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任的速度读后感 信任的速度初中读后感
(精选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信任的速度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通篇讲解了“信任”这一话题，围绕“信任”两个字，
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作者对信任的理解，信任在生活工作
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用信任处理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并引用了一系列知名人士的话，证明历史上或当代名人对信
任的重视程度。作者逐一列举各种案例，从理性的角度讲述
了信任这一比较感性的话题，所以让人看起来更接地气，也
能更准确的理解信任的实际意义。

全篇看下来，本书的结构大方向可以分为两个：如何获取他
人的信任，以及如何去信任他人（包括个人、客户、企业等
团体）。就像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样，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
系都是互相的，因此，信任也应该是互相的。所以，就按照
作者的思路，从被信任与信任两个角度谈谈对这本书的以及
对信任的看法。

第一点，如何获取他人的信任。这一点，我们从小到大接受
了很多的教育，告诉我们做人要诚信，才能获得信任，比如
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不能抄作业，更不能撒谎骗人等等。
当然，作用在最开始就提到了这一点，即当一个人的目的和
行为没有差距，当他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当他是一个表里
如一的人时，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诚实的，最终创造出信用和
信任的是人格上的一致。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是
谈一切信任的前提，也是身处社会的我们为人处世的前提，



没有诚信，其他的一切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了一点，能否解决问题，即有足够
的能力才有信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就是一个不停的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我们身处一个团队中，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职责，负责相应的事务，只有当我们的能力足以支撑
起这项职责，能妥善的解决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保证相应流
程的正常运转，才能够激发别人对我们的信任。这一点自己
平时没有总结出来，但现实中却一直在用。小的事比如他人
委托我一件事，如果在限定时间内能高效完成，并不出疏漏，
即成为一个靠谱的人，那么他人就愿意信任我，以后也愿意
把更多的事交代给我；大的事比如银行贷款，当企业经营良
好，资金流动充分，能按时还款，资产负债表正常，那么银
行就更愿意贷款，也更愿意给更好的条件，这就是银行对企
业的信任。自己总结一下就是，只有当你的能力能支撑起他
人的嘱托，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

第二点，如何信任他人。现代社会高速发展，对时效、速度、
专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所以非
常需要人与人、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协调配合，这就需要信任
他人。那么如何信用他人呢？首先，要找到明智的信任，即
要对让人有足够的了解，发现他人身上值得自己信任的东西，
或者说要有信任的价值。如果一个人交往多年一直非常诚信，
从不违约，也有足够的能力，做事比较靠谱，那么大概率是
值得信任的；相反，如果历史上经常出现违约、骗人的事情，
那么大概率是不诚信的，自然不能信任，否则对我们来说就
是一种风险，一个炸弹，随时有可能伤害到自己。

其次，在明智的信任的基础上，要敢于激发信任，或者说建
立起之前没有过的信任。当我们对一个人足够了解以后，主
动给予信任，鼓励他们尝试一些挑战，做一些没做过的事，
这既是一种对他人的信任，也是在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比
如在生活中，当我们对小孩说我相信你，自己去尝试完成某
一件事，而他又真的做到了的时候，我们即相信他进步了，



又获得了他的信任。我们一直尝试这种方法，双发的信任以
及能力都能不断进步。

原来我们对信任的理解还是比较浅层次的，更多的是关乎诚
信这一面。这本书从多个层面来讲述作者对信任的理解，即
讲述了信任的意义，还告诉我们一些方法，从点到线再到面
的建立起自己与他人的信任网络，让生活和工作更高效的运
转，这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

信任的速度读后感篇二

朋友推荐读《信任的速度》这本书时，我心存疑虑：“信
任”不是人人皆知的东西吗，这本书真有可读性？读过后才
知道，这本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以前对信任的理解。

首先，信任的力量是“一个可以改变一切的力量”。大家都
知道信任的重要性，因为信任能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一个不
诚实、不讲信用的人，他的品德在别人眼里是要大打折扣的。
但是，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信任有如此巨大
的力量，但由于人们对这个力量缺乏了解，往往在不经意间
忽视它的存在，低估它的潜能。“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最强
大的政府、最成功的企业，最繁荣的经济，最具影响力的领
导者，最伟大的友谊，最坚强的个性，最深的'爱，统统都会
被摧毁”。“每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个小时，信任时
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当前的生活质
量，还将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轨道产生深远的影响，不管是个
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通过阅读书中大量的事例以及作者
深入浅出的分析，并且联系自己及身边人的一些实际，我深
刻地认识到了书中这两段话的分量，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任的
力量。信任是一切影响力的根基，尤其在当今世界信任的影
响力更为巨大，原因之一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
代，一个开放的时代，所有事情围绕着合作关系运转，而合
作关系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信任。



这本书还挑战了人们多年以来关于信任的成见，展现给我们
的是，信任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美德，更是一个有形的经
济推动力，是效率的源泉。当信任上升，效率会随之上升，
而成本则随之下降，从而创造出作者所说的“信任红利”；
否则，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就要支付“低信任税”。事实
上，在很多交往中，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支付着这种隐藏的
低信任税。

其次，“信任是品德和才能的函数，品德和才能同样重要”。
品德包括你的诚信，你的动机，你对人的态度等。才能包括
你的能力，你的技巧，你的记录，你的资历等。该书作者史
蒂芬bmbr柯维将信任分为四个核心――诚实、动机、能力、
成果。其中，诚实和动机被归为品德问题；能力和成果被归
为才能问题。通常，我们习惯把信任归为品德范畴，但重要
的是，我们同样要把信任看做才能。人们往往信任那些既诚
实又能办成事的人。假如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做事的动机良
好，但能力不强，每天的任务无力完成，领导和同事还会对
你信任吗？假如你有能力完成任务，也有良好的业绩，但是
做事的动机不纯，心存私心，领导和同事知道了还会信任你
吗？所以品德和才能同等重要。品德是信任的基础，是常量，
任何时候它对信任都是必要的。而才能是依据情况而变化的，
某人在某个方面有才能不能代表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有才能。

在信任的4个核心里面，我感受最深的是动机和成果。良好的
动机有助于赢得信任，而改善动机的基本因素是持有“充
足”的观念。充足的观念也是共赢的观念，它是一种看问题
的角度，“充足”的意思是有足够的东西供大家分享。除了
类似比赛名次这类“稀缺”资源，事实上，生活中多数东西
是充足的。关于“成果”，它是评价一个人才能的实实在在
的东西，譬如一个人的业绩、资历、良好记录等。即使你有
能力，但你不能把事情办成，也不会得到信任。

信任包含个人的信任、与他人关系上的信任、组织的信任、
市场的信任、社会的信任。该5个层面的信任存在层层递进的



关系，所有人在前两层信任即个人的信任和关系的信任里都
有很大的影响力，即使是最后一层的社会信任，它的根源也
在于个人的信任。对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个人信任问题
首先会波及他与他人关系上的信任，然后会波及组织内部的
信任，最终还会波及社会的信任。组织和社会的高信任度来
源于这个组织和社会成员的个人信任。

第三，“在建立信任方面，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作者
在书中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和别人的扭转不利局面的经验。他
让我们相信，信任并不是多数人想象的那么虚幻，那么模糊。
相反，它很具体、可操作。他让我们乐观地看到，大多数情
况下，信任是可以重建的。不管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不论信任度有多低，都可以积极地建立或重建信任，而这并
不是遥不可及的。不论是在个人关系中还是在工作关系中，
有13种行为可以极大地增强我们建立信任的能力。这13种行
为分别是：直率交流，表达尊重，公开透明，匡救弥缝，显
示忠诚，取得成果，追求进步，面对显示，明确期望，负起
责任，先听后说，信守承诺，传递信任。这13种行为来自于
自我信任的4个核心，都需要品德和才能的结合；而且每种行
为都不能把它推到极致，否则就会变成一种弱势；另外，
这13种行为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种平衡，如“直率交
流”需要“表达尊重”来平衡。

总之，信任带来的效率是最高的。

信任的速度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的leader推荐给我的--史蒂芬・
柯维的经典管理学书《信任的速度》。

该书是联想全球高管的红宝书，被誉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
习惯》以来写得最好的书。一经发表就占据了《纽约时报》和
《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的第一名。



书中史蒂芬・柯维通过平实的语言、严谨的叙述向读者朋友
们讲解了信任的五个维度：

自我信任、关系的信任、组织的信任、市场的信任、社会的
信任

信用的四个核心：

诚实、动机、能力、成果

建立信任的十三种行为：

虽然好像看完这个提纲之后全书就没有什么神秘感可言了，
但千万不要觉得只看提纲就够了鸭。以前看过一个很认同的
说法：“看碎片化的文字最多能学会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静下心来看一本书可以教你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论。”

求人以鱼，不如求人以渔。

还是希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翻开这本书，亲自去
书中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细节。因此呢，在本文中，我们不讲
道理，只谈感受，毕竟这也是小葱白更加擅长的领域。

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一个观点让我深受启发。

“信任红利”&“信任可重建”

看到「信任红利」这个概念，我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是呀！原来信任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在互
相信任的良性关系里，我们彼此都会收获到实实在在的，可
以被转化为金钱或者资本的信任红利；而在互相猜忌的恶性
关系里，我们则时时刻刻被征收着巨额的`“信任税“，这样的
“信任税”不仅会让我们效率低下，更有甚者，让我们的工
作完全无法得以开展！



信任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
落到实处、可以用数字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

而「信任可重建」则给我灌输了一种“发展”的思维模式。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如何重建信任”？嘿，我就不。

初入职场，我们总是一边无比害怕犯错，一边犯着数不清的
错。我们为什么害怕犯错？因为怕我们还太“弱”，后果承
担不了。因为怕在没有信任基础的前提下犯了错，从此失去
被信任的资格。

当我看到“信任可重建”这个概念时，我突然就明白了。犯
错又怎样，及时纠正错误，及时汲取养分实现快速成长，比
墨守陈规、止步不前的员工更可爱。

不要害怕走出你的舒适圈，不要害怕做暂时不擅长的事情，
用经历恣意作画就是一张白纸最好的自我修养。

信任的速度读后感篇四

说到诚信，我的第一映像是要“说到做到，要言行一致”。
但今天读了《信任的速度》后，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
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
实无妄之谓。诚即天道,天道酬诚”。言行须循天道，说真话，
做实事，反对虚伪。意思为诚实。《说文解字》认为“人言
为信”，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可见，“信”不仅要
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切忌大话、空话、假话，而且要求做
事也要诚实可靠。而“信”的基本内涵也是信守诺言、言行
一致、诚实不欺。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诚信的核心
就是做事实，说实话。但往往我们却发现，自己既是这样做
了，也还无法得到别人的信任，由此就开始抱怨别人的偏见，



甚至开始愤世嫉俗。

在《信任的速度》中，stephen & rebecca l从西方人的眼光给
了我们新的启示。在书中，信任被分为了四个核心——诚实、
动机、能力、成果。其中，诚实和动机被归为品德问题；能
力和成果被归为才能问题。在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豁然开
朗的感觉，原来我们一直所做的，只是做到了诚实或动机这
一、二个核心而已。

诚实和动机不用我解释，我想大家也能通过字面意思明白。
那么能力和成果呢？

能力是我们提升信心的手段，既是提升自己的信心，也是提
升别人的信心。例如：一项尖端的技术工作，一个生手和一
个高级技工，哪位更能取得雇主的信任？当然，这里的能力
还包含了我们就建立、培育、传递和重建信任的能力。

成果其实也好解释，直白的说，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应该完成
的事，就会削弱我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实现了自
己所承诺的结果，就会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声誉随之而来。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最为常见，例如：某一
个供应商，他积极的想为公司提供服务，当公司提出需求的
时候，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他承诺了下午送货，在这个时
候，他在诚实和动机上都还没有出现问题。但到了下午，供
应商在配送能力上出现了错误（能力不能满足），导致货物
没有按时送到。这个时候，作为业主是什么感觉，我想你一
定不会相信他是无意犯错，这个时候，供应商的诚信就受到
了损失。

”诚实“是地表以下的基础，是信用之树赖以为生的树
根；”动机“是地表之上的树干；”能力“是树枝。是我们
创造成果的能力；”成果“就是树上的果实，是可见的，可
触摸的，可衡量的结果，最容易被人看到评价。



信任的速度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的leader推荐给我的--史蒂
芬·柯维的经典管理学书《信任的速度》。

该书是联想全球高管的红宝书，被誉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
习惯》以来写得最好的书。一经发表就占据了《纽约时报》和
《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的第一名。

书中史蒂芬·柯维通过平实的语言、严谨的叙述向读者朋友
们讲解了信任的五个维度：

自我信任、关系的信任、组织的信任、市场的信任、社会的
信任

诚实、动机、能力、成果

虽然好像看完这个提纲之后全书就没有什么神秘感可言了，
但千万不要觉得只看提纲就够了鸭。以前看过一个很认同的
说法：“看碎片化的文字最多能学会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静下心来看一本书可以教你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论。”

求人以鱼，不如求人以渔。

还是希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翻开这本书，亲自去
书中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细节。因此呢，在本文中，我们不讲
道理，只谈感受，毕竟这也是小葱白更加擅长的领域。

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一个观点让我深受启发。

“信任红利”&“信任可重建”

看到「信任红利」这个概念，我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是呀！原来信任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在互
相信任的良性关系里，我们彼此都会收获到实实在在的，可
以被转化为金钱或者资本的信任红利；而在互相猜忌的恶性
关系里，我们则时时刻刻被征收着巨额的“信任税“，这样的
“信任税”不仅会让我们效率低下，更有甚者，让我们的工
作完全无法得以开展！

信任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
落到实处、可以用数字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

而「信任可重建」则给我灌输了一种“发展”的思维模式。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如何重建信任”？嘿，我就不。

初入职场，我们总是一边无比害怕犯错，一边犯着数不清的
错。我们为什么害怕犯错？因为怕我们还太“弱”，后果承
担不了。因为怕在没有信任基础的前提下犯了错，从此失去
被信任的资格。

当我看到“信任可重建”这个概念时，我突然就明白了。犯
错又怎样，及时纠正错误，及时汲取养分实现快速成长，比
墨守陈规、止步不前的员工更可爱。

不要害怕走出你的舒适圈，不要害怕做暂时不擅长的事情，
用经历恣意作画就是一张白纸最好的自我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