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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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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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篇一

首先是作者自己眼中的教育常识，它绝非教育常识的全部。
我期待通过对教育常识的追问，唤醒对常识的尊重和敬畏。
让教师们认识到教育常识的原点就是人性常识，是对人的天
性的认识。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能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质疑，并在实践中完成对自我的建构。生命的欢愉之一，来
自于对常识的寻找和运用。生命的艰难，又何尝不是如此？
仅以此书献给天下所有的教育者！教育即转化。“教育的过
程是转化的过程。”――李政涛。作者专门用了一节内容阐
释这个观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

作者在文前提到这样一种现象：教师觉得自己讲的很清楚了，
但学生还是不明白。在教师看来，再简单不过的知识和道理，
在学生那里却是一片复杂的混沌。这与简单、备课有直接关
系。在课堂上我们是使教学很简单思考工作，引导了每位学
生很明显的理解，但是有些同学很多很多缺乏理解，完全不
明白的地方，是否我们教师教育着很简单讲授方法和很简单
教学过程吗？简而言之就是教学重难点的把握与处理方法问
题就可以，可大部分的聋人学生完全看不明白的，有问题是
我们的教学操作方法的，然后发现我们聋人学生缺乏文化理
解的，会影响着我们学生着文化沟通很困难，后来我们老师
会努力为聋人学生改新认识知识的地方或者新社会生活上交
流沟通。有把握好了这一点，顺其自然在讲与不讲之间就可，
关注每个聋人学生的课堂学习状态，且根据反馈及时调整教
学节奏和环节也才成为可能。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根本：



教育即转化，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促进学生自己思考，
自己去接近新知。

该书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也许这是个缺陷，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因为现在的人类还没有认清自己，人的
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复杂性，这样的复杂性让我们无法
提出一劳永逸的方案。在教育的生活中，我们必须“在路
上”，在不断思索的路上，在不断探索的路上。我认为，该
书所能做的和所要做的是，引起我们对教育常识的思索，从
而让这样的思索引领我们充实自己的教育生活。

在我看来，一本真正的好书应该是能够用平实、清晰的语言
去表达深刻的涵义，最重要的是能够唤醒我们的思考。这本书
《教育常识》是教育指导书，值得我们每位教师去阅读和思
考，通过日常教育教学行为，有来进一步那些自己理解了的
教育常识，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主张乃至教育理念。只要努
力做好自己能够做好的。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篇二

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
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
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
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
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
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
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江山不幸诗家幸。”



时评作者叫聂以真，这个人太逗了，前一阵子看他写过的文
章，在大陆肯定发不了。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共产党作
为一个组织来看它的成本效益怎么样。他说世界上原来最大
规模的组织宗教不算就是共产党，他有八千万人，这八千万
人花了多少钱?能够做到多少事。算一下得出的结论，世界上
成本效益最低的一个组织。这就是经济学家，这种东西我们
不会做，我们不懂也没这么想过，但是他就会这么搞。香港
是一直有这个传统，文人论证的传统，后来经济学家论证的
传统。你当然就会受他的影响看他们的东西，很好玩。

我特别喜欢张-五-常老师的文章，文笔又好，娓娓道来。

两次短期出家，真剃头，但是头也不用太怎么剃，换一个袈
裟过那种沙弥的生活，在寺院呆九天十天。因为我学南传佛
教所谓小乘，他们这些国家泰国、缅甸很习惯年轻人都去当
几天和尚，很常见的。

常识读后感3

本书已经发表，立刻掀起抢购狂潮，三个月内销售了12万册，
大大加速了美国的独立进程。

我听见有人硬是这样说：既然北美在以前同大不列颠发生联
系时曾经繁荣过，那麽为了它将来的幸福，同样的联系是必
要的，并且总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没有任何论证比这更错误
的了。你还不如说，因为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
远不该吃肉，或者说，我们一生的开头二十年应该成为第二
个二十年的先例。可是即便这样也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因为
我可以直率地说，假如没有欧洲列强注意她的话，北美照样
能够繁荣，或许还更兴旺。北美赖以致富的贸易，属于生活
必需的，只要欧洲人还有饮食的食惯，它总不会没有市场。

可是有人说欧洲保护了我们。不错，她是把我们垄断了，而
且她花我们的钱和她自己的钱来保卫北美大陆，这也是事实;



不过，出於同样的动机，也就是说为了贸易和统治权，她也
会保卫土耳其的。

我要求那些最热心鼓吹和解的人指出北美大陆由於同大不列
颠保持联系而能得到的哪怕一点好处。我们的谷物将在欧洲
任何市场上售出好价钱，而我们的进口货物一定要在我们愿
意购买的地方成交。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篇三

托玛斯.潘恩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在高中的历史书上见到的，
以前对他写的《常识》这本书也只是从历史书上了解个大概
意思，当时的我，对《常识》这本书的理解就只有：美国人
在这本书的激励下，向英国发起独立的宣言。至于书本上的
内容就一点都不了解。现在我要去看这本书，所以先上网搜
一下托马斯·潘恩这个学者的背景资料。

虽然有不少人并不知道托马斯·潘恩《常识》这本书，不过
他的这本著作在18世纪在北美可是热极一时。

而我记得之前高中的历史书写，当时在北美几乎人手一本
《常识》的。哈哈，我想这有可能是过于夸张了。不过，对
于当时北美的现状来说，人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
国家、如何建立一个把人的基本权利尽量维护好的国家，这
本小册子的普及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次因为要写论文，我需要去看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借这次看书的机会，正好把我在心里面一直思考的问题给解
决了。

《常他在识》中把人民为什么要建立政府，以及如果不对政
府加以小心的戒备，就会对人民的基本权利进行践踏，还有
人的自然权利与政府的恶的本质进行了说明。在里面，我最
记得的是“客观的需要像一种吸引力似的，马上会把我们这



些刚到的移民组织社会，而彼此从社会生活中所得的幸福就
会确立起来，并且只要人们始终互以真诚相待，就不必有法
律和政府的约束。

这一句就很深刻的说出人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并不一定
需要政府。

我要说的是，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种.种公民权利，在200多
年前的中国，还只是皇帝让你有才能有的。所以说在18世纪
的那个年代，潘恩产生这样思想火苗，就真的可以说是伟大
的。

虽然我对潘恩的文学描写习惯不是很适应，加上看的又是翻
译本，所以难免对中间的意思理解出现偏差，但还是可以看
的出潘恩是有冷静地把人类从出现开始起认真思考过的。

书中较为详细的描述了人怎样适宜群居，群居后产生的利益
冲突，法律的产生，以及公共事务的维持，当族群扩大时，
公共事务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专门人员来做，这样就产生的政
府，还有以后政府逐渐会因为恶的本性而对公民权利产生威
胁、以及会把手中的职权滥用而为自己谋利。

···议会成“···员们由于对国家事务已积有经验，将
成为干练而发挥作用的议员，而整个会议既经人民授权，就
具有真正法定的权力。

”潘恩多次强调说，要把政府的权力真正用到人民身上，不
能滥用职权，来为自己谋私。

不可否认，这本书的普及使得北美的大陆广大居民意识到，
他们有权独立，且独立后要小心的设计一种制度，使之不至
于在长年累月的运转之后，慢慢从为公民公共事务进行服务
的机构转变成一个随处可见的冷脸的办事效率低下的利用职
权贪污受贿的大事小情均以机密不可外泄的理由进行搪塞人



民的一只由纳税人来供养的怪物。从这，我相信而且潘恩在
《常识》中也说明了，《独立宣言》的作者们，以及美国宪
法的制定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常识》的读者，而这本身就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这本书的名字让我想起09年的高考作文，“常识”这个词表
达出来的意思仿佛应该是大家不用看什么书或者别的资料就
能知道的事情或道理，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词，却能
让09年的考生想到头晕了，也有多少人甚至一辈子都不曾想
过或者有机会去接触过，他们总以为自己由一个看起来很伟
大的领导人领导着，却不知道一个信息流动性很差或只有单
向信息流动的社会下可以把任何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塑造成有
史以来最聪明、最有道德、最有同情心的人，所以潘恩在
《常识》中强调：

“只有公开地和断然地宣布独立，才能很快地解决我们的问
题;决定北美的命运要依靠人民在议会中的合法呼声，依靠军
事力量，或者依靠平民的起义。

”独立是维系和团结北美的唯一纽带，就是说明人权的重要
性。说起人权，这是人生来就有的，不过首先还是得自己尊
重自己，要不然就说不上别的啦。就像现在社会上出现这么
多的有毒食品，这是不理别人的健康，连最基本的道德都没
有了，还说的上什么人权呢?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
去看看这本书，也能从中有所获益吧。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篇四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我把管理的常识这本书读了一遍，也让
我学到了许多关于管理这一块的知识，弥补了自己在管理这
方面的一些欠缺，书里边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到
我们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受益匪浅。

一、管理就是让下属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



管理是一种决策，管理所要求的合格决策就是让下属明白什
么是最重要的。管理中最怕的就是下属去揣摩领导的意图，
这说明领导的指令不清，往往忙了半天，工作结果却不一定
符合标准。好的管理是靠指令去做更多的事。只有上下岗位
都做相同的事，说明这个单位的管理是合格的，但现在很多
公司都是做不到的，所谓的没有执行力和效率就是这个原因。
领导有时喜欢把自己变得复杂和不易理解，以显示自己卓尔
不群，真正的管理只能凭指令做事，不能凭经验、情绪和情
感做事。

二、管理没有对与错，只是面对事实，解决问题。

管理是以结果评价，不是以对错评价，一定要追根到底能否
解决问题、获得结果，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喜欢评判对错。
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是取得绩效，如果让企业亏损，没有任
何理由可以解释。不管有什么委屈，有多大约束，有多少无
奈，这个责任给了你，你就得承担。

三、管理是管事而不是管人

管理的重点是管事，同时也要理解人和尊重人。管理不是管
人，如果你不懂得理解人和尊重人，那么你一定不懂得管理。
很多管理的问题就出在管理者只关心人们的态度和表现，并
没有地界定必须要做的事情，以及做事的标准。对于大多数
员工来说，他们并没有清晰的指引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只
有凭着兴趣、情绪或者感情做事，这样的做事方法一定是无
法评级以及无法控制结果的。界定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管理。

四、管理就是让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合二为一

管理没有对错，但有好坏。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个人目标
和组织目

标是否合二为一，两者是否一致，是管理中最大的挑战。中



国企业大都把忠诚看得很重要，其根本原因是管理水平不够。
企业需要关注个人目标的变化，在企业组织目标不断实现的
同时，个人目标也不断实现和提升，管理的挑战在于，让优
秀人才的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达成一致。

五、管理就是让一线员工得到并可以使用企业资源

管理的关键在于，要让企业的一线员工得到企业资源并有权
力运用这些资源，要把所有的资源放在一线，并尊重每一个
人。中国企业管理中最大的浪费是资源集中在二线管理者手
中。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篇五

近来才读梁文道先生的作品，从《常识》到《我读》，再到
《味道》，深深为他的文笔、逻辑所折服。

梁先生肚子里定是储藏了无穷尽的知识，要不怎么会在写文
章时信手拈来，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记得读《味道》第一
篇的时候，看文章思路由简单的吃跳跃到希腊民主政治传统，
跳入动物界就餐顺序，笔峰一转，又马上跳回当下，这种转
换一点儿违和感都没有。倘若换做自己来写，估计又要变成
干巴巴的讨论，拿不出例子来支撑论点，大概读者读起来兴
趣全无。但愿以后阅读过程中，能够多留意留意这种例证方
法，好歹也显得文采斐然点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梁先生表达论点时不偏不倚，站在中立的
立场去表达观点，这和读马家辉的作品时体会完全不同。读
马家辉作品时，总觉得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香港人的.傲慢
和对内地人的嘲讽，虽说同胞优缺点，可是站在那个角度点
评，谁读起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可是，梁先生的作品没有
这种港式精英傲慢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我记得中
间有一篇说，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久，居然没有学会
英国人的低调绅士，结合前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这种评论



放在当下仍不为过。这也是需要学的一个技巧，切不可摆出
高高在上的姿势，修养应该是让别人觉得舒服自在。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又犯了老毛病，读得太快，没有记完整的
摘抄。以后再如此读法，定要打爪子。

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篇六

管理的书并不一定管理者才有必要去读，工作生活中我们每
个人都处在管理的环境中，了解管理知识明白其中的游戏规
则，能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我一直认为的一个观念，大家之所以来这里工作，是有个人
需求的。可能是一份薪水，可能是进步，发展，和实现个人
价值。这里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工作」企业
和个人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各取所需，各司其职，双方都
会关心投入产出比。所以，关于如何搞清对方需求，给予激
励，提高绩效。

激励让人们自己做出选择并愿意付出。这个定义中强调的是
自己两个字。在激励部分提到了人为什么要工作，也提到了
赫茨伯格的保健激励理论。书中提出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观
点：

1、涨工资并不会带来满足感

根据保健激励理论，工作是福利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
涨工资不会带来满足感，只会降低不满。对于保健因素应该
覆盖绝大多数的人，并且要做到只能涨不能降，否则对士气
影响很大。而激励部分要对少部分人。并且强调，特别高的
工资并不是好事，对员工和企业都是有害的。



2、最低层次的需求影响最大

根据马斯洛需求模型（生理、安全、交往、尊重、自我实
现），如果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出现问题，那么对士气影响最
大。如果一个企业经营不善、宣布裁员对没裁的员工也非常
影响士气，而不是有激励作用。

3、人不流动也许是安于现状不求发展

根据奥得佛的理论，人的需求各个层次是并存的，而不是完
全由最底层逐步往高层走，当人的高层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遇到挫折时，会选择低层需求。不流动也许就仅仅是为了满
足生理和安全需求，这个对个人和企业都非常有害。

4、满足感高并不一定带来高绩效

有时提高很好的福利，对有些人可能带来很高的满足感，但
是这些满足感却不能带来好的绩效，除非这个是不差钱的垄
断企业、行政机关，否则是不能长久的。最好的应该是让满
足感来自于工作本身，这样才能有良性的循环。

5、不公平是绝对的

一个组织中只能做到：我的获得/我的付出=他人获得/他人付
出；不可能获得是公平一样的，那么就成了大锅饭，没有任
何的`促进。另外也启示管理者，表扬和给他人奖励时因先说
这个人的付出，然后再说奖励，这样其他人更容易接受。

6、成本最低的激励措施

1、鼓掌（鼓掌要超过9下才有效果）

2、赞美

3、鲜花



4、隆重的仪式

7、激励不起作用的情况

1、工作超负荷，严重影响生活、健康

2、角色不清，任务冲突；让员工做不适合他做的事情

3、不公平的待遇，同工不同酬

激励是工作的发动机，激励工作做的好能激发员工的潜力，
能让组织焕发生机活力，让员工自发的去奉献自己，实现双
赢。

最后《管理的常识》这本书，在物理空间上，它很薄。但这
不妨碍它能囊括很强大的内容，这些内容很适合细细品读与
感悟。也很庆幸在这个时间遇到一本好书，让自己重新总结
和审视过去的经验和见识。最后，管理，确实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

读后感的五大要点篇七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家迈克尔罗斯金的大作《国家的常识》，
虽说算是一本通俗读物，读起来却也不是那么顺畅，主要是
因为涉及的国家较多，而且叙述多有跳跃。遗憾的是本书缺
少了美国和中国篇，这也使得本书的分量有所减轻。草草读
过本书，没能释解我诸多疑惑，只有一些只言片语的印象。
我也在想，中国篇会是什么样子，这位美国政治家会对中国
存在很大的偏见，还是可以公正的看待呢？或许看到了，也
无法真正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国家是什么呢？当我们说热爱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到底爱
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热爱这一片土地还是热爱悠久的历史？
抑或是其他什么。国家首先是有自己的领土，当我们想到国
家时首先想到的可能也是他的地理位置的所在。有一种思想



认为国家应该意味着民族，以色列，巴基斯坦都是这样的典
型，从一个民族走向国家创立之路。美国是由欧洲移民创立
的多民族宗教信仰各异的各色人种组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
国家，绝大部分民族对国家有高度认同感。普遍认为日本和
韩国朝鲜属于单一民族国家，尽管其国民中也有其他民族人
员。
国家是怎么建立的呢？无论是欧洲的城邦，还是亚洲的部落，
最初都选择了在民众中具有超人智慧和能力的，能够带领族
众开疆扩土，为部族提供安全的生存空间，能带领族群抵御
外来的侵扰的人作为帝王，族众生存的区域因为要守土保疆，
就有了用来打仗的军队。军队需要供养就产生了税收劳役等
制度，这样就形成了国家。但是，每个国家的走向又各有不
同。公元前753年，罗马城邦因贵族妇女露克莱蒂娅被罗马王
国第七任国王的儿子塔克文强奸，露克莱蒂娅将被强奸的事
实告诉了自己的丈夫、父亲、哥哥和弟弟，又来到罗马城邦
的广场向在场的罗马公民进行了告知，然后自杀身亡。罗马
城邦的民众感到震惊，民众感叹的是一个贵族妇女尚且遭受
如此凌辱，对平民更可能甚之。罗马民众发誓打破强权，将
独裁者永远赶出了罗马。露克莱蒂娅的丈夫和弟弟被罗马百
人会议推选为罗马第一任执政官。权利的分割、监督和制衡
初见雏形。
中国的民众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具有超人智慧和能力的，
能够带领族众开疆扩土，为部族提供安全的生存空间，能带
领族群抵御外来的侵扰的人作了帝王。比如早期的三皇五帝、
尧舜禹。而在中国民众眼里始终有明君昏君的区分，每个朝
代几乎都经历了兴盛和腐败衰落的阶段，造就一片朕的江山，
朕为万民造福。此后的几千年里，你方唱罢我登场，改朝换
代频繁，民众也一直希望我皇英明，期待万世安康。直至清
廷退位，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未能逃脱这般命运。与罗
马相似，因秦始皇的暴政，民众揭扞而起，一些人认为皇位
应传给公子扶苏而对胡亥皇位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一些人则
信奉王侯并非天降，刀剑之下，胜者为王。同样的际遇，走
向竟是如此天壤之别呀！
国家对于普通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依靠和依仗，是强



大的后盾，还是只是一份情怀呢？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些移民
他国甚至加入他国国籍的人士口口声声叫得比谁都响的所谓
爱国之心。我也不相信那些动辄给他人扣下不爱国的大帽子
的贪污腐败挖祖国墙角的贪官污吏们是真的爱国。
一个国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有贵族和平民阶层之分。
虽然有时并不那么泾渭分明，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有时也无法
确认自己的身份，更何况这种身份会因时事变化而变得不同。
想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是日本对中国的侵
略？是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累累罪行？亦或是苏联在卫
国战争中的顽强？还是美国科技水平的高超呢？还是印度的
歌舞升平（宝莱坞电影）？想到中国呢我们会想到什么？地
大物博人口众多？日新月异的变化？交通通讯的高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自从有了国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家间的争执与纠纷。中国
的春秋与战国时期的数千诸侯国之间的连年征战，欧洲罗马
波斯的血流成河，还有数不清的国家内部的党乱与谋杀。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造成了人类战争史上死
亡人数最多的人间惨剧，让人们重新来认识国家与国家间的
分歧。国家是让人们团聚多了一些，还是制造了更多的骨肉
分离呢？
公元前278年，我国第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带着对楚国的无
限热爱与惆怅舍身投入汨罗江中。楚国对于屈原来说，大过
了自己的生命。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的哀婉声声，在陆游心中，统一的国家原来是在万事皆空之
外的至高存在，难怪他会“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
台”。
不知1932年，爱因斯坦携妻带子离开自己的祖国德国时的心
情如何？德国对于希特勒，对于当时的德国民众和对于爱因
斯坦会有多大的不同呢？当年列宁逃离自己的祖国走上逃亡
道路，梁启超等革命先烈们为了国家的变革而被迫远渡重洋
避难。祖国对于他们，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看一本书，了解一些知识，生出了些许感慨！这本《国家的
常识》是一本通俗读物，并不是严肃的政治教材，书里的观
点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无疑会给人以启迪。它山之石可以



攻玉，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别的国家的形式也会让我们眼
界变得更宽。国家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有国才
有家的简单说教，更不是过去的封建王朝之朕的天下。
国家是什么？我们谈论爱国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我们该怎样去热爱我们的祖国？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做起
来还真没有那么容易。不然，就不会有人说爱国从抵制开始
了。（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