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的读后感(精选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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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的读后感篇一

课程内容：

一、如何建立积极心态

1、什么是职业化

2、观念的改变

3、心态的改变

4、心态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5、如何建立积极心态

二、对待工作――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工作

1、你在为谁打工

2、赢利来自于为企业创造价值

a、你的工作有价值吗

b、你所创造的价值对企业有多重要

c、为什么不乐意付出



d、做个付出的人

e、付出就不要抱怨

3、对自己工作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a、尊重自己的选择

b、明确自己的职责

c、负责，就不要找借口

4、追求卓越的工作品质

a、品质是价值与尊严的起点

b、用心去做

c、重视小事与细节

d、持续改善，追求卓越

三、对待企业――企业是你的顾客

1、什么是企业文化

2、对企业要有服务的心态

3、要有推销的意识

4、接受并尊重你的领导

a、不要期望领导的完美



b、多从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

c、尊重但不盲从

四、对待自己――严格的'自我管理

（一）、1、仪表服饰规范

a、外在形象及服饰的重要性

b、职场人员形象四原则

c、职场人员着装六不准

d、职场着装的场合及要素

e、女职场人员的形象要求

f、男职场人员的形象要求

2、行为举止规范

a、体态――无声的语言

b、标准姿势、表情、手势语

c、身体的姿势语及三忌三适

（二）、企业员工建立团队精神

1、团队的三要素

2、团队精神的内涵



3、团队士气

4、从我做起

（三）、严格的自我管理

1、明确的价值观

2、确定目标和追求

3、经常保持微笑

4、学会和各种人愉快的相处

5、学会处乱不惊

6、用好时间做对事

7、偶尔放松自己舒缓压力

8、保持高度的自信心

9、你错过了什么？

职业的读后感篇二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这是赵本山的经典作品
《卖拐》中的台词，不管其是雅是俗、是对是错，总之其形
象的描述了一个伙夫或大款的形象，职业化就是既能做正确
的事又能正确的做事，简单的说就是干什么像什么，职业化
管理就是使员工干什么像什么的管理，例如，对销售人员的
职业化管理的结果就是使销售人员无论从性格特征、技能、
行为和形象都要像一个销售人员。

职业化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从事什么职业的人，他的性格特征、



知识技能、行为表现和形象装饰都应非常符合该职业的要求，
一个职业化的员工就是符合“本性的倾向、术业的专攻、举
止的方寸”三个方面的员工。

(1)职业化管理通过变个人榜样为职业榜样，加速了员工整体
业绩的提升;

(4)职业化管理通过明确不同职业员工行为的标准，为员工提
供了可操作的工作指南，帮助员工在工作中学会正确地做事。

任职资格标准的结构包括职业素养，职业知识与技能和职业
行为标准三个基本结构。职业素养标准就是从事该职业员工
须具备的品质特征，一般包括4～6项，如进取心、责任心、
团队精神、服务意识、城信、廉洁、忠诚度等。职业知识与
技能标准是该职业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必备知识、
专业技能和专业经验等三个部分。

标杆人物分析与实地观察，目的是通过标杆人物的分析，确
定该类业务任职资格标准的一手资料，主要方法包括访谈法、
问卷调查法和观察法。

通过分析得到任职资格标准的雏形，提交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评审的内容主要包括：标准的整体架构是否合理;标准的内容
是否体现了公司人才培训总的方向，完整性如何;标准的可操
作性如何。根据评审小组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订。

员工任职资格评定是指为证明员工是否达到相应任职资格，
为按相应职业行为标准要求开展工作而进行的鉴定活动。任
职资格评价的依据是任职资格的标准，因此，任职资格评价
的内容应该包括：职业素养(核心素质)的测评，职业知识与
技能的测评，职业行为规范等级的测评三个部分。

首先，根据开发的标准和公司的日常运作方式，设计可操作
的评价方法与程序，编制相应的评价表格，讨论确定评价的



周期、评价小组成员组成等;然后，由人力资源部牵头，从公
司关键岗位入手，自上而下逐步地对公司内所有人员进行任
职资格标准的评定;最后，对评定的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备
案，并确定下一次应用计划。进行职业资格评定时必须坚持
以下几个原则：

(4)为了能够将职业资格评价的结果得到有效的利用，在进行
评定之前，必须明确评定结果将如何应用，并让员工清楚评
定结果对其有什么直接的、现实的利益关系，激发员工参与
并支持评定的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也有了
很大的改善，然而，现实中还经常出现管理者角色错位、忙
而无效的现象，经常出现优秀员工的经验不能共享的现象，
经常出现员工不能做正确的事和不能正确的做事的等现象。
职业化管理就是解决以上现象的有效措施，希望通过以上的
分析和介绍，能够帮助我国企业在职业化管理的水平上更进
一步。

职业的读后感篇三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
缺乏高素质的职业化员工。可以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职业化程度的高低。就像一场足球比
赛，职业运动员与业余运动员同场竞技，其结果不言自明。

有人统计，目前中国企业的效率是美国的1/25，日本的1/26，
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主要就是中国企业的员工目前还不够
职业化。

有一家生产乐器的中国企业，废品率高于10%。有一次其公司
负责人了解到日本同行的废品率仅是1%。于是他去日本企业
考察，发现在日本的企业里，员工进行生产的操作台上面物
品摆放整齐划一，没有任何私人的物品。桌子上面都画好格



子，哪个位置放置什么工具，哪个位置放水杯，而且位置的
安排十分符合劳动操作规范和程序。楼梯上也有一条线，员
工走楼梯都靠右侧行走，以方便他人紧急通行。日本员工在
工作时间几乎没有闲聊的，都是在聚精会神地做自己的本职
工作。

而在同行的这家中国企业里，上班时间员工聊天、吃东西、
干私事，可以说干什么的都有，上个厕所也要花半个多小时。

对此，那位公司负责人不由得感叹道：员工职业化程度的高
低的确影响着企业的效率和效益。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最终都需要员工来
完成，而员工能否出色地完成工作则取决于其职业化程度的
高低。所以说，职业化员工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石，是企业
制胜的关键。因为制度制定得再完美，如果没有职业化员工
去贯彻执行就等于一堆废纸。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很多优秀企业的领导人对员工的职业
化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美国某报社记者曾经采访张瑞敏，问他在企业中扮演何种角
色。他说两种角色：一是设计师，二是牧师。要不断布道，
使员工接受职业化教育，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工作中。

瑞敏强调：企业要靠无形资产来盘活有形资产。只有先盘活
人，才能盘活资产，而盘活人的关键在于铸造职业化员工，
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

有一次，海尔驻广东分公司的一名员工用出租车给潮州的一
位客户送当时还十分少见的滚筒洗衣机。然而，在离潮州还
有2公里的地方，出租车被检查站扣住了。这名员工只得卸下
洗衣机，站在路边拦车，但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



最后这名员工背着75公斤的洗衣机走了3个小时，硬是把它送
到了客户家中。知道了事情――的客户，非常感动。

的确，员工职业化程度的高低不仅决定了员工的未来和发展，
而且还直接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潜力和成功的可能。

调查统计显示：一般情况下，()一个员工只能发挥自身能力
的40%――50%;但如果这名员工能够受到良好的职业化素质教
育，那么他就能发挥其能力的80%――90%，从而既提高了工
作的效率，也提升他个人的职业竞争力。我们常常听到一些
企业的部门经理摇着头感叹：“这个人能力尚可，就是职业
素质太差了。”

其实，我们的身边不乏很多高智商、高学历，甚至是高能力
的失败者，他们的失败并非能力不足、学识不够，而是在于
缺乏职业化素质。同样，我们身边也大有学历不高，却取得
职业成功的人，但他们的成功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具有高度的
职业化！

职业的读后感篇四

11月8日，参加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举办的管理大讲堂活动，
由山西省人力资源专家谷成生先生讲解了《如何打造职业化
团队》。这是我第三次参加管理大讲堂活动了。活动系公益
性质的，门票30元。耽误半天的休息时间，话费30块钱，能
够聆听专家的讲解。能结识各行各业的同仁!确实很值得。

谷成生先生从职业化、职业化团队、职业化团队打造等几个
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学完后，我把内容梳理了一下，对
如何打造职业化团队有了宏观系统的认识。

一、职业化是现代管理的重要标志，职业化不单是专业，谷
老师从职业道德、专业、态度等几个方面进行的分析。其实
职业化很大一方面是道德领域的概念!在公民道德缺失的今天，



学习这些知识很有必要!

二、自己职业吗?对照职业化的标准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职业化。
俗话说：干什么吆喝什么。这是职业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我
们说的专业!从事什么专业就要说行业术语，不要让人感觉不
专业。

职业的读后感篇五

公司组织观看余世维博士的《打造职业化团队》，通过学习
我颇有感触，余博士在书中讲到职业化就是专职化或者专业
化，它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职业化的工作技能，第二个
是职业化的工作形象，第三个是职业化的工作态度，第四个
是职业化的工作道德。

协作是沟通、是信任、是有共同认识、有共同目标的团体。
这种协作不应该停留在表面。具备“协作”精神的团体正是
余博士提出的“职业化团队”的体现。协作的团队不是互相
依赖和要求的群体，而是主动寻求需要帮助的群体。网络和
通迅方式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突破
办公桌的局限，利用各种资源寻求更为广泛的“协作”。余
博士“打造职业化团队”，它要求的是个人的职业化，更强
调了团体的职业化，任何企业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团队，优
秀团队里面最优秀的人便成为领军人物，领军人物应该是能
寻找和开拓新疆域的开拓者，他就像骑在马上的将军一样，
旗帜一挥，所有的将士都接踵而来。真正“职业化的团队”
并不是按人数算那么简单的，优秀的团队总是能让“效益最
大化”，在任何时候，团队成员之间互相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信任是构建团队的“基石”，而“团结”更是一种的
企业精神，它们能让企业形成一股集体向前的力量。优秀的
团体不是个人的功劳，他需要团队中每个成员的开拓精神，
真正拥有开拓精神的群体能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而价值是
让企业存在和发展下去的最基本要素。



“协作”必须具备“职业化的工作道德”，它更是余博士
在“打造职业化的工作团队”中“团队”工作的体现，“众
人拾柴火焰高”，在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懂得协
调作战，带动、组织、融入一个优秀的团队。我认为任何一
个优秀的团队都是沟通良好并有共同目标的团体。这种沟通
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员工和领导之间、领导和领导之间，
更包括企业和行业之间的沟通，而目标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协作”的团体更能体现一
个企业的核心文化。比如说看病，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找
医生，一种是看医书自诊。对人也好，对企业也好，其实最
好的办法是懂得自诊自救，防患于未然，因为送到医生那里
通常是大病甚至病入膏肓了，而协作的团体总是能预先发现
病状并把它阻止在萌芽阶段。在公司里面，我们是个整体，
就像是整幢房子的砖和瓦，如果某一处出现了问题必然影响
整个工程的质量，因此，我们应该互相诊断、互相帮助、互
相学习，真正做到齐心协力构建摩天大楼。

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我对余博士提出的职业化四点总结了一
下自己的看法：第一，我们对自己做的事内行不内行，知识
丰富不丰富，技能好不好，这是职业化的工作技能;第二，我
们的样子像不像搞这一行的，合不合乎这一行的规矩，有没
有这一行所要求的基本素质，这是形象;第三，我们做这个事
情的时候，是不是很认真去做，凡事力求完美的做好，这是
态度;第四，公司一成立就想一直运营下去，我们作为公司的
一员应该做到时时、事事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代表并维护
着公司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