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局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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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格局读后感篇一

《格局》这本书买回来有大半年，直到昨天发现自己这个月
又是东看一下西看一下，最后一本书也没有看完。想着反正
下雪准备不出门，那就静下心来把一本书读完吧！

说来很丢人，会决定看《格局》是因为它是属于鸡汤类型的
书，不像美国书籍那样费脑子。

哈哈比如《情商》、《故事思维》、《演讲的力量》这些书
要是想读完，我是必须每天读一个小时，一个月才能读完的。

始终觉得美国书籍都是那种可能研究型的书籍，看过后才知
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日本书籍就是那种看着有很多和自己经历一样，也会教我们
如何去做，但是等看完后又觉得脑子空空的知道几个如何执
行下去的方法。

对于国内的书籍，我觉得看着大多数都是鸡汤文多一些，各
种故事的拼凑成为一本书。

这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但是偶尔喝一碗鸡汤会让自己更加
有激情去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当时决定买这本书是因为觉得自己格局太小而影响着自己事
业的发展，想通过这本书让自己成长起来。



还记得当时在《格局》和《眼界》这本书徘徊，回来后发现
是鸡汤，是大道理谁都懂的感觉，就被自己搁置这么久。

当昨天静下心来读时候，又会发现不只是鸡汤文，有很多教
我如何去执行的方法。

用心读下来收获还是很大的，真的就像这本书封面说的那样，
思维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

附上朋友的一首诗：

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

柔软若冬日之阳光，

清澈似山涧之清泉。

美女之言语犹如冰珠洒在玉盘，

粒粒分明；

美女之笑容好似雪花落于肌肤，

片片透骨。

渺渺兮予怀，

望美人兮天一方。

格局读后感篇二

生如逆旅，一苇以航。二十岁的人没有不迷茫的，三十岁的
人没有不焦虑的，四十岁的人也没有不患得患失的。人生就



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不同的年龄段的人都会有属于各自
的烦恼。本人从心中有规划、满怀正能量、从容不盲从等三
个层面，谈点阅读《格局》这本书的感想。

第一个层面：心中有规划，厚积薄发显远见

规划是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考量，
是各种目标计划的总集。有人调侃说：“有规划的人生，叫
旅行；没有目标的人生，只能叫流浪。”一个人心中若没有
目标规划，那么就像没有罗盘在大海上航行的帆船，会迷失
掉方向；有长远目标和人生规划的人，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从而突破环境的限制，甚至创造有利自己的环境来实
现目标。被动接受的只能是苟且的生活，遵循心中的规划，
主动地去行动和创造、悄悄绽放的才是人生。日本著名企业
家井上富雄，年轻时曾在ibm公司工作。进入公司不久，由于
他体质衰弱，积劳成疾，病倒了。3年后战胜病魔，重回公司
工作。那时，他25岁，觉得病愈后再回到公司，一些比自己
晚入司的后辈职位都超过了他，要想在短时间内拉近三年的
差距着实不易。于是他立下了往后25年的生涯计划，并严格
督促自己按计划实践，也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职业计划，追
加新的努力目标。他总是从自己的现实出发，学习应具有的
各种能力，然后再进一步为自己的未来打基础，以便能随时
胜任更高的职位。30岁时，他成为经理；40岁时，当上了总
经理；47岁时，他离开ibm，自己开始经营公司。能取得这些
成就，得益于他能拟定适合自己生涯的计划，并且能去实践。

第二个层面：满怀正能量，乐观积极展奋进

今年年初的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中，有一名
受伤最严重的医生陶勇，最近他登上了《脱口秀反跨年》的
舞台，左手上好像还带着复健支具。节目上，陶勇分享了当
时受伤的事情，诙谐幽默地说“那个患者因为恢复得不顺利
就把我砍伤了，但是他能在茫茫人海当中精准地把我砍伤，
这怎么能说是恢复得不好呢？难道是想在茫茫人海当中用飞



镖扎住我么？”虽然是玩笑，但表达了他乐观的态度，对自
己医术的自信和对患者的包容。他想利用现在的影响力，号
召大家关注盲童，为公益事业出一份力，传递着满满正能量。
医院是公益性服务单位，我们公司也是。医患之间偶尔会发
生冲突，我们和服务对象之间偶尔也会，但我们服务的初心
不能忘，只要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传递的是正能量，我们
的付出就是值得的。对任何人而言，都没有人喜欢在怨声载
道的环境里工作生活，我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
应该互相传导积极向上的工作激情，鼓励大家一起克服工作
中的困难，闯过生活中的难关，让正能量通过传道授业解惑
的方式积蓄得越来越多，这样工作才会越来越有干劲，生活
才会越来越有滋味。

第三个层面：从容不盲从，泰然处之彰定力

在杰克・韦尔奇的“ge模式”风靡全球时，盲目采用“ge模
式”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海尔掌门人张瑞敏却没有
盲目从众，他邀请国内著名管理学家杨沛霆教授到青岛坐而
论道，以批判的眼光评价“ge模式”。张瑞敏倔强地保留了自
身的个性，也成功造就了海尔的辉煌。所以，在“从众效
应”面前，我们应当坚守自身的准则，理智看待问题，做到
从容不跟风。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是缺乏自制力与自主思考
能力的表现，我们不能被虚假传言、小道消息击垮。没有人
喜欢被当成傻子，被一些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论坛帖子糊
弄，不实的消息只能带来负面的情绪，对解决现实问题起不
到促进作用，甚至还会阻碍问题的有效解决。遇到问题或抉
择时，要恪守心中的准则，保持泰然处之的定力，懂得三思
而后行，不盲目听从，不盲目跟风，不让他人的言论或行为
影响你的判断。只有恪守心中的准则，才能在信息多元的当
下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格局读后感篇三

?格局》是台湾作家何权峰的著作，在这本书的自序，其中有



一段是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它是这样说的：不管是侮辱，批
评，攻击，或是得失失败。对一个心胸开阔，有大气量的人
来说，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大湖。你丢进去一包盐，他很快就
会被稀释，反过来，如果你把一大包盐倒入一杯水中，这杯
水还能下咽吗？为什么有些人遇到一点小问题，小困难，就
那么容易生气，挫败，难以消受，没错，是因为格局太小了。

读完这本书让我收获颇多，一个人的格局大了，未来的路才
会宽广！格局代表了一个人的眼光和智慧，格局小的人，做
事往往只会在意眼里的利益，格局大的人，看到的则是以后
的发展。

在职场上，有些人看重的是当下的收入，有些人则看重的是
未来的发展，所以许多人虽然开始的时候都是处于同样的平
台同样的起点，最后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格局决定了你在职场的未来，优秀的能力能给我们带来业绩，
但格局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眼光，也不
要用太多的心思去关注别人，算计别人做了多少得到多少，
与领导斗智斗勇偷奸耍滑，将宝贵的精力放在这种毫无意义
的事情上。保持独立的人格，拥有独立思考与判断是非的能
力，坚守为人处世的原则，不断获取新的知识，站在问题的
高度来思考问题，你自然就会形成大的格局。

格局读后感篇四

读完这本书后，感觉自己少了一份焦虑，多了一份责任感。

自从上五年级后，在学习上督促的比原来多了很多，在写作
业的问题上，还是会经常和孩子发生一些冲突。作为父母，
我确实没有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多的顾虑，从小看着长大，
明白他是个记忆力和专注力都很好的孩子，对于学习来讲，
应该不会有太大压力。唯一让我和爸爸觉得头痛的就是每天
回家写作业战线拉得太长。管理时间的能力和自制力一直是



我特别要求的，虽然这学期在时间意识上有了些进步，但还
是不尽如人意。读完《父母的格局》后，我发现自己的视野
太小了，对孩子关心和关注的内容远远不够。

《父母的格局》第一次让我明白，孩子不单是要学习好，而
且要在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及价值观上特别塑造。兴趣爱好可
以引领一个人自主自愿的参与并付出，通过实践建立自己的
自信心、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更多志
同道合的人，在体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找到自己的方向，也
会在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习力、沟通力、想象力、行
动力、领导力和凝聚力等等。

“第三种力量”这个概念是第一次从这本书接触到，它包含
但不仅仅限于亲情和友情，诠释了爱的力量，点出了除了父
母之爱之外的各种给予孩子内心的力量。一个亲人、一个朋
友、一个榜样、一本好书、一个号召、甚至是一个小宠物、
一个自然现象，都可能唤起孩子的责任心、爱心、方向感，
甚至是信仰。“自我醒悟”是一个人的第三种力量;一个人可
以找到自己人生的辅导员;汇集榜样的优点与长处，用他人的
优秀挑战自己。

“帮助他人”“参与公益活动”的理念让我联想到了学校每
年冬天的衣物捐赠活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国际性环保
组织“根与芽”，他们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
环保问题影响和带动着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明白，
热爱环境就是热爱自己。一旦参与其中，还可以激发一个孩
子的热情，甚至置入梦想的版图，成为孩子追求发展的原动
力之一，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

“允许犯错”这个说法让我重新审视和调整了一下自己对孩
子的要求。如果长大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插入一些犯错的
过程，希望孩子能及早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靠自己的力量
去纠正错误。这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痛点，明明知道是一个
错误却没办法阻止或改变的时候，要眼睁睁看着孩子在错误



中摸索、挣扎、成长。那么，作为父母要做的就是学会让孩
子为自己的言行和决定做主，让他们在学习承担后果的同时
学习对自己负责。如果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苦甜自担，那
就暂时没有独立自由可言。

“闲暇时间”体会生活的快乐和学习的意义。比如篮球、足
球、网球各种球类运动或游泳、轮滑、爬山、击剑、美术、
音乐以及各种户外活动、亲子游戏、课外阅读、创意写作、
家庭活动等等，它们能磨练一个孩子的意志力，提升融入集
体的速度，学会大胆自如的表达自己的愿望，找到生活的乐
趣，同时可以锻炼自己的自控能力、协作能力、思辨能力，
提升五项重要的认知领域：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激励、
同理心和社交能力。所以，闲暇时间的安排是不可忽视的成
长因素。

下面是对我很有触动的几句话，

“我是谁?我对谁负有责任?我要感恩和尊重的人是谁?”;

以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苦难和磨练，能在失
败时有能力自我疗伤，然后重新出发。

作为父母，要学习和调整的内容很多，跟孩子一起成长，多
努力吧。

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用心良苦，谢谢给我这种不懂得怎么
更好的做父母的人提供书籍和学习的机会，希望翰林小学和
祖国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好。

格局读后感篇五

“世界上永远不缺聪明人”——最近偏爱上了吴军老师的人
生进阶系列的全新作品《格局》。这是继吴军老师《文明之
光》，《智能时代》，《见识》，《态度》之后的作品。在



《格局》这本书中，吴军老师从人生的格局，命运的力量，
生活的节奏，智者的见识，心智的成长，悲观与乐观，未来
的法则七大方面阐述了一个人的格局的重要性。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努力，也好奇别人是怎么做
的，怎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其实，决定一个高度的，是
一个人的格局与心智——格局够大的人不仅看的远，更重要
的是，能在那些重要关头上选择对，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
该怎么做，能够把自己的心稳住。这几年一直都在忙忙碌碌，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突然觉得之前的那几年，自己没有
方向感。那时候的自己总是给自己找一万个理由推脱自己，
什么年龄小，没有遇事的经验，更谈不上什么心智与格局。
多年过去，现在再重新审视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把心沉淀，
重新并且时刻的定位自己。调整自己遇事处理问题的态度和
方式方法，不断的在别人进步的同时自己也不能落后。尤其
是在这个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你的创新永远赶不上被淘
汰的速度，心态和努力就是生与存的必要条件。时刻清楚自
己能力的边界，而但凡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通常是没有见
过真正聪明能干的人。因为，人只有到了一个人才荟萃的环
境下，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水平的不足，而明白自己能
力的边界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人贵在自知，走出舒适区，在
自己边界内最大化优化自己，才是对人生积极的态度。

未来是一个过剩的时代，物质会过剩，内容也会过剩，而唯
独宝贵的是人的时间和注意力。以前是说，有了手机可以利
用碎片化的时间;真实的情况是，有了手机后，所有的时间都
变成了碎片化的时间。要是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捡起来串在
一起，多学习，就可以减少很多个伪工作的“努力”。就像
我们厂部门口的主题口号“学习创新求发展，求真务实见精
神”，在学习、工作、生活的同时，让自己的心智成长，遇
到事情能够稳妥的处理，把每一项工作做精、做细，并且善
于在实践中总结和思考。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格局成为一种智
慧，一种思想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