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赢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双赢读后感篇一

在一个略显燥热的夏日午后，走在树阴下，风吹过了，一只
鸟儿叫了声，飞远了，不知又有多少种子随着北迁而来的飞
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大自然就是这样生生不息：果实作
了鸟儿的食物，鸟儿作了种子的翅膀。

“双赢是一种智慧”，不知在哪本杂志上阅读过这短句，却
并没像往常那样，匆匆扫过，而记下了。这时便出现在我脑
海。

曾记得有这样个故事有一个木匠不小心将建设宫殿的木材做
短了，于是石匠借此就做出了隆起的石墩。既保全了木匠的
性命又为宫殿多增了一分姿采。

人类在自然母亲的教化下，懂得了一种简单而又智慧的道
理——双赢。

取长补短，互利共赢，不仅在当今社会得到广泛认同，早在
古代，人们提出双赢这种智慧的行为准则。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双赢，
它抹去了勉强别人所带来的压力，也减少了被别人勉强所带
来的痛苦;“姜太公钓鱼”是一种行动上的双赢，他避免了垂
钓人枯坐求鱼时的心焦，也减少了池中鱼儿嬉闹时的忐忑。
两不伤害，求的是一份静默，是一份期许和等待。于是孔圣
人成就了美名，于是姜子牙等到了他的伯乐。



郑和是一个航海家，率领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他带着皇帝
的圣旨，所到之处，送陶瓷，送丝绸，送茶叶。他送去是一
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文化，同时也收获了异域文化，更有他
国对天朝的膜拜。他是东方的“礼”，是东方的智慧。当哥
伦布带着他远洋的发现，成为了西方殖民者在海上旅行的明
灯时，他只不过是一个殖民者的先驱，为了东方的黄金，为
了东方的丝绸而来。所到之处，带给土著居民以灾难，带走
了车载斗量的财富，留下了殖民地上泣血的控诉。所以郑和
的航海史是金色的，处处焕发着“双赢”所带来的智慧光辉;
所以哥伦布的航海史是血色的，处处浸染着贪婪所带来的罪
恶。

双赢，是一种智慧，它源于尚“礼”的人。历代追求的和谐，
一如佛语有云，“祸往者福来”。这是一种善心的付出，又
是种智慧的回报。

双赢是一种由自然而来的智者之思，也是是一种智慧。

想了很多，风又吹了，送来小雨将至的凉意。

双赢读后感篇二

《达尔文之父的逆向思维》这一篇讲述了他的爸爸是医生，
一天他爸爸把家里的门粉刷了一下，可是他的儿子达尔文每
天都要在门上踢一个又一个的脚印，他总是在从新粉刷一次，
他吵过达尔文好多次，可是达尔文就不听，他很烦。有一次
他在给一名女患者打针时，她一直大叫，他说让她不叫，可
是她不听，他很生气，变说你叫吧，叫完了我在给你打针，
可患者便不叫了。他对大叫的患者试了好多此，很有效能，
于是回家他对儿子说让他每天在门上踢一个脚印，后来奇迹
出现了，儿子没有在在门上踢一个脚印了。

希望大家选择自己正确的路，不要选择别人走过的路。



双赢读后感篇三

苏霍姆林斯基善于思考，善于思考是他精彩教育生涯中最具
魅力之处。在第五条建议中可以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大师的教
育智慧，似乎看到他正在凝神研究教育中的每一个细节，寻
找适合不同孩子的教育方法，发展他们的思维。第一套是指
学生必须熟记和保持在记忆里的材料，第二套是指课外阅读
和其他的资源来源。

两条大纲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第一套是基础，第二套是保
证第一套顺利完成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需要学生识记和保持在头脑里的知识是很多的，它是后期学
习中前进的保障。犹如电脑硬件一样，有配备才能有输出。
许多学生对后期学习失去兴趣，沦为学困生，最主要的原因
在于硬件配备不够，储存的能量不够，没有输入哪有输出！
久而久之学习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吃力。

第二套大纲强调就强调课文阅读，通过阅读来弥补他们的知
识缺陷。在呈现一种新知识的时候，给学生提供大量与此有
关的感兴趣的阅读内容，以便让孩子们更轻松更好地理解新
知，并在阅读中发展思维，产生疑问，从而进一步激起孩子
们的求知热情。

阅读是一副良药，是教师前行的助手，更是孩子求知的钥匙。
只要多阅读，思维才会越来越敏捷，后继的学习也会变得越
来越简单。

双赢读后感篇四

双赢的方式有很多，如何通过有效沟通实现双赢?为此本站小
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 沟通创造双赢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当我们沟通的时候，无论他是总统，还是小职员;他是老人，
还是小孩;既然要达到双赢的沟通，就一定要先尊重对方。

我觉得沟通必须你认为对方是你沟通的对象，可是，如果你
想创造双赢的机会，那就要有四个条件，第一点是我刚才说
的，要先尊重对方，第二点，要认可对方可以和你交流，第
三点，如果你看不起对方，就不要和他沟通，第四点，想沟
通，必须要和对方平起平坐，如果你是他的上司，就直接命
令他就得了。

第一快讲完了，现在开始讲第二块，想创造双赢的沟通，还
要认清目标和底线。

沟通就像爬山，你先要设定目标，然后向着目标走。有人走
大路，有人爬小路无论你从哪一条上去，都不能忘了方向、
忘了目标。如果目标没弄清楚，沟通就会出问题。

双项的沟通，就像讨价还价。你不可能让他全部得逞，他也
不可能对你完全让步，双方都有“让步”，也都有“斩获”
的情况下，才能叫做“双赢的沟通”。

近日，阅读了旅美作家刘墉所著的《创造双赢的沟通》一书，
此书以最浅近的文字和最生动的故事，让大家领会沟通的妙
处。可以说，沟通是生活，也是一门大学问。

人与人的交往，无疑是一门艺术。相处得好，会出现双赢的
局面，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而相处不好，则会造成彼此之
间的冷漠，拉开距离，从而产生隔阂。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
的纽带，我想，沟通、理解与倾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创造良好交往关系的不二法门。

日常生活中难免出现矛盾，彼此之间的相处是人社会属性很
重要的一部分。对事件的看法不同，行事方式的差异都可能
引起一些摩擦。出现这种情况时，唯有以心换心，换位思考，



拿出宽容理解、真诚沟通、乐于倾听的姿态，才能有效地把
误会与不解转化为交往中的润滑剂。无论是对亲人，还是对
朋友，在相处时都适用此道。

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基于沟通，
来达到了解对方;通过倾听，达到欣赏对方;通过理解，达到
包容对方。过程恐怕有些转弯和阻碍，但相信只要抱着理解、
沟通、倾听的心情，一定可以获得和-谐融洽的关系。

有点及面，从小看大。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质疑的声音，也伴随着
怀疑与不解。但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才能推动每一次小小
的进步，唯有敢于乐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才能奏出美妙的乐
章。合情合理的质疑，有助于走上通向完美的康庄大道，让
奋斗的历程显得更为可贵难得;无情无理的声音，也同样可以
砥砺着把每件事做得更趋向完善，见证着过程中不懈地努力。

人我的相处，以真诚宽容为自然;语言的沟通，以体谅平和为
雅量;事务的交流，以公理正义为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在倾听、理解、沟通中得到了升
华。

对于商人来说，他们认为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是
因为他们具有合作的能力。对于球迷们来说，他们认为一个
球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也是善于合作。对于作为
学生的我来说，学习的好坏也是在于合作!

学会于他人合作可以让我们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合作不仅给
别人带来发展，还会给自己带来成功!合作意味着双赢!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经说过：“如果你能够使别人乐意和你
合作，不论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无往不胜。”

只猴子分别放在两座孤岛上。弱小的那只过着群居生活，渐



渐地长得又高又大。强壮的那只让它离开群体，靠自己独立
生活。一个月后，科学家发现原本强壮的猴子死了。这个实
验说明合作可以让弱小变成坚强。

我们学校在实行合作性学习，这是让我们在学会做人、学会
做事的同时学会于他人沟通，互相交流。在交流、合作的同
时共同进步，力争双赢。自从开展合作性学习以来，我们的
合作意识增强。我们小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习中，我们组员之间互相帮助。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去问会做的同学。我们彼此互相督促。记得有一次，我和小
组的同学为了一道数学题而争的面红耳赤。我坚持自己的观
点，其他几位同学坚持他们的观点。他们一遍有一遍地给我
讲他们的做法，我却一遍有一遍地给他们讲我的想法。为了
这道题我们差点吵起来呢。后来我就去问老师，结果我的做
法正确的。老师也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来。虽然，我们为
了一道题用去了半节课的时间，但是我们觉的很值得。因为
经过我们师生之间的合作，我们不仅明白了这道题，我们更
多的收获是明白了做题的方法。以后，我们又遇到了这道题，
有的同学已经忘了，但是我们组都会做这道题。当我看到试
卷上的那个红红的对号，心想：合作真好!通过我们之间的合
作，大家变的更加团结了。所以才会获得一次又一次的“优
秀小组”的称号。

交流与合作不仅能扩大我们的知识面，提高学习效率，还能
激发我们的思维，提高创造力。同时，交流和合作还能增进
同学之间的友谊，促进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善于合作，是
一种聪明的选择。只有我们善于合作，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
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功。合作就是1十12.合作会让我们变的
更加完美。我们的世界不仅充满了竞争与挑战，也需要合作
与交流。

拥有合作，用心沟通，才能拥抱成功!实现双赢!



在一个略显燥热的夏日午后，走在树阴下，风吹过了，一只
鸟儿叫了声，飞远了，不知又有多少种子随着北迁而来的飞
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大自然就是这样生生不息：果实作
了鸟儿的食物，鸟儿作了种子的翅膀。

“双赢是一种智慧”，不知在哪本杂志上阅读过这短句，却
并没像往常那样，匆匆扫过，而记下了。这时便出现在我脑
海。

曾记得有这样个故事有一个木匠不小心将建设宫殿的木材做
短了，于是石匠借此就做出了隆起的石墩。既保全了木匠的
性命又为宫殿多增了一分姿采。

人类在自然母亲的教化下，懂得了一种简单而又智慧的道
理——双赢。

取长补短，互利共赢，不仅在当今社会得到广泛认同，早在
古代，人们提出双赢这种智慧的行为准则。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双赢，
它抹去了勉强别人所带来的压力，也减少了被别人勉强所带
来的痛苦;“姜太公钓鱼”是一种行动上的双赢，他避免了垂
钓人枯坐求鱼时的心焦，也减少了池中鱼儿嬉闹时的忐忑。
两不伤害，求的是一份静默，是一份期许和等待。于是孔圣
人成就了美名，于是姜子牙等到了他的伯乐。

郑和是一个航海家，率领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他带着皇帝
的圣旨，所到之处，送陶瓷，送丝绸，送茶叶。他送去是一
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文化，同时也收获了异域文化，更有他
国对天朝的膜拜。他是东方的“礼”，是东方的智慧。当哥
伦布带着他远洋的发现，成为了西方殖民者在海上旅行的明
灯时，他只不过是一个殖民者的先驱，为了东方的黄金，为
了东方的丝绸而来。所到之处，带给土著居民以灾难，带走
了车载斗量的财富，留下了殖民地上泣血的控诉。所以郑和



的航海史是金色的，处处焕发着“双赢”所带来的智慧光辉;
所以哥伦布的航海史是血色的，处处浸染着贪婪所带来的罪
恶。

双赢，是一种智慧，它源于尚“礼”的人。历代追求的和谐，
一如佛语有云，“祸往者福来”。这是一种善心的付出，又
是种智慧的回报。

双赢是一种由自然而来的智者之思，也是是一种智慧。

想了很多，风又吹了，送来小雨将至的凉意。

双赢读后感篇五

创新是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事物的一种活动和探索。当我们
选这门选修的时候是保抱着好奇的心态去，当我们接触到创
新的新奇的时候，我们被他深深的吸引了。

创新是人自我发展的基本路径。创新与积累行为构成一个矛
盾发展过程。创新是对于重复、简单的劳动方式的否定，是
对于人类实践范畴的超越。新的创造方式创造新的自我！黑
格尔说过：“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
功。”所有个人行为的动力，都要通过他的头脑，转变为他
的愿望，才能使之付诸行动。如果一个学生仅仅记住了数学
的各种定理与公式，而不能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发现新问题，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学习老师讲的知识，只记忆书本上的
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应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的基础上，勇
于探索，善于创新。那就是教师应在教学中引导和培养学生
的好奇心理，这是唤起创新意识的起点和基础。

创新思维是指对事物间的联系进行前所未有的思考，从而创
造出新事物的思维方法，是一切具有崭新内容的思维形式的
总和。一切需要创新的活动都离不开思考，离不开创新思维，



可以说，创新思维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开始。创新思维是思维
的高级形态，因此既有一般思维的基本性质，又有其自身特
征与常规思维相比，创新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流畅性、
变通性和独创性，而这些特性的产生在与巧妙地发挥了人脑
思维的潜能，特别是与右半脑的功能密切相关。凡是能想出
新点子、创造出新事物、发现新路子的思维都属于创新思维。
例如：古希腊着名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生于中亚的莱普沙克
斯，他思维灵活、想象力丰富。有一次阿那克西米尼随亚历
山大远征波斯，在军队将要占领莱普沙克斯时，他为使故乡
免受兵燹，前往拜见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