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回归读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
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回归读后感篇一

最近在读《让管理回归简单》一书，感触颇多。

宋新宇博士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排序，所谓的领导力，
就是给别人排序的能力。我经常听很多企业领导人说，自己
很忙，没有时间，从表面上看这是工作量的问题，而从实质
上看，这是管理能力的问题！

他还说：“管理的本质是激发员工的潜力，达成企业的目标。
而企业目标是什么？是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价值。拉动企业这
根绳子，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从客户那一端发力。但我发现，
差不多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只把客户挂在墙上而未放在心
里。”张瑞敏认为：在企业里最难的工作就是把复杂问题简
化，如流程再造就是简化流程。做好管理最根本的做法无外
乎监管、管教和梳理。

真正的人才不是能够评判是非、指出对错的人，因为几乎每
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真正的人才是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好
的人。管理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做决定、做决策。管理者
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给自己确定原则的过程。管理做决策时
知道不同的意见很重要。如果别人都附和管理者一人的意见，
那么其他团队成员还有什么存在意义呢？因此，能够使决策
正确的前提就是将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出来。每个管理上的决
定都会有缺点，关键是要找到效果最大，问题最小的解决方
案。与企业管理相比，如果是自己家的事情，天底下没有难



算的账。我们算不清，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个账是自己的账。

德国伟大的农学家利比希发现了植物生长过程中的短缺元素
定律：任何一个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一定元素。在某一个时期
植物只是缺少某一种元素。只要增加这个短缺元素，植物会
有一轮新的生长。人们不必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植物就能
依靠自己的自我组织能力成长。不缺少的元素即使增加再多
也是没有用处的。同理，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发现
自己企业在某一个时期内的短缺元素，并集中所有的力量补
充它。

管理者要切记不要让自己成为公司发展的瓶颈。如果一个管
理者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不明白为公司培养人的责任，就很
可能成为公司的瓶颈，极强的个人能力就会成为公司的一个
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学会“授权”，学会把大
部分自己紧抓不放的事情下放给部门内其他人去做。

回归读后感篇二

终于，在跳票了三年之后，《神探夏洛克》第四季在全世界
粉丝们能够烧穿太阳系的炙热目光中登场，山呼海啸的热度
和讨论量，足以证明本剧纵横全球的气场!回顾一下“夏洛
克”的发展史，从七年前“华生”一瘸一拐的出现在伦敦街
头开始，这部神奇的剧集让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从默默无闻
变成了全球一线，让踏入影视圈近30年的马丁-弗瑞曼飞黄腾
达，接连收获重磅offer(包括美剧《冰血暴》和商业巨片《霍
比特人》)，史蒂文-莫法特更是“神夏”“博士”双管齐下，
收获“大魔王”称号!当然他家的玻璃也碎了多次，邮箱堆满
刀片。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从美国精英手中抢走
艾美，完成了英剧反攻美国大陆的壮举。

除此之外，还有有史以来第一部在东亚地区上院线的电视电影
(《可恶的新娘》)，推动《福尔摩斯》原著的销售热潮，相
传创下新高的演员片酬等等，而在两位主演相继加盟漫威宇



宙，马丁-弗瑞曼和女友(剧中华生妻子玛丽扮演者)分手的周
边新闻铺垫下，第四季的到来不同以往!相比于第三季回归时对
“夏洛克如何复活”这个“点”的关注，第四季则是整
个“面”期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解析第四季首集的信息
点。

疯狂考据控

“魔法特”和“麦哥”一直是致敬达人，不论“神探夏洛
克”还是“神秘博士”都是批量的扔出原著/老剧梗，并以海
量的信息彩蛋夹杂在剧情之中。当然，粉丝们也心甘情愿的
跑去挖掘，如今再让我们当一次考据控。

“金丝雀训练师”来自于《黑彼得》一文，但并不是《黑彼
得》这个案子，而是此文中带过的一句话“在1895年这难忘
的一年中，一系列奇怪的、矛盾重重的案件吸引了他的注意，
还有臭名昭著的金丝雀驯养者威尔逊被捕――为伦敦东区除
了一害”。

“水母”来自《狮鬃毛》一文，此案致人死亡的是氰水母，
因长得像狮鬃毛而被人误解

“新燃料掩盖另一种气味”，来自《退休的颜料商》一文

“华生，你一如既往地只看不观察”出自《波西米亚丑闻》

“我从不猜测”“阿格拉”“托比狗”都来自于《四个签名》

“诺伯里”出自《黄面人》一文，这个案子里的委托人住在
诺伯里，福尔摩斯的推理完全错误，因此他以“诺伯里”警
示自己。

最明显的一个：《六个撒切尔夫人像》改编自《六尊拿破仑
半身像》，除了结尾其他部分完全照搬。



前三季中一集最多涉及原著三个案子，而这次虽以《六尊拿
破仑半身像》为主线，但却一挥手致敬了十来个故事。不过
请不要担心，以“大魔王”的尿性出现过的故事未必就会打
入冷宫，重复利用实乃常态。

推理削弱、人设变更、黑暗风

和《可恶的新娘》一样，s04e01从形制上来说是长达一个半
小时的电视电影。但在长达7年的制作后，“魔法特”和“麦
哥”进行了显而易见的革新，首先就是人物情感描绘的增多，
以及围绕华生家庭展开的故事占比变大，导致推理部分有被
削弱的感觉。通观全片，除了前半部分零零星星的“几句
话”推理，后半部也只有揭晓谜底时有些许逻辑分析。

第三，不再是前三季那样的欢乐无限福尔摩斯随时随地力挽
狂澜。从一上来的整体色调到某个角色的离去，都印证了编
剧在播出前声称的“黑暗风”!也许在第一季卖过萌，第二季
卖过腐，第三季卖过肉之后，第四季开始卖心而虐了。

对于这些变化，观众褒贬不一，但实际上只要你知道《神探
夏洛克》发家致富的法门，便不难理解“魔法特”和“麦
哥”的“变化”。

作为“福尔摩斯”这一巨型ip的衍生作，《神探夏洛克》在
一炮而红，由于是侦探小说改编，那自然要带上“推理”的
标签。但实际上，“夏洛克”能够成为火遍全球的第一英剧，
并不是因为推理，而是“酷炫”。

于是夏洛克很酷炫，艾琳-阿德勒很酷炫，莫里亚蒂很酷
炫，mary很酷炫，即便是“老好人”华生也在吸毒者汇聚的
流浪屋中展现了三招干翻毒贩的神技。所以对观众来说，
《神探夏洛克》吸引人的向来不是推理，而是“酷炫”的技
法、特效以及突破天际的脑洞，还有“故事新编”带来的新
鲜感。



所以，第四季并不是推理被削弱，而是两位编剧没有推陈出
新搞出新“玩法”，在看腻了小白字、思维宫殿和夏洛克的
超快语速后，无不失落的问道：“我当年的感觉，去哪儿
了?”

其次，正如前文所述，“酷炫”的手法塑造出了张扬的人物
个性，而这也是《神探夏洛克》的一大招牌。编剧因此将大
量心思放在了这里，人物关系成了“神夏”的第二主线。对
此，“魔法特”定下的基调是“夏洛克的性格在身边人的影
响下逐渐变化”，从第一季的彻底高功能反社会，到第二季
的艾琳情愫和莫里亚蒂对弈，再到第三季体会华生的痛苦，
第四季时两位编剧认为时机成熟，放出了“诺伯里”的个人
反思。

但是，“魔法特”必然明白，要想好看那就得将人物形象重
新打磨，并让包括主角在内的一干角色释放出整合后的全新
光彩!于是以某一个角色退场为代价的“黑暗风”到来，一方
面靠拢原著，一方面推动第二主线的发展。

当然，这味药下的是否到位，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回归读后感篇三

宋新宇博士的《让管理回归简单》，其实是帮我们理清了在
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可能模糊或摇摆的概念，认
清了一些管理的本质，因此，可以避免在管理中走些弯路。

全书共分六篇，分别从目标、组织、决策、授权、人才和自
我管理进行了解读，更多是一种管理感悟和拾穗，同时，通
过浅显易懂的话语或例子来阐释，让大众都看的明白。

下面我们简要摘录几个我们经营管理中常犯的错误观点分享
一、二。



1、定目标：只做第一，不做第二，管理就是指出目标和方向，
以市场/客户为导向，同时可以考虑以终为始。

2、明模式：组织强调以客户为导向，分而治之，强调内部竞
争，同时，要积极倡导“井冈山精神”，艰苦创业，正面思
维，积极行动，每天进步一点点。在实验中提升。

3、组团队：学会授权和信任，同时，做好监督和控制，用数
据说话。()在“战斗中锻炼队伍”，培育人才。在这个过程
种，自我的管理和标杆、示范作用明显。

4、理机制：包括流程、绩效、决策、授权与监督，以及激励
等。

后记：阅读经典，筹策当下。读古是为通今，是为突破现代
企业经营管理困境，实现倍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做一份微薄
之力。后续笔者将陆续将自己阅读的经典书籍总结推荐给大
家，希望与读者一起共修。

下期为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敬请期待！

回归读后感篇四

《神鞭》是作家冯骥才写的一篇中篇小说，主要写了一个名
叫傻二的人的故事。

傻二身怀绝技，辫子功相当厉害，但他平时就跟普通人一样，
别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功夫。一次，混星子玻璃花无端地找
他的麻烦。玻璃花请了许多武功高强的人来打傻二。虽然敌
众我寡，傻二从容应对，丝毫没有惧怕之色，打败了所有来
打他的人。后来，到了剪辫子的时候，傻二把自己的辫子剪
了，成了一个神枪手。

傻二有句话说得好：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



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无论怎么变，也难不倒
我们；不论什么新的东西，都能玩到家，决不输给别人。

在学习二胡时，考级曲十分难，旋律、音符，几乎没有重复
的，都要你去记，去感受。我常灰心丧气，认为自已不可能
背出。但傻二的那句话也时时在我耳边回响：不论什么新的
东西，都能玩到家，决不输给别人。最终，我选择了坚持，
顺利地完成了考级曲。

我相信，成功一定属于自己。

回归读后感篇五

这个暑假里我阅读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其中《野獒回归》这
本书令我感触颇深。不一样的生长环境，不一样的成长空间，
不一样的生命价值观，使二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黑头是一只恪尽职守的.“牧羊犬”，在它的眼里，保护牧场
是它的责任和使命，哪怕为此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灰崽是
一只唯我独尊的“野獒”，在它的眼里，弱肉强食是基本的
生存法则，只有强者才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像牛、羊、鸡
这些弱势群体被欺凌伤害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的。

读者总会不由自主的给它们贴上善恶的标签，其实没有这个
必要。仔细想来，这只是作者给我们叙述的现实社会中的一
个规律，书中的黑头和灰崽以及其他人物，也只是我们生活
中许多人的一个缩影而已。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我们小时候朗朗上口的一首
古风，此时却给人一种凄然无奈之感。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
就是“正是同根生，相煎才会急”不是吗？正如一个商人不
会嫉妒一个科学家的成功，因为他们不在同一个阵营中，彼
此不在乎对方；可是一个商人却往往会嫉妒另一个商人比自



己富有，只因为他们“本是同根生。”

在魏国武王元年时期，吴起因与魏侯驳辩而没有成为他梦寐
以求的相国。他问相国田文：“我哪儿不如您？”田文
说：“我哪都不如您，但您的功劳太大了，王上如果封您当
相国，那会让他有芒刺在背之感的，功高盖主这个道理您应
该知道啊！”田文对吴起是如此坦然，如此厚道。可是下一
位相国——公孙座的表现可就截然不同了。他想尽办法、绞
尽脑汁、拼尽全力、说破了嘴皮子，终于如愿把吴起赶出了
魏国。读后感·只因为吴起比他更有才干，比他更优秀，这
让他寝食难安，嫉妒发狂。田文没什么文化，他不会嫉妒吴
起。公孙座还是有点文化的，半缸水嫉妒一缸水，好像是天
经地义的。正因如此他才会那么恨吴起，就如文中的林达一
样。

生活中有许多人因为好胜心、嫉妒心而忘却了亲情、冷却了
友情，他们仅仅为了一点利益就会争个你死我活，他们站在
别人的痛苦上攫取利益。就如文中的灰崽一般，冷血无情。

我希望灰崽可以回头，好好地当一只牧羊犬；我希望林达和
牧工可以抛开成见，宽容地接纳灰崽；我希望黑头和灰崽可
以在一起永不分离；我更希望千千万万个“灰崽”可以重新
找回亲情和友情，重新拥有亲情和友情，重新感受到亲情和
友情的温暖、幸福。

浪子回头金不换，知错就改难能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