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见识读后感分享(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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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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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识读后感分享篇一

一个人的见识有多重要？
在一次阿里巴巴内部展开的中秋抢月饼活动中，四名程序员
修改脚本，瞒着公司多刷了124盒月饼，被公司无情开除。
某城市机场有位老人为了祈福平安，起飞前向飞机的发动机里
“撒币”，导致整个航班延误；一女子为了等候迟到的丈夫，
强行在站台阻止动车发车导致发车晚点......
社会上总是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难免让人无奈和愤慨，究
其原因就是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见识。
一个人的见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
则。
一个有见识的人，最起码不会因为一点点个人好处和私心，
破坏社会的规矩，损害其他人的权益。
一个有见识的人，通常都会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既通情达
理也遵守规矩，更会时刻在意周围的环境，尊重别人的感受，
考虑做事的后果。
这一类人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喜爱，收获事业和商业上的成功，
成为一个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人，可以说是名至实归。
最近推出自己《见识》一书的吴军老师，就是一位知行合一
的有见识的人。
吴军老师曾就任于谷歌和腾讯，是全世界著名的自然语言处
理和搜索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得到“专栏作家，曾出
版过《数学之美》、《文明之光》和《浪潮之巅》等畅销书。
这本最新的《见识》，是吴军老师希望通过自己多年的所见
所闻，以及他身边那些行业大师的经验，和读者分享看待商



业和人生的不同的视角。
这本书想要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
运，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见识”。
吴军老师相信，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只要拥有好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懂得洞察商业
的本质，成为一个有见识有行动力的人，成功是一个大概率
事件。
他相信无论一个人的起跑线如何，人生都是一场长跑。那些
能够笑到最后的，一定是那些不断自我精进、学习和成长的
人。
《见识》告诉你的“商业的本质”
大部分人总是在商业的发展中跟风和随大流。而那些最有见
识的人，总是能够看透商业的本质。吴军老师总结到：
“世界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诞生一些新的商业概念，比如
前几年火爆的“互谅网+”、o2o、p2p等等，最后大家发现炒完
概念后剩不下什么东西。其实无论概念怎么炒作，商业的本
质上千年都没有什么改变。”
像是最近很火爆的“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和“区块
链”，许多创业者和投资人在没有充分了解这些行业的前提
下，就匆匆忙忙随大流加入，各种追捧和加注，生怕错过了
风口少赚了钱。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没有专业知识、充分准备和风险意识
的入场，结果往往是铩羽而归的。而那些通过炒新概念、夸
大数据和卖情怀来骗投资人的钱的公司，就是商业道德有问
题了。
根据吴军老师的洞见，商业的本质一定是创造更大的的市场，
更多的需求，让消费者多花钱，而不是省钱。
就拿“共享经济”来说，除了网约车、共享单车和房屋短租
以外，很多其他形形色色的“共享”服务，例如共享充电宝、
共享雨伞和共享专家，只不过是对共享经济理念一种廉价和
不动脑筋的复制。
如果对共享经济做过一些功课的人，就应该知道共享经济早
在2000年左右的美国就出现了，例如当时出现的共享电动工
具的公司，共享个人时间和专业技能的公司，但是它们最终



都以失败告终。
究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没有通过共享创
造出更大的市场，更多的需求，没有让消费者“多花钱”。
如果大家都不去买东西和花钱，经济就会萎缩，这样的共享
经济是一定发展不起来的。
在谈到创新和创业的时候，吴军老师总结到：“创新中的从0
到1只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的创新是要走完从1
到n的全过程。这不仅需要有原创的发明，更需要有足够的耐
心和智慧。”
那些被认为是硅谷用来改变了世界的科技产品或者发明，其
实绝大部分都不是诞生于硅谷地区的。比如说计算机诞生于
宾夕法尼亚大学，晶体管诞生于贝尔实验室，智能手机诞生
于日本电信子公司。
这些发明只是完成了从0到1的事情，但是硅谷的创业者们，
将它们通过不断地改进和迭代，真正的应用到了实际生活，
并成功地实现了商业化和产业化，实现了从1到n的突破。
吴军老师给所有创业者的建议是：一个人想要做改变世界的
事情，需要能够发现新需求和新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
的耐心、执着和智慧，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完从1到n的
漫长路程。
一个创业者不应该一开始就想着创办一个新的腾讯或者阿里
巴巴，打造一个新的微信或者是淘宝，而是必须先从最基础
的脏活和累活开始做起。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智能时代，只要认准了未来商业的趋势，
保证在一个专业化的细分领域做到最好，未来一定有实现成
功的机会。
一个有见识的人，往往能看透商业的本质，在激烈的竞争中
从容不迫，不断的自我成长和迭代，成为行业的领先者。
见识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
而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他的命运。
吴军老师在书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有一个人在大街
上扇了你一个巴掌，你会何反应呢？
有些人会不假思考一巴掌扇回去；有些人会认怂捂着脸走开；



还有一些人会冷静的分析自己为什么会被扇耳光：如果是自
己的问题，那么就要接受教训，避免下次再被扇耳光；如果
就是倒霉遇到了混蛋，那么要么去找警察，要么以后时机成
熟再找机会让他吸取教训。
这个扇巴掌的比喻，形容的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
的打击、困难甚至不幸。
要知道命运有时候会捉弄一个人，但是绝不会故意捉弄一个
人。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和
选择。
而对待这些“巴掌”的态度和行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
人的命运。
吴军老师非常欣赏的一个人和他的人生态度，来自硅谷著名
的癌症研究公司grail的创始人杰夫·休伯（jeffhuber）。
杰夫曾经在他的一段著名的演讲中提到过，当他遇到人生中的
“巴掌”，他的应对方法是找到“更好的办
法”(thebetterway)。
当他身为农场少年无法摆脱家庭的束缚时，他选择奋发读书，
勤工俭学考上大学；当他被易趣无情解雇的时候，他转身投
抱了初创时期的谷歌，创办了著名的谷歌实验室；当他的爱
妻因为癌症不幸去世的时候，他毅然谷歌离开创办了预测癌
症的生物公司grail，给全世界癌症的预防带了希望。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拥有坚韧的意志和强大的心
脏，能够在生活和命运的打击下站起来，找到更好的办法和
坚持前行的人。
庄子在他的《秋水》一文中，描述了一个关于见识的富有哲
理的故事：
百川汇于大河，河神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而当它看到了大
海，才知道自己的渺小，于是只能“望洋而兴叹”。
很多时候我们能看的多远，走的多远，取决于我们的见识。
而见识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和不断突破自己现有眼
界的追求。
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勤奋上进，虚怀如谷和心怀远
方的人，他们的见识，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成他们构建人



生智慧、幸福和成功的阶梯。
愿你的心中有星辰和大海，愿你的见识能带你走向人生的高
峰，梦想的彼岸。

见识读后感分享篇二

看上去，我的《硅谷来信》内容很庞杂，但在读者留言中，
我看到大家对于如何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的命脉，如何在
事业上更有成就，有特别深切的疑问。

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成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趋势投资者。

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趋势叫时代。

次一级的趋势才是经济周期，再往下是你所在的单位和公司
的经营节奏。

一个人赶不赶得上好时代看运气，但在好时代里不遗憾，得
靠见识。

我们恰好处于一个对的时代，有好的思维方式，懂得如何最
有效地做事情，想不成功都困难。

在完成每天的专栏写作的同时，我就大家普遍关心的未来发
展的问题，在原有来信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材料、展开论
述、重新创作，充实成了《见识》这本书。

所以，《见识》这本书，并不是《硅谷来信》专栏内容的简
单平移，而是更结构化的思考和更深度的写作。



之所以给书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觉得人一生的.命运其实在
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人的见识，而命运的改变首先需要见识的
提高。

见识读后感分享篇三

读完了吴军老师的《见识》，内心十分平静，诚如他所说，
这本书提供了一套洞察世事和人生的独特方法，因此，我想以
“新知”为题写随笔。一则，新知表示此书许多地方给我新
的认知，类似于开了脑洞;再则，书里那些从前知晓的观点，
再看到时候，竟又重新感知，有了不同见地。
#关于个人#
全书归类为关于“个人精进”的主题，围绕个人见识、个人
发展、个人选择等多个方面给我们打开了窗户。于“个人精
进”而言，我所了解的是身边好些朋友的个人精进主要是在
学校学习的过程里比较集中，而且进度很快，大部分人在离
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便随着社会的洪荒滚滚向前，每每制
定了个人年初规划，个人年终总结，个人精进计划表，都莫
名其妙被今晚熬的夜，明早赖的床悄悄裹挟，不知所踪了。
这几年国家一直在提倡“终身学习”的理念，渐渐有一些教
育人士开始重视个人的终身精进，并且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
于是社会上的成人继续教育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占据了市
场的大蛋糕。你瞧，敏锐的人，始终能够找到市场的空缺。
仔细想来，一个人立于世，不是靠学校里学习了十几年知识，
然后在余生的几十年加以运用的，而是要在之前的基础上，
去扩充、去积累，最后实现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
“人生是一条河，每个人总希望自己这条河能更宽一点、更
深一点、更长一点。要做到更深，是靠自己的修行和对世界
的理解;要做到更宽，则是要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共同
做一些事情。”自己的修行尚且可以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和坚
持去实现，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做一些事情，最好能做
成功，这便需要我们的个人魅力和行事魄力。简单点讲，你
不仅要有做事的能力，还要有一定的领导力，要有筹谋的智
慧。而这，也离不开个人的精进呢。



#关于伴侣#
我们都知道，伴侣是陪伴我们走完人生下半场的人，但是生
活中鲜少有人能拎清楚伴侣的重要性。很多人在父母、子女、
伴侣的排序上，不自觉将伴侣放在了最后，或许因为太亲近
反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家庭也是因为关系颠倒而家
宅不宁。在一个完美的婚姻中，双方都需要明白关系的亲密
程度和重要性依次是“夫妻优先于子女，更优先于双方的父
母。”
比投资自己重要或更重要的，便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古
训有“一个好女人能富三代，一个坏女人能毁三代。”这里
说了女性伴侣的重要性，当然，合适的男性伴侣同样重要。
在此，总结吴老师的观点给大家一点建议。一个好妻子，通
常是：不搬弄是非而且性格好，迷人、有气质、聪明。选择
一个好丈夫，便首先要看他的“婚姻观”，其次看他有多少
创造未来的能力。
这里我还想表达的是，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们选定了自
己的伴侣后便应当抱着坚守一身的信念来过日子，一边提升
自我，一边投资伴侣。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内省、相互监督，
发现自己和伴侣身上的优缺点，取长补短，进行投资。现下
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捡现成，男朋友、女朋友，情感方面喜欢
捡他训练好了的;财富方面喜欢挑已经衣食无忧了的;可多少
忽略了人的发展性和精神的方面的成长，这是极可怕的事情。
#关于父母#
龙应台老师在她的书里提到，父母与孩子生来就是渐行渐远
的过程，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陪伴他拥有独自离开的能
力。我们在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浸润下长大，很大一部分
人一时半会儿无法理解这样的豁达。
其实，我们用开放的眼光来看，现今的父母多少是不够成熟
的。
首先，尊重和理解方面，中国的父母在精神、人格平等，对
思想包容理解这块是匮乏的，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实
行“一手包办”，总认为自己吃的盐比孩子吃的米要多，自
己的经验能让孩子少走弯路甚至不走弯路，一辈子顺风顺水。
我想问的是，“然后呢?”太过顺利的人生背后，孩子的一生



形同被设定好的齿轮。
再来，独立方面。我们的父母过多的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放在
孩子乃至于孙子身上，让许多远远超过18岁的年轻人如巨婴
一般生活着，完全没有独立的能力，不难想象，世世代代发
展下去，我中华子孙何谈一代更比一代强?
另外，输赢之说。我们的父母是吃过苦的一辈人，他们对于
输赢的观念特别看重，生怕自己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再次发生
在孩子身上，这边有了所谓的“赢在起跑线”思想。总想着
跑在队伍的前头，不要“落后挨打”才好。其实呀，现在的
社会发展得如此之快，机会又浩瀚如海，在人生慢慢的马拉
松长跑中，起跑线一说当真没有了说服力。我们不妨冷静下
来，看看有多少能人志士不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的
生活，而倒退回去，他们也曾经在起跑线的很后面呢。所以，
一定要说起跑线的话，父母的见识就是孩子的起跑线。
#关于幸福#
幸福的主题太宽泛了，但我们多数时候是在说一种内心的真
实感受。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喜欢坐
拥挥之不尽的财富，有的人享受捐赠自己已有的财富;有的人
喜欢热闹繁华中起舞，有的人喜欢安静宁谧中阅读;有的人喜
欢生活在不停的增加，有的人喜欢生活一直做减法。瞧!这因
人而异的。
吴军老师把财富比喻成它是上帝的寄存在你这里的，如果你
没花完，死后是要还回去的。这样看来，不如把钱看成是我
们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手段，适合自己就好了。如果拥有太
多的钱，便需要考虑财富管理、资产配置、以及投资等问题，
投资就涉及到风险，风险的来临也会降低人的幸福指数。所
以，财富也不是越多越有好处的，懂得有效挣钱、合理花钱
以及管理钱才是好的。
我们大多数人喜欢热闹繁华、人潮涌动的地方，在这样紧密
的环境里可以暂时忘了自己源自内心的孤单，于是有人感
叹“因为害怕孤单，我选择热闹。”这是很多年轻人的通病，
不敢一个人独处。其实，有些人是喜欢独处的，他们通过阅
读，通过打坐，通过焚香等等的方式，与古人对话，接近自
己神性的一面，然后他们的思想得到飞跃。这样的人毕竟占



少数，他们默默的发光发热，变得更加优秀。
生活需要做减法的思想大概是从日本的《断舍离》一书发行
之后开始风靡起来，给了我们看待生活的另一个视角，遵循
减法生活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我们的长辈们依然还在越多
越好的思想里怡然自乐。多少未必有个定数，首要的是自己
要给生活定调，譬如，你喜欢极简主义总不会添置一些繁杂
构造的物件儿的，倘若你喜欢宫廷陈设，那家中自然要些中
式风格的物品才能烘托出气氛来。我对减法生活的认知是，
我们大可不必向以往一样，买很多东西留着不用，想着世世
代代传承，能增值或保值，说到底，潮流的趋势变化得太快，
与其花大力气买这些东西等过时，不如好好经营好当下，只
买适合自己的，并且自己需要的，物尽其用，提升品质便很
好。
我想，遇见一本好书是缘分。尤其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它的
效能便扩大十倍、百倍。一本好书，本身可以帮助我们重新
认识自己、认清世界，弄清心头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从而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阅读，和深入的思
考。

见识读后感分享篇四

天在项目上，一个同事跟我说，--在项目上好辛苦耶，做这
么多事还要吃这么多灰尘。换了是以前，我会客套下回答，
也欣慰有同事的体谅，因为确实是有这么辛苦。可现在不这
么回答了，我一板一眼的告诉他给人做事得有功劳才行，如
果只有苦劳没有功劳就相当于无用功，老板请一个人来做事
只有苦劳没有功劳，没有业绩，要这个人在这里干嘛。那同
事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也没在这个上面客套了。

其实我开始的想法跟这个同事一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毕
竟花了时间和力气下去，是这本叫《见识》的书改了我的观
点。书中说到功劳和苦劳这个概念。能有这样进步的想法全



是拜此书年赐。

此书作者是一个海归博士，有世界五百强公司谷哥的管理经
验，跟国内各大型企业老总均有联系，所以从更高的视角看
问题能把人带入一种新境地。

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底层一个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
题，这样很难看到问题的本质，就比如说离婚率这个问题，
为什么印度人离婚率那么低而美国和中国为什么离婚率就高
呢，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觉得中国离婚率高的原
因是社会压力大，人心太浮燥。而这本书教给我的却是选择
太多，而没有用心好好经营的问题。

书中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理财、创业等问题，打
破我们常规的认知把我们的认知提升到一个高度。

书中有一句话是说“你能走多远，取决于见识”，我们常常
马后炮或者后悔没做某某事，做了某某事就不至于这样子，
其实这就是见识不足导致错失机遇。

网上有段子说穿越回八十年，然后攒钱买房子，开发房地产，
从此无忧无虑。如果不看到房子会涨成这样子，会有这样的
远见嘛，就是缺少见识。

说实话，我曾经也这样想象过，即便是想象，也表现出自己
没见识，现在智能时代、机器人时代来临，还是想想如何把
握当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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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读后感分享篇五

看完了《见识》来看这本的。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的精
选。

先说收获：

1.成功是成功之母。人需要有成功的经历，才不容易在进行
到99%的时候放弃。

2.最好是更好的敌人。所以，不妨行动起来，哪怕比之前好
一点呢，不必等到有最好的方案再开始，因为很可能就开始
不了了。

3.体面地拒绝别人。学会拒绝是门功课。

4.证伪比证实更重要。第一次看到证伪的概念，是在张五常
的经济解释序言里面，惊为天人。这算是复习。

5.读非小说类名著。于我，这点可以着手实施起来。

再说不喜欢的吧：

很多是正确的废话，且和《见识》重复之处不少。另，和适
合人群有关，可能更适合高中大学的孩子，或者身为人父人
母的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