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傻瓜的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傻瓜的读后感篇一

中学大学一直踢球，但先天身体素质不好，速度不快，身材
不高，两个冲刺就喘，腿上没有发达的肌肉，发个角球到禁
区都成问题。

这样的人如何在球队滥竽充数，是一个高深的技巧。今天把
我中学校队、大学系队，毕业多年参加业余足球联赛还能时
而蒙进球的秘籍公开，不是有本书叫《生活中的经济学》吗，
其实万物是相通的，能在球队滥竽充数混得很好，在股票交
易市场也能傻瓜般的随机致富。

第一、定位

这样条件的人，最适合当前锋。

后卫责任重大，射门射歪只是一次可能的进球没有，后卫防
守失误却是货真价实输一球。前锋球没射进整个球队的心声
都是“再来再来”，防守丢球全队的心理暗示都是“操!”，
如果你再遇到一个速度快技术好的前锋，你在场上那是相当
的尴尬。当前卫?更不靠谱，前后奔跑，上得去下得来，以我
的体力，只能支撑6分钟。大范围的转移更是受到脚力的限制，
视野开阔有什么用，晚上踢球，你还能瞧得见月亮呢。恩，
守门员不好耍，只好当前锋。

第二、如何当前锋



1、学会走。

业余足球，特别不靠谱，跑位?你跑这里球到那里去了。你冲
到门口，球传到身后。这是一个机遇的世界，你要学会节省
体力，不要瞎跑，跑和不跑，进球的几率差异不大，那你为
什么不把有限的体力用到最后那一射呢。教练队长如果骂你，
答应一声，但别理他，进球才是硬道理。

2、低估对方的能力。

世界顶级球星都有失误，业余球赛，就千万别相信对方后卫
停球的能力了，别人传球给他，你一定要逼上去，10次必有
一次停在你的脚下，那就是机会。也别相信对方守门员开球
就一定能到中场，10次保不准就有一次开到你脚下，这就是
大好机会。

3、跟着自己方最优秀的队员跑。

他射门的机会多，卡他的人量也最大，距他不超过十米，尽
量与他平行，他射门你捡漏，他被围堵往外传球80%就到你的
脚下，而你身边已没有防守的人。

第三、态度

你采用这样的踢球方式，容易遭骂，但进球能灭骂，但万一
进不了球呢，尽管你动了很多脑筋，不进球的时间还是要比
进球的时间多得多。所以一定要谦虚，非常的谦虚。从不埋
怨,相反，为每一个队友加油，为每一个精彩喝彩，跟为你传
球的人击掌。

第四、基本功

虽然你实战能力不好，但你要很“范”的玩球，第一次认识
队友，你一个人在那里颠球不落，立马就让人认可了你的基



本功，同学们，第一印象那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从初一就开
始练习颠球，练他个七八年傻瓜蛋也能颠它二十几三十个，
这也就够了。颠多了也没啥意义。我上初中的时候没多少人
踢球，上体育课就我一个人就在那里颠啊颠，孤独而执着，
这个画面后来深深的印在了我老婆的记忆中。

你们看，球踢到这个份上，其实进不进球也没多大关系了。

小傻瓜的读后感篇二

偶然事件（黑天鹅），遍历性，概率。幸存者偏差，由于我
们只看到了成功者，而因此形成了对机遇的歪曲看法。路径
依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
选择。

三部分内容的划分是明确的，但是作者的很多想法则在其中
不断重复和穿插着出现。

第一章赚钱的随机性。玩俄罗斯赢得1000万元价值不同于靠
辛勤努力和娴熟的的牙医技术赚来的1000万元。

第三章从数学的角度思考历史天生拒斥别人的经验，并不限
于孩子或我才这样，企业决策者和投资人也受到相当大的影
响。

遍历性：在某些情况下，众多非常长的样本路径最后看起来
会彼此相似。幸运的傻瓜可能得助于生命中的某些好运气，
但是长期而言，他的处境会慢慢趋近于运气没那么好的白痴。

每个人都会向长期的性质靠拢。断绝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
噪声，要是真有某个事件很重要，它总有办法传进我的耳朵。

太密切关注随机性的人反到会被烧伤，他们由于体验到一连
串的痛苦，情绪上精疲力尽。



小傻瓜的读后感篇三

生命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呈现不公平，如果非要给自己规划一
个十分精确的路径图谱，就会遇到比较大的偏差，修正起来
就比较麻烦，问题是虽然得到了修正，自己也以为航线校准
了，但是如果俯瞰整个生命路径，这个偏差会引起巨大的变
化，类似蝴蝶效应，即“初始值的极微小的扰动而会造成系
统巨大变化的现象。”

或者是我们常见的说法“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
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
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在你的小蝴蝶闪动翅膀时，你一定得格外注意。

以前受成功学口水书的影响，或者情况严重点，身边的大多
人包括父母，多少会希望，那些发生在邻居家的孩子身上的
光辉事迹，或者经成功大师的点拨后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也会
像他们一样再次重复光辉一回，这根本不可能，即便你把某
人的传记背的滚瓜烂熟你也不会像他一样，当然这样说谁都
明白，谁都知道世界上就一个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但是回
到自己遇到的问题就不那么明白了，新闻媒体，老师家长不
断宣扬成功者，”向某某学习“这句话快听烂了，还是继续
在听到，如果能那么好复制成功的路径，世界就不刺激了，
失败者总是不在舞台上的，人们期望看到成功者。

有些事情根本根本就不在最初的蓝图中，反应过来，行为在
一开始出错了，就像搭在墙上的爬山虎，有个相对完美的架
子供缠绕，到头来发现到别人的墙头去了，即便依附在上面
最后形成美丽的爬山虎，也只是爬山虎，重点就是一开始就
已经把自己无形之中限制住了，而且起初自己也不知道，当
然爬山虎只是比喻。

我只是描述我对认知变化的感受，你要问我该怎么办，我也



无能为力。三观不断被刷新，以为多少有些经验，可是没有，
长辈就有经验吗？不见得。

所谓经验就是你所有的看法并且不是那么正确的，可你以为
正确。这个是人类发展遗留下的基因，一个原始人在扣鼻屎，
突然下雨了，有一天他又在扣鼻屎，结果又下雨了，结果他
就发明了一种扣鼻屎求雨的法子，并且流传至今。

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有
点像物理上的惯性，路径依赖。再加上我们的生长环境对我
们的毒害，比如像雷锋同志学习，你看人家的孩子等。

那天我发的心情”你说要花多久才能把18岁前的错误看法全
部改正呢？“不知道，也许一生都难以改正，也许你一辈子
都是错误的看法，某些偏见已经深深嵌在我们的大脑里，阻
碍我们处理较复杂、可能需要更精准评估概率的环境。

想想我们生活原来这么刺激，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和我没
关系。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对称的结果，如果你能屏蔽一些刻
意被烘托出来很平衡的观点，会更有意思。

没有成见，才能发现更大的世界。

小傻瓜的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偏态，偶然事件。还谈了很多与概率相关的问
题。

第二部分是讲存活着偏差，由于我们只看到了成功者，而因
此形成了对机遇的歪曲看法。

第三部分是讲路径依赖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



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

三部分内容的划分是明确的，但是作者的很多想法则在其中
不断重复和穿插着出现。

1、作者的投资策略：

谨慎投资，防止“炸毁”。真正优秀的交易员不在于在短期
赚钱，而是要让自己活下去，警惕偶然事件稀有事件。不让
那些稀有事件毁了自己，在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要及时调
头。不要执迷于一些错误的信念。这些信念可能来自于经济
学或者统计学，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经济学、统计学总结
的规律是基于历史事件，有些则是巧合。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

关于归纳问题，塔勒布也引用休谟在人性论中那个著名的例
子：我们看到白天鹅的数目再多也无法推论所有天鹅都是白
的，但是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推翻这个推论。不对称
性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中。

既然我们身处一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可以利用统计学和归纳的方法积极下注，但是不会用它们管
理承受的风险。积极止损，以免受到黑天鹅的冲击。

则作者更绝的是他的反向投资策略：

在稀有事件上赚钱，他认为稀有事件因为出现的可能性小，
所以价值往往被低估！“固定收益的债券往往有这种机会，
以反向稀有事件为生的交易员，平时可能赔钱，但是一遇到
稀有事件则能大大的赚一笔。”

我认为的确很多时候，很多机会会被低估，因此存在套利空
间。



这里说点题外话，我认为套利的空间始终都是存在的。通过
经验，我们的确可以判断是否存在套利空间，但是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套利空间，套利空间会消失，交易者会修正预
期。但是套利空间还是不断会涌现。隐藏的机会总是多过我
们掌握的信息。不过是商业还是资本市场。塔勒布能不能长
期靠这个漏洞赚钱，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有些套利空间是明
确的，比如同一个商品在不同市场的价格不同。（同一个时
间）；而大部分的套利空间只存在于人的预期之中，预计这
么做会赚钱，举个商业上的例子，比如现在是冬天，我以低
价收购空调；等到夏天，我再高价出售（现在与未来）。塔
勒布的策略也属于这种情况。

除此之外，塔勒布的投资策略还有：看好后市的情况下，还
是放空一些，因为如果跌会跌得很惨。因为他认为投资人要
赚的不是概率，而是钱。利润的大小比出现的概率更重要。
不过我倒觉得这和大部分的策略一样，很难评价，就让市场
来评价它吧。

2、吐槽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有用吗？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风险
管理是必要的，但是专门弄个人来控制风险，我也觉得挺可
笑的。

要赚钱就要冒风险，但是风险控制往往失去很多赚钱机会，
尤其是事后看来。而且很多风险，你无法计量，大多还是凭
借经验。我靠，问题来了。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你怎么
知道你的经验就比别人的经验正确？当然这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权责不对等。出现风险问题，责任是交易员
承担还是风险管理者？这是所有设立风险管理官的企业在机
制设计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由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
是出现政治手腕，既不错报也不漏报，看起来合理，其实只
是官僚病罢了。最终企业会毁在这种官僚病上。最好的办法
还是交易员来承担风险。



当然对于风险控制的管理手段无法面面俱到，就像是资本市
场上所有的策略都无法屡试不爽，终究还是要取决于市场的
检验。

3、我们总是盲目的：

我们总是盲目的，被现实的假象所迷惑。存活者偏差里说了
挺多的。例如，我们总是看到周围的人混得好，就以为自己
混得很差。其实比自己混得还差的人要多得多。要看清真相
很难，在怀疑论者的眼中，我们无法看清真相，我们以为我
们不那么无知了，或者以为自己比过去不那么无知。但是开
启上帝视角后，会发现人类始终还是无知的。作者举了个俄
罗斯转盘的例子。我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人，但是对失败的
人则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而如果用“俄罗斯转盘”来做类
比的话，这些所谓成功的人，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同一事
件随着时间重复发生，通过运气得来的东西迟早会被运气拿
走。而现实生活比“俄罗斯转盘”，更为复杂，你无法了解
它运作的原理，也无法精确计算概率，粗略计算也很困难。
而很多时候人受着赌徒心态的驱使，会本能拒斥随机性。也
就是说，不认为自己的成功是运气带来的，或者忽视了未来
发生的事件中的随机性。

不过我们的成功真的完全靠运气吗？至少现在我不这么认为
了。作者估计也不认为都是靠运气，经验还是有用的，至少
从作者以历史为师的看法中，他至少不反对这个说法的。虽
然，作者不认为凯撒的胜利，与他们谋略有关。只承认他们
聪明、高贵，但认为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外部力量。

把预测和预言混为一谈，是人类对随机性的无知。人类可以
预测，但无法预知和预言未来。大部分的概率结果往往违背
直觉，所以大多数的时候，人们都会忽视概率。而作者也谈
到认识到概率，其实不是谈机运的问题，而是我们相信有另
类的结果、原因和动机的存在。



4、作者如何屏蔽噪音？

处于不确定的决策者应该少接触媒体。注重老思想，注重与
那些存活下来的老交易员交流。人存在情绪上的缺陷，所以
少看盘比多看盘要好。太密切注意随机性的人，会在情绪上
精疲力尽。

5、进化论：

作者认为新事物未必就比旧事物好，人们吹捧新事物，往往
看到成功者，却把失败者给忽略。所以说新的未必就是好的。
认为进化论是事物朝着完美方向发展，（也就是承认存在即
合理）会导致对进化论的误用。达尔文学说的适应性是用于
长期发展的物种，而不是短期观察到的现象。时间积累消除
了随机性的大部分效应，噪音互相抵消而取得均衡。进化只
能是存在于某一时间序列，而不是所有可能环境的平均值。

6、概率和期望

小傻瓜的读后感篇五

一个有喜欢思考又略不合潮流和大众的金融从业者，思想独
立见解独特。

这本书不断强调的概念是，关于成功的随机性。

梭伦：任何景语都跟随者数不胜数的不行。这种认识就禁止
我们因眼前的享乐而自滋长出轻慢，或去赞美一个人的幸福。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幸福可能还会遭遇变故，因为捉摸不
定的未来还没有来临，它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故只有被上苍
注定终身幸福的人，才可被说成是幸福的。

人们在过分密切地观察随机性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
情感会随着他们体验到的一次次心跳而耗尽。



所以作者对报纸和实时新闻中的高密度噪音并不感兴趣，同
时作者举了一个退休牙医理财过程中过分关注自己账户的例
子，并为医生这个过程中承受的情绪变化做了统计，从每分
钟监测到每一年监测一次账户，后者更利于保持心态平和。
呃……这个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是吗？为什么我们还是想在每
天下班的时候看看理财软件的收益。

在短的时间递进尺度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证券组合的易变性，
而不是它的汇报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看到变动，几乎
看不到别的。我经常告诫自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多只
是变动与回报的组合，不会只有回报。

我们的情感不具备理解这一点的能力。那个牙科医生每月看
一次报表就比不时查看报表时表现得好。也许，他如果一年
只看一次报表，他的业绩会更好。

过多的失败让人沮丧。这两样我都不想要，生物学家雅克莫
诺二三十年前哀叹，人人都相信自己是进化论专家了（同样
的情况也适应于金融市场）；现在的情况更糟了。

许多业余爱好者相信，植物和动物的繁衍都单向朝着完美发
展。把这种思想运用到社会当中去，他们相信，公司和组织
由于竞争的存在（以及年度报表的规范），都不可逆转地朝
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最有实力的会生存下去，最弱小的会消
亡。

事情实际上没那么简单，我们姑且不论达尔文思想的这种应
用是错误的，因为机构组织并不像自然界的成员那样繁衍，
达尔文思想谈的是繁衍的最适性，而不是如何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