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目标感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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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目标感读后感篇一

1.目标的坚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
利器之一。没有它，天才也会在矛盾无定的迷径中徒劳无功。

2.没有失败经验的人，不可能成功。

3.金钱是好东西，但是这种东西能满足个人生活就可以了，
不能太多了，多了就会祸害人。

4.今天要做的事不要等到明天，该自己做的事不要让别人做。

5.灵感喜欢光顾勤劳的人，懒惰人不会遇到他。

6.成功的方法多种多样，别不接受你看不惯的方法。

7.科学的结论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建立在大胆的猜测上。

8.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0.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目标感读后感篇二

一本小说，一种管理思想――制约因素管理（toc），一种思维
方式――苏格拉底式（只提问题，不给答案，让受教者自己
去思考，最终得到正确的答案）。



自己从本书看到的：

四、团队的执行者。书中的执行者团队包括财务，生产，ie，
调度等，整个团队都面临着失业的压力，所以能够开诚布公
的谈论所有的问题，并且能对讨论的结果及时的执行。所以
对团队的要求是要有刚性沟通的氛围，和对讨论结果很强的
执行力。

说说罗哥的工厂面临的情况：是一加工型企业，产品要经过
多道工序。订单很多，但是大多都要延期交货，也就是有技
术能力，有市场，但是效率太低。所以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
效率。教授决问题的过程：

1、明确目标。所以制造业的目标都是赚钱；

2、衡量工厂赚钱能力的指标。有效产出，库存（原材料的采
购成本），运营费用（加工费用）。所以要提高赚钱能力，
可做的事情有：

a、提高有效产出；

b、降低运营费用和库存（缩短周期，减少在制品）；

3、分析问题。在多工序生产中存在“依存关系”和“统计波
动”。所以在这种时候不能去局部的提高某一工序的效率，
而是应该去全局的去寻找“瓶颈工序”，从而提高整个系统
的产能。持续改善不是节约成本，而是要增加有效的产出。
所以增加有效产出的流程：

第一，找出系统的制约因素；

第二，决定如何挖尽制约因素的潜能；

第三，其他的一切都迁就于上述决定；



第四，给制约因素松绑；

第五，假如步骤四打破了原有的制约因素，那么就回到步骤
一，千万不要让惰性引发系统的制约因素。

4、思维方式。在工厂中的制约因素一般不是机器，而是制度。
制度的制定需要系统性的思考。要思考的东西：第一，应该
改变哪些事情；第二是要超什么方向改变；第三，应该如何
改变。

5、与精益生产的区别。精益生产力图对整个流程的所有环节
进行改善，而toc注重于瓶颈的改善。

6、dbr。把开始进料的速度和瓶颈的生产速度保持一致，然后
只在瓶颈之前堆积一定量的库存，以防止瓶颈之前发生故障，
从而影响瓶颈的效率。

目标感读后感篇三

4月份从工作室借来了《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术》一
书，这本书汇集在教育改革与实践中涌现的先进理念、成果
和方法，经过专家认真遴选、评点总结而成，代表了目前教
育实践中先进的教育生产力，具有时代前沿性，是广大一线
教师学习、借鉴的好素材，《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
术》读后感。书中经典的案例，情境式的叙述，流畅的语言，
充满感情的评述，发人深省的剖析，娓娓道来、深入浅出，
让我更充分地领会了很多先进、有效的教育方法。

《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术》通过介绍于永正、王松
舟、赵景瑞等八位名师的课堂教学艺术、经典案例以及教学
观点等等，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风格迥异、特点鲜明的老师，
读后感《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术》读后感》。如：
于永正老师的“艺术人生”，孙双金老师的情智课堂，王松
舟老师精致大气的诗意课堂……让我感受到一个个名师的教



学风采，让我领略了名师们的艺术修养。让我知道了语文课
可以上的这么有魅力。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把课上的这么有魅力的呢？细细思考，
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精心备课。“上好课的
前提是备好课。”对于这句几乎人尽皆知的话，有的老师可
能要说，我们每天都在备课，那有什么稀奇的？每个老师上
课前都要备课，可是真正能做到“精心”两字的恐怕就有难
度了。何为精心？于永正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准确的
把握教材内容；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教师的艺术修养。概
括来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正如于
老师所说：“拿到课文，首先读，哪怕是教过好几遍了。朗
读课文是备课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读的同时查字
典、词典，我的一切好的方法几乎都来自读。年轻的时候，
我备课总是先看‘教参’；现在也看，但是在我思考过之后
看。只看教参，没有自己的思考，我是从来没上过让我满意
的课的。”回想自己真是惭愧，备课时不也是读完一两遍教
材就开始看教参，抄教案，按照教案的设计去上课。很少在
看教参之前去自己想想该如何去上这节课，缺乏思考。更何
谈做到精心？这样的课怎能让学生感到兴趣呢？于老师说得
好，“教学艺术来自执教者对所交内容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大到一篇课文的结构，小到一句话、一个词，都要了然于心，
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否则就不能教，也无法教。”这是每
位教师应该做到的，也是教学艺术的第一步。

另外，书中的每位教师的艺术修养也是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的。他们在课堂上的收放自如，与他们的艺术修养分不开，
与他们渊博的知识分不开。我想作为现在的我来说，那就是
要多学习，多读书，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才能使自
己在课堂上做到收放自如!

看完这一本书，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在我看来，名家仿佛时
时刻刻在我身边，他们的话成了提醒，告诫我不要怎样，要
怎样。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在从未相逢的情



况下，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促膝长谈，如愿以偿地倾听名师的
教诲，取得智慧的真经。

目标感读后感篇四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人生是甚么?人生的目的是甚么?目的不能说不重要，目的决
定了人生的走向，但人生不即是目的，人生还是向着目的运
行的整个进程，人生是进程!啊，这是一个最简单但又最不为
人留意的错误。人生目标是我们永久的明天，我们的人生永
久是今天，是此刻，是转眼即逝的现在!有目标的人是活得故
意义的人，能看重人生本身这一进程并掌控住进程的人是活
得充实而真实的人——“没白活一生!”应当是目的和进程两
方面都有质量。

目的好说，志存高远，从省事开始，人们就会得到理想的教
育。然而很多人活了一生，到头来，还没有得到人生进程的
乐趣，没有享受人生，这是一种生命自觉与自省的缺少。沉
浮消息皆人生，体悟每种境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得失沉
浮皆是人生所获的赐予。沉浮消息皆人生。而我们却经常使
用一种效益坐标来辨他人生的状态。前进为正，后退为负，
上升为优，下沉为劣。实在，人生远比这个坐标复杂，进退
沉浮所含的人生情趣也远不是正负优劣的单一。

人们渴看升迁，珍重名声，还期待到达目标的速度。这样，
人生的进程越来越被忽视，人天生为一种期待回报的付出，
变成目标实现的本钱，乃至是电脑上可以删除的过剩文件，
只是由于需要提速!王维有名句：“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生命闪光处，不一定是莺飞草长时;人生自得时，不一定是
踏花回来处。一样道理，杜甫的名句：“细雨鱼儿出，微风
燕子斜。”于平淡舒缓当中，写出了人生的怡然淡静，也写



出对生命的酷爱和喜悦。一生蹉跎的杜甫，生前没有青云直
上，而他这舒缓平和的人生感悟，却穿透了千年岁月，缓如
细雨，润泽我们的心田。

目标感读后感篇五

作为涂装车间安全管理员的我，我真切的感受到安全生产和
企业的那种密不可分、生死攸关、荣辱共存的关系。因为企
业里有我的岗位，所以，企业安全我负责。

据权威统计全世界每年仅因工伤死亡人数就达到200多万人平
均每7秒死亡1人，每分钟死亡8人，每小时死亡500多人，每
天死亡6000多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分析带给我们的是无法相
信的事实，每天都会有那么多人死于安全隐患。人们尽管已
经很清楚也很熟悉“安全第―”这个道理，可就像书上说的
那样，熟悉的耳熟能详，却熟视无睹，可空见惯，置若罔闻，
导致的后果就是k痛的事故教训，事故背后的是哭声，是血泪，
是家庭的破碎，是企业的泥潭，是社会无法承受之痛。

一切事故皆可避免，一生平安不是神话！在企业管理中最大
的浪费是事故，最大的节约是安全。所以我们每一位员工都
要有责任心，无视安全责任就是犯罪，负责的态度将增强我
们公司核心竞争力，能承担责任，用行动来落实责任，才能
安全生产。安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企业的整体管理活动中也日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我深刻了解到安全管理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是一种认真
的态度，更是种精益求精的文化。我们要明白“安全第一”
管理的内涵，要明白安全生产的目标。安全生产目标从理论
上说水远是零，但不等于说，零事故就是安全生产。零事故
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零风险才是我们的水远目标。因为零
事故仅仅是证明没发生事故，但并未证明消除了发生事故的
风险。有风险就有隐患，就有可能发生事故。

事故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和人的心理有关，许多违章行为都



是存在侥幸心理，在现实工作中，有侥幸心理的人时有所见，
他们不是不懂安全规程、缺乏安全知识，是认为违章不一定
出事，出事不一定伤人，伤人不定伤自己。另一种是麻痹心
理，麻痹大意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心理因素，行为上表现为马
马虎虎，盲目自信。盲目相信自己以往的经验，认为技术过
硬，保证出不了问题。是以往成功经验或习惯的强化，多次
做也没有出问题，我行我素，这让我想起了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每一个个体成为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中
往往因一件小事而导致全盘合定。因此，提高每个人的素质
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名职工不管岗位高低都应该具有适应
的工作的技能，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付责任，安全同样是您的
技能和责任，提高安全责任和工作技能和责任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在安全管理中人、技能、意识等方面都该纳入安全管理
之中。

一个企业要做到安全生产，关键在人，人是安全的决定性因
素，无论生产形态怎样变化，安全设施怎样发展，都改变不
了人在安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是
安全管理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安全管理的终极目标，企业
要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是一片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