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人读后感(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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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新的人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看了一篇关于愚儿表的的故事，下面由我来给大家说
说吧。愚儿才八九岁，他有一个坏毛病：老是什么事儿也不
干，不声不响；西边一站，站了3小时，父亲母亲以为他早就
上学去了，后来却看见他不声不响地站在大门口。他的老毛
病老是改不掉，而且越来越厉害。有一回到学校去，半路上
看见鞋店的工人正在扎鞋底，他站在一旁整整看了一天，连
吃饭也忘了。后来愚儿的母亲愚儿买了一只表：“你看，到
了这时间，就应该上学；到了这个时间，就应该回家了；到
了这个时间，就应该开始温习功课------”愚儿记住了，并
牢牢地记在心里。可是因为他没有弄明白，最终闹了很多笑
话。有一次，他把短针和长针弄错了，上学又迟到了；他又
因为没有弄明白手表晚上和早上的.区别，到早上9时，跟老
师请假要回家睡觉去；有一天早上，手表短针老指在“9”字
上，他却认为还没有到起床的时候，一直等着，直到他妈妈
跟他说表的机关停了，才马上起来，跑去学校，可是第一节
课又迟到了。从此以后，愚儿全都明白了，他能自己上弦，
自己校正快慢，对准时间。他能够按着表告诉他的时间，做
完这件事儿又做那件事儿。看完这篇文章，我深深地懂得：
做事情要有计划，这样才能井井有条，并且做得更好。

新的人读后感篇二

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守着过去。创新是难的。把创新推广出去
更难。



一件新衣服是一项创新，当我审视一件新衣服其实也是信息
传播的过程，我看见衣服，知道了衣服的款式、颜色、大小
和价格，消除了我对衣服信息的不确定性，更加了解了这件
衣服。但是技术的创新在消除了我某一方面的不确定性之后，
在另一个意义上它又产生了某种不确定性，比如说这件衣服
是否好看？它是否适合我？所以拒绝还是接受？这就涉及了
创新扩散的问题。
《创新的扩散》是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也是作者离世
前给人类留下的最后的知识财富。从第一版开始，作者就抓
住了创新扩散问题的本质，即扩散的社会过程。
本书着重讲述了创新的过程以及创新的属性和采纳率、创新
性及采纳者分类、创新代理人和组织内部创新。创新的扩
散”首要内容就是扩散，扩散是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经由特
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中传播的过程。扩散的实
质是个人通过信息交换将一个新方法传播给一个或多个他人。
它是特殊类型的传播，所含信息与新观念有关。创新的扩散
需要四个要素，即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其中，
传播渠道是信息从一个个体传向另一个体的手段。在扩散研
究中将时间作为一个变量，并将其分成创新决策过程、个体
或单位比其他系统成员采用创新更早或更晚的程度、系统中
的创新采用速度三类。而社会系统则代表着扩散必须发生在
一定的社会系统内。
我们可以了解到扩散研究在学术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扩散研究的成果被收入社会心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
广告学、营销学、消费行为学、农村社会学及其他领域的教
科书中。扩散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创新的特别有用的方法，
这是因为创新是一种其结果相对容易区分的传播信息。扩散
研究通过追踪研究一个新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体系结
构中的渗透和传播，人们可以更准备地了解社会创新的过程。
扩散研究把重点放在追踪创新通过某个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传播的做法使行为变化过程更加充满活力。
扩散研究有益于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对利用科研成果有切
实的帮助。扩散范例可以使学者把他们的经验型结论以更具
理论性的高度概括的形式重新加以阐述。



创新-决策的过程是我们这一本书中主要的部分，它包括五个
阶段，即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确认
阶段。
认知阶段：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认识到某项创新的存在并理
解了它的功能。
说服阶段：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对创新形成赞同或不赞同的
态度。在说服阶段，个人主要是在心里上参与这项创新，个
人也会积极地寻找创新评估信息，以此降低创新预期后果的
不确定性。
决策阶段：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所进行的活动将导致选择采
纳接受或拒绝某项创新。采纳就是决定把某项创新作为有可
能实行的最好的行动方针来充分利用，拒绝就是决定不采纳
某项创新。
实施阶段：当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把一项创新投入使用时，
就是“实施”。实施阶段包括很明显的行为改变，新想法实
际投入实践。
确认阶段：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如果接触到关于该项创新的
互相冲突的信息，则会寻求对已作出的决策进行肯定或拒绝。
在此阶段，个人会努力避免一种不调和的状况，如果发生不
调和，他会努力减小。
创新扩散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有些创新得以扩
散，改变了社会，也改变着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有些创新难
以扩散，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所在的社会的问题，也有可能
是地方文化区别，但终究它们的影响微乎其微。灵光一闪，
我们的脑海里出现的奇思妙想，它既可能是单纯的想象，也
可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足迹。

新的人读后感篇三

童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它充满欢笑，但也有悲伤。在高
尔基的童年里，是充满悲伤的。



它讲述的是阿廖莎（即高尔基）从三岁到十三岁这一时期的
童年生活。小说从我随母亲去投奔外祖父写起，到外祖父叫
我去人间混饭吃结束，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
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阿廖莎可真是命苦，三岁便没有了父亲，而母亲改嫁后，又
因生病而死，这让阿廖莎没有了父母，所以他一直住在外祖
父家，外祖父是一个吝啬、贪婪，残暴的人，他经常打外祖
母，和孩子们，有时用树枝抽的阿廖莎都失去了知觉。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也不乏温暖与光明。他的外
祖母，聪明能干，热爱生活，慈祥善良，有着圣徒一般的宽
大胸怀，她对阿廖沙的影响，正想高尔基后来写的那样：在
她没有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他一出现，
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
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阿廖莎的童年在他母亲去世时结束，他需要担负着重大的责
任，靠捡破烂来维持生活。从此，他开始了在人间的坎坷旅
程。想想我们的童年，是多么的幸福，美好，这些美好的生
活，是来之不易的`。

阿廖莎在黑暗的环境中仍保持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逐渐成
为一个坚强、正直和有爱心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和阿廖莎一样，在困难面前仍保
持勇气和信心，这样，必能战胜黑暗，见到光明！

新的人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叶圣陶老先生写的《新的表》。主要说的是一
个叫愚儿的男孩子和他的表的`故事。愚儿有一个坏毛病，不
懂得时间，不知道什么时间应当做什么事儿。为了帮助他，
父母就买了一只表给他，指给他看表面上6、4、5、9这几个
数字，告诉他，什么时间上学，什么时间回家，什么时间开



始温习功课，什么时间，应该上床睡觉。第一次，愚儿看的
是长针，所以弄错了时间，做错了事。第二次，愚儿听了爸
爸的话，知道要看短针，可是他不知道短针一天要绕两个圈
子，所以又闹了笑话。第三次，愚儿不知道表是有机关的，
要上紧弦，才能转，一直躺在床上等短针走，结果又闹了笑
话。后来，愚儿全都明白了，他能自己上弦，自己校正快慢，
对准时间，他能够按着表告诉他的时间，做完这件事儿又做
那件事儿，什么都井井有条了。

我想对愚儿说：你很聪明，学的很认真，记得也很牢固，比
我好多了。虽然你闹出了许多笑话，但是现在你已经学会什
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了，就不会再耽误时间了。

我觉得我就像这个愚儿，不知道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说玩一会儿玩具，结果就玩了两三个小时，想不
起来要做作业。妈妈跟我说了要做作业，我还喜欢把时间往
后拖。有时候还会忘记妈妈说让我做的事情。妈妈告诉我应
该怎么做，我也不听。我总是改不了这个坏习惯。

新的人读后感篇五

今天，妈妈向我推荐了一篇文章《丑小鸭》，说它是世界经
典童话。我本来就爱看童话，再加上妈妈说是经典，就更吸
引我了。我想知道它到底经典在哪儿。

一翻开书，他就深深地吸引我。一开始丑小鸭的悲惨命运让
我十分难过，因为它长得又大又丑，所以经常遭到不幸，成
了被嘲笑的对象。鸭儿们打它，鸡儿们啄它，喂鸡鸭的女人
用脚踢他。所有的动物都瞧不起他，说它不能生蛋，不能发
出清脆的叫声，是一个大饭桶，从此以后，它只得孤独地向
森林中走去。

看到美丽的白天鹅，看到它终于被人们所关注、赞美。说它
最美，最年轻，最好看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默默祝



福着他。

我不由得想，丑小鸭能变成美丽的天鹅，我们的农民工子弟
就不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吗？贫穷不是他们的错，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成才。有句话说：：自古雄才多磨难。我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这些丑小鸭中也一定能飞出成千上万只白天鹅，
让城里人刮目相看。

努力吧！暂时的丑小鸭！

新的人读后感篇六

我读过很多童话故事，有善良的'《灰姑娘》、有美丽的《白
雪公主》、有神奇的《小仙人》……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
《睡美人》。

《睡美人》讲的是从前有一个王后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不久果然生了一个女孩。国内有13个预言家，但他们只请
了12个。预言家们送给小女孩很多礼物。当第11个预言家说
好话后，第13个闯了进来，对小女孩说：“你15岁时会死亡。
但最终还是被一位王子救了。”

当我读到公主晕倒时，我很悲伤，因为我感觉当时她很可怜，
此时此刻，我多想帮助她逃离苦难，过上幸福的生活啊！当
我读到王子向公主求婚时，我感觉很快乐，因为她终于可以
过上幸福的生活。

感谢童话故事带给我喜悦；带给我欢乐；带给我丰收。它陪
伴我度过快乐的童年生活。

新的人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睡美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



书中讲的睡美人是一位可爱的公主，王后生下公主后，举行
了一个大型宴会，因为少邀请了一个女巫师，被女巫师报复
献上了恶毒的咒语，说公主会被纺锤砸死。幸好被最后一位
女巫师更改为，公主不会死，只是昏睡一百年。后来虽然国
王百般毁掉了所有的纺锤，但是可爱的公主还是没有逃过此
劫难，同时整个国家也和和公主一起沉睡了。整个皇宫也被
蒺藜掩埋了，王国外没有人能救他们，因为他们无法越过蒺
藜，100年后，又有一位王子经过艰难险阻越过了蒺藜，终于
救醒了公主，整个皇宫也恢复了往日的旧貌。从此，公主和
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好让人感动，王子好勇敢。我觉得做任何事都要勇
敢，坚持到底，就一定会胜利。

新的人读后感篇八

博朗的设计理念源于195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这一
特点鲜明、注重功能的设计风格被设计大师迪特·拉姆斯
（dieterrams）概括总结为产品设计的十原则：

1、出色的设计是需要创新的，它既不重复大家熟悉的形式，
但也不会为了新奇而刻意出新。

2、出色的设计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因此，设计的第一要务是
让产品尽可能地实用。不论是产品的主要功能和辅助功能，
都有一个特定及明确的用途。

3、出色的设计是具有美学价值的。产品的美感以及它营造的
魅力体验是产品实用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每天使用的
产品都会影响着我们的个人环境，也关乎我们的幸福。

4、出色的设计让产品简单明了，让产品的功能一目了然，

如果能让产品不言自明、一望而知，那就是优秀的设计作品。



5、出色的设计不是触目、突兀和炫耀的。产品不是装饰物，
也不是艺术品。产品的设计应该是自然的、内敛的、为使用
者提供自我表达的空间。

6、出色的设计是历久弥新的。设计不需要稍纵即逝的时髦。
在人们习惯于喜新厌旧、习惯于抛弃的今天，优秀的设计要
能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让人珍视。

7、出色的设计贯穿每个细节。决不心存侥幸、留下任何漏洞。
设计过程中的精益求精体现了对使用者的尊重。

8、出色的设计应该兼顾环保，致力于维持稳定的环境，合理
利用原材料。当然，设计不应仅仅局限于防止对环境的污染
和破坏，也应注意不让人们的视觉产生任何不协调的感觉。

9、出色的设计越简单越好。

10、设计应当只专注于产品的关键部分，而不应使产品看起
来纷乱无章。简单而纯粹的设计才是最优秀的！

新的人读后感篇九

从ibm和百思买的管理创新可以总结出以下原则：

1、处理系统问题，你必须理解问题的根源，

2、在开始阶段补充总比扩大容易和安全，让新旧制度共存，

3、设立变革性的目标，但采取渐进的步骤。

4、设立清晰的评估标准来持续改进。

5、让你的政治风险最小化，从你自己的领地开始试验。



6、与志愿者合作，以此作为开始。

7、设计成游戏形式，保持非正式化。

8、重复：试验、学习、再试验、再学习。

9、永不放弃：创新是永恒的！

摘自《管理大未来》，[美]加里?哈默、比尔?布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