尔，还有莱
特兄弟发明飞机后十年间继续从事飞机发明的人，很多因为
做事不专业，在试飞的时候就不幸逝世了。民间科学家和莱
特兄弟这样的人的差距，在于后者是用专业的方法来做事情。

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是巨大的。也许有时候不专业的人也可
以把事情做好，但是不能保证稳定性。业余的网球运动员也
可以偶尔打出很好的球，业余的医生也可以治好病人，但是
他们的发挥不稳定，发了一个好球，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很
差的球，治好一个，可能紧接着就有一个患者因为医生自己
原因而治不好。专业的运动员可以保证每一个发球的姿势准
确，击球到位；专业的医生有更加系统全面的知识来对病情
进行分析，对症下药。



专业的人永远是在用专业是方法在做事，拥有系统的专业知
识，可以保证发挥的稳定性，而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无论做什么行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专
业的人。

认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很多人不肯认命，不肯止损，其实是因为骨子里太高估自
己——不仅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高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高估自己的能力，才会觉得有翻盘的可能性；高估自己的地
位和作用，才觉得什么都该是自己的，什么都不能少。

之前很多时候，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过高
估计自己的能力，觉得摆在面前的问题很好解决，就没有做
充分的准备，结果是事情没有做好。反而是那些明显觉得难
度，自己要好好准备的事情，能够尽心尽力去做，再加上一
些运气，竟然做好了。

经历过一次次的事情，也逐步对这些事情进行思考，让自己
对于自身能有一个更加客观准确的认识。知道自己有多大能
耐，能做多少事，然后在自己的范围内好好做一些事情。对
于那些自己能力不能及的事情和东西，可以尽快放下妄念，
让自己心境能平和一些，也能更加关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

有些时候，明明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却引发一连串越来越大
的麻烦事。读完老师的文字后明白，这就是自己不好的思维
习惯让自己卷入了一条厄运链。而想要斩断厄运链，方法很
简单，只要记住“止损”和“认命”。所以很多时候，事情
发展的趋势不对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要如何止损，如
何快速斩断这条厄运链。认命，知道自己走错了方向，不去
妄想翻盘的可能，让自己很快回归常态，这样很多时候让我
能够及时跳出来，避免进入更大的困境。

如何跳出思维定式



老师在这里讲了一个五金厂主博尔顿的故事：

博尔顿原来是一家五金厂的工厂主，在机械革命的时代，这
种生意会渐渐落伍。幸运的是，博尔顿加入了月光社，结识
了瓦特、老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的爷爷）、后来的瓷器
大王韦奇伍德、发现氧气助燃原理的普利斯特里等当时的科
技精英。每到月明的夜晚他们就在伯明翰聚会，讨论的事情
当然和他的五金生意无关。就是在那些自由聊天的过程中，
博尔顿了解到瓦特正在发明万用蒸汽机，并看到了它对未来
工业可以产生的巨大影响。于是，他毅然卖掉了所有的产业，
帮助瓦特造出了新一代蒸汽机。当然，他和瓦特都因此获得
了巨大的财富。如果博尔顿每天十几个小时都把注意力放在
五金店生意上，最后的路一定会越走越窄。

博尔顿之所以能够和瓦特一同开发出第一代蒸汽机，是因为
他和那样一批有着先进思想的人在一些交流思想。是这些人
讲的一些新的想法，让博尔顿逐渐跳出了原先的五金生意的
小圈子，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和时代的发展。

人只有到了人才荟萃的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水平上的不足。
也是通过吴军老师，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在学术上、企业
中做到出类拔萃的人。知道了这些人和他们的经历，感叹一
个人可以做出那样影响力巨大的事情。于是在自己工作中取
得的一点点成绩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做到的事情有多么的微
不足道，要继续好好努力。也是通过老师的文字，让我更加
认识到那些有见识的朋友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希望后面有机
会能到一个有更多更厉害的人存在的地方，从与他们的交谈
合作中学习。

面对这个时代的迅速变化，最好的办法不是加倍努力，那只
会离目标越来越远，而是应该停下脚步思考。

有见识的朋友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思考。只有
自己不时地停下脚步，思考自己所处的环境，思考自己的位



置，思考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去走，才能在动态中不断调整
自己。这样不至于陷入固定的错误方向。可以让自己及时停
下来，调整自己的方向，然后继续前进。

做一个有趣的人

我一直觉得我们要做有趣味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工作和赚钱
的机器。

有趣从兴趣开始，《具体生活》这本书其实讲述了老师的兴
趣养成过程。兴趣不仅是让自己喜悦，还能提升自我，因为
在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提升到极致的过程中，能够让自己得到
升华。没有兴趣的人，多少是有点狭隘的。

反观我自己，大部分时候能够规规矩矩把需要做的事情做好，
却说不上是一个有趣的人。后面需要做的，也是把自己工作
做好的同时，更多培养和提升自己的兴趣。让自己成为一个
有趣的人，不仅能给别人带来价值，也能带来一些新鲜的想
法和洞察，一些心领神会后的欢笑。

格局吴军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二

本书讲到当明确了位置和方向后，格局的大小就要看采取行
动的方式，格局大的人追求的是重复的.成功和可叠加式的进
步，格局小的人满足于自己某件事情做的快、做的漂亮。书
中也讲到作者的弟弟对成功原因的诠释：除了要有一个比较
高的起点外，主要是每一次进步都成为下一次进步的基点，
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重新开始。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本书内容，就是“格局”；如果用10个
字来概括获得大格局的方法，那就是位置、方向、方法、步
伐和节奏。

对于我们做事的态度，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做到每一分，因为



每差一分，所产生的后果都不一样。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
有个愿望，同时也需要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在愿望的驱使下，
先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回到社
会角色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属于社会，不是你做完这件事，
然后再去做另外一件事，做事的时候都有周围因素的干扰，
所以在做事的时候还是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先从基础做起，
从点点滴滴做起。

在面对路上的困难时，需要有积极的心态来理解他，并且能
够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解决。书上说：没有白挨的打，需要
做的就是在往前走的路上，你可以转头，但是绝不能回头，
因为你所经历过的，那都是帮助你往前走的财富，面对飞来
的刀，是接刀刃还是接刀柄，那都是你的成长。对于我们来
讲未曾经历或未曾坚持，感觉这是鸡汤，但我们希望能够走
好自己的路，就需要我们以这样的心态面对路上的困难。

书中谈到的所作所为，那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和做事的细节处
理问题，最重要的个人的原则问题，这个方面我个人感觉很
深，一个人的本性。只有有了原则，才能更好的在你需要做
出判断和抉择的时候少犹豫。特别明显的就是在你跟人谈判
的时候，你妥协一次，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妥协和退让。这
个也许在第一次谈条件的时候就需要明确、说清楚，这是一
个处理事情更简单更明确的原则，但是往往在想法上，很多
都不能考虑得很全面，就更要表明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最后这本书从开始只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格局的人，然而
作为有格局的人，需要认清楚自己是谁，需要明确你周围的
人和事，说话做事的时候都要有谦卑的心态和一个博大的胸
怀，这些都是前提，然后需要有自己的信念，在遇到困难时
可以绕道，但是一定不要回头，当你有个好想法的时候，要
相信心诚则灵，只有你看到了，才能到达，最重要的是在处
理事情时需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让自己清醒的知道自己
的路。



任何人，不论起点高低，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准方向，
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提高进步的速度，同时把握好节奏，几
年后就会看到一个格局比今天大很多的自己，一个让自己感
到不枉此生的自己。

格局吴军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三

　首先，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能力界限，对于超出个人能力外
的力量，我们需要抱有敬畏之心。人贵在自知，我们需要明
白自己能力的边界，在自己边界内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才是
积极的人生态度。

其次，我们要学会止损，不能为了弥补一个小的失误，造成
更大的损失，这样会使原本局部的小问题，引发一个个接踵
而至的厄运，最终形成一个厄运链。然后我们要学会提高工
作效率，效率的高低不取决于开始了多少工作，而在于完成
了多少，很多人试图在短时间里完成很多工作，但是很难办
到，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少做一些事情，拒绝伪工作，思
考到底哪些工作我们看上去非做不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接下来，我们要学会和智者做朋友，对于智者，我们可以对
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言一语格外留心，力争将他们的智慧变
成自己的智慧，并且在行动中一点点改掉我不良的思维方式
和做事习惯，久而久之，我们会发现自己在见识和能力甚至
运气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掌握好
节奏，大多时候越忙略反而会让我们离目标更远，所以不妨
尝试着，在忙乱时退一步，思考一下最初的目的，这样能让
我们更快的接近目标。

最后，我们需要学会把握时代，把握住不变的道理，使用正
确的方法，做那些能让自己不断获得可叠加式进度的事情，
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来源：



格局吴军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格局》，这本书是我在无
意之中浏览一些书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在看了目录后，就有
了想买的冲动。

这本书是台湾作家何权峰的著作，他是一名医师兼作家，虽
然上架建议是励志，但我觉得这也算是对自我的一种管理和
内在的提升。

自序中有一段是我觉得真的写的很不错的。它是这样说的：
不管是侮辱、批评、攻击，或是得失、失败。对一个心胸开
阔，有大气量的人来说，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大湖。你丢进去
一包盐，他很快就会被稀释，反过来，如果你把一大包盐倒
入一杯水中，这杯水还能下咽吗？为什么有些人遇到一点小
问题，小困难，就那么容易生气，挫败，难以消受，没错，
是因为格局太小了。

读完这本书，我总结了我自己的几点感悟:

你如何看待自己？你对自己的标签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作者
给予我们最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而是我们可以
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人，只要从现在就思考，想成为的这
种人会怎样去思考，说话，会有怎么样的行为？那么只要按
这些去做，就能成为这样的人，林肯有句名言，喷泉的高度
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的成就也是如此，绝不会超过自
己的信念，懂得放下心中的不可能，才能释放生命中的无限
可能。

抬头挺胸，走路不要弯腰驼背，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或多或
少都因为这些事被爸妈唠叨过，我们常会嫌他们啰嗦，何必
拿站姿，坐姿，这种芝麻小事来挑毛病，但其实他们也是用
心良苦，抬头挺胸也能让我们更有自信。



有位通过了台湾大学筛选入学的学生，她一个人就包办四个
商学系。记者问他是怎么办到的呢？他说，当财富管理师是
他的愿望，为了准备口试，他几乎每天以图书馆为家，并在
一个月内详细阅读三四十天的财经报纸，并且一边阅读还一
边做笔记，背诵，硬是把财经的实事，塞进脑里，以应付教
授的面试。不管你喜不喜欢，有时你就是必须约束自己，去
做你不想做的事，只有你做了不想做的事，你才能做你想做
的事。就像有人说，你的时间花在哪，你的成就就在哪。

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比以往豁达了很多，也让我的世界变
大了，那我就说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故事吧。比如说以前，
如果我给一个人发信息，然后他一直不回我，那么我可能会
一直闷闷不乐，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令他讨厌或说错了什么？
而在看完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其实大可不必计较与在意，
如果你计较与在意，只能说是自己的格局太小了，何不换一
种想法呢，很可能是对方忙忘了，又或是对方本身的问题，
那也没关系，这并不会影响你对自己的喜爱程度，所以我们
永远都不要自我怀疑。我觉得格局也就是一种思维，因为思
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作为。多读书，提升自己的格局，对
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进行管理，做一个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读研究生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仅要积累许多的专业知识，
对自身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我们不仅要重视自己的智商，
更要注重自己的情商，希望读完这本书对我自己未来的言行
有一个好的指导，也希望与大家共勉。

格局吴军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有些心烦意乱，读书似乎是让自己心静很好的方法。
于是，狂啃一本书《格局》，心里颇有感触。

“人生这盘棋，首先要学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封皮外
的书腰上，醒目的一段话，富含哲理。有规划的人生确实能
走的更平稳。试想哪家大企业的发展不制定三年规划？哪个



单位没有制定年计划？经营公司如此，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
啊！所以，有了目标，生活才会更有活力。想想我们当年，
多少人从小刻苦努力学习，就为了将来能获得一份理想的工
作，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现在
的孩子呢？“拆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们，将来
的生活衣食无忧，似乎没啥需要奋斗的了，于是课堂上经常
看到那些天天睡觉、节节课玩游戏、看小说的孩子，问他就
说，反正我不缺吃穿，为啥还要好好学习呢？这些孩子扭曲
的人生观，不转变过来，将来很难好好工作，就会逐渐成为
被社会所淘汰的“巨婴”。

“看一个人的结局，就看格局。”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
的格局不算小，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多年的夫妻相
处，我发现和老公的格局相去甚远。休闲在家，我经常手机
不离手，看小说，玩游戏。工作至今，也进一步学习过，但
都是小打小闹。老公呢？年轻时进门就看英文频道，报纸读
英文报纸，就怕荒废了自己的英语。所以，出国与人交流，
都是老公同志上，我只能比比划划嘣个单词。老公同志工作
非常忙，尽管如此，健身、学习一点儿也没落下。看看他利
用周末天南海北的跑去上课，我也非常心疼。但是，三个高
等学府的学历证书证明了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你的时间
用在哪里，成就就在那里”，这句话道出了真谛！正因为老
公比我珍惜时间，善用时间，所以他的成就比平凡的我高的
多，眼界也宽的多。

在姑娘求学的问题上，我和先生曾有过很多分歧。我的感觉
出国找个差不多的学校，学个姑娘喜欢的专业，开开心心就
好。老公同志的观点是，尽可能找一个好一些的学习环境选
专业要考虑以后的就业问题。不得不说，老公总是以发展的
眼光来看问题，比我高瞻远瞩啊！

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读读这本书吧！相信你也会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