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信任的读后感(大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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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信任的读后感篇一

读完了《诚实与信任》这篇文章，我第一个想到的成语就是：
诚实守信。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作者在深夜里驱车回布鲁塞尔，天很黑，
又有点雾，他刚从快事道进入慢车道，就撞到了一辆小红车，
作者就写了一张有自己姓名、电话的字条留给了小红车车主，
事隔三天，小红车车主来电话了，作者要把钱给他，他却不
要钱，反而感谢作者给自己留下了诚信。因为他认为诚信比
金钱还贵重。

诚实，就是忠诚正直，言行一致。守信，就是遵守诺言，不
虚伪。“君子一方，驷马难追”，诚实，是我们每个人应该
具备的基本品格，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用金钱
是换不来的。

古时候，有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曾子。有一次，曾子的妻
子要去赶集。他的孩子哭着喊着也要去。妻子就哄孩子
说：“乖，你就别去了，等妈妈回来给你杀猪吃。”她赶集
回来后，见曾子真要杀猪，妻子连忙上前阻止。曾子却
说：“你欺骗孩子，孩子也不会信任你。”说完，就了结了
猪的性命。曾子不欺骗孩子，更用实际行动培养了孩子讲任
用的美好品质。

今天我们是校园的学生，而明天我们就即将成为国家的栋梁
之才。诚，是诚实待人，以真诚的言行对待他人，严格要求



自己，不说谎，不作弊，不抄袭；信，就是讲信用，守承诺，
言必行，行必果，遇到错误要勇于承担。有诚信的人目光里
有自信，行动中有把握，生活中有朋友，拥有诚信的人就可
以拥有一切！

现在，让我们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一
个讲诚信的人！

信任的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下着小雨的上午，我拿出四年级的语文书，又看到了
我学时，感受最深的.一篇作文——《诚实与信任》。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课文中的“我”将别人的反
光镜给撞碎了，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我”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选择留下电话，请车主打电话找“我”赔偿。车主打来
电话并没有要求“我”赔偿，正是因为“我”诚信感动了车
主，可见诚信有多么的重要。看到这我想起来了很多的故事
如：《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曾子诚实守信，他妻子答应
孩子不哭闹就为他杀猪吃，他果然将猪杀死，教育儿子要做
诚实守信的人；《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讲诚信就会
付出生命代价；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砍倒其父最爱的小树，
他没有逃避、隐瞒，而是勇敢的承认了。作为龙的传人，我
们应该继承发扬这种美德。

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让我们做有诚信的人，
继承发扬这种美德。

信任的读后感篇三

我读过这样一篇文章，使我深受感触，名字叫《诚实与信
任》。文章主要记叙了作者驱车回家，在停车的时候，不小
心把一辆小红车的反光镜给撞碎了，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
主动留下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他的姓名、联系电话与住址。



事隔三天，小红车的主人打来电话，向作者表示感谢，并告
诉他“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回味着。

是啊，金钱是有价的，但是如果你只拥有许多金钱，而没有了
“诚实与信任，那也就等于没有了自身的价值。“诚实与信
任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在，
就有许多昧着良心赚钱的败坏商家们，做坑害老百姓的事，把
“诚实与信任践踏在自己的脚底下，结果是一些明星企业就
此倒闭，再也没有办法立足在这个社会了。

我们小学生也要使自己具有“诚实与信任这一优良的品质，
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一次，我问同学借一本书，并向他
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星期后归还他，他同意了。可是，一个星
期过去了，我还没能看完那本书，我决定还是如期归还，当
我把书还给他的时候，他对我友好地说：“你真是我值得信
赖的好朋友，这本书你什么时候看完就什么时候还我。
看，“诚实与信任不光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还可以增进友
谊。

金钱是有价的，但再多的金钱也比不上“诚实与信任这个最
最基本的道德。我一定也要像本文的作者一样把“诚实与信
任这五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刻提醒我怎样做人。

信任的读后感篇四

诚实与信任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东西，它甚至比黄金还珍贵，
这是我读了《诚实与信任》这篇文章后的感悟。

一天深夜，一位年轻人从外地驱车回家乡，天很黑，能见度
很差。快到家时，听到“咔嚓”一声，年轻人下车一检查，
原来车子右侧的反光镜碎了。只见一辆小红车停靠在路边，
左侧的反光镜也碎了，但毕竟是停着的，所以责任在年轻人。
年轻人见四周没有一人，便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明了自己



的姓名、电话，年轻人希望车主与自己联系，字条压在小车
的雨刷下。事隔三天，一名陌生男子打来了电话，他，便是
小红车的'主人。

“噢，是你，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汽车的反光镜碰坏
了！”

“反光镜我已经换上了，我打电话是向你表示感谢的。”

“不，是我要向你表示歉意，请你把购货单据寄来，好让我
把钱寄给你。”

“不用了，你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给我留下字条，这使
我很感动。”

“这是应该的，这笔费用应该由我来支付。”

“不，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
诚实与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说完他便挂了电话。

是的，诚信是一种品质，是金银珠宝换取不来的。甚至可以
说，它比任何东西都宝贵、可靠。诚信作为一种崇高的品质，
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发出天使般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照亮别
人。我希望中国的子子孙孙们都能拥有诚信这种品质，每当
我们不小心犯错时，不管是大错、小错，都要勇敢地站出来
承认，而不是故意隐瞒、逃避。

人与人之间，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应该坦诚相待，同
学之间也应当如此，说实话，不能欺骗、吭骗同学。不然，
就没有人愿意和你交朋友，人生之路也会越走越窄。

信任的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们学了一篇课文《诚实与信任》，它讲了“我”驱



车回家途中，不小心撞碎了停靠在路边小红车的反光镜，于
是，“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留下字条，希望车主
与“我”联系。在电话里，小红车的主人说诚实和信任比金
钱更重要。

这篇课文让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以前的.事情。有天晚上，临
睡觉前爸爸问我刷牙了没有，我随口回答：“刷了”，于是，
爸爸很信任地对我说：“真乖，睡觉去吧，晚安”。睡在床
上，我心里有些不安，爸爸很信任我，可我却骗了爸爸。第
二天晚上，我又犯了同样的毛病，爸爸还是很信任我。俗话说
“事不过三”，第三天晚上，我还想偷懒，便对爸爸说自己
已经刷过牙了，可是，这一次爸爸又问了我一次：“真的刷
过牙了吗”?我只好对爸爸说：“没有”。爸爸跟我谈了很多
关于牙齿健康的常识，并对我说，你已经有了蛀牙，如果每
天再不认真刷牙，牙齿就会坏掉。爸爸希望我作个诚实的孩
子，爸爸说他依然很信任我。

被别人信任的感觉真好啊，我可不想失去这种信任，只有诚
实才能换来别人的信任。我不想做一个让别人不信任的孩子，
我要一个诚实的人。

信任的读后感篇六

在这个下着小雨的上午,我拿出四年级的语文书,又看到了我
学时,感受最深的一篇作文——《诚实与信任》。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课文中的“我”将别人的`反
光镜给撞碎了,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我”没有选择逃跑,而
是选择留下电话,请车主打电话找“我”赔偿。车主打来电话
并没有要求“我”赔偿,正是因为“我”诚信感动了车主,可
见诚信有多么的重要。看到这我想起来了很多的故事如:《曾
子杀猪教子》的故事。曾子诚实守信,他妻子答应孩子不哭闹
就为他杀猪吃,他果然将猪杀死,教育儿子要做诚实守信的人;
《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讲诚信就会付出生命代价;美



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砍倒其父最爱的小树,他没有逃避、隐瞒,
而是勇敢的承认了。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应该继承发扬这种美
德。

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让我们做有诚信的人,继承
发扬这种美德。

信任的读后感篇七

这本书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的leader推荐给我的--史蒂
芬·柯维的经典管理学书《信任的速度》。

该书是联想全球高管的红宝书，被誉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
习惯》以来写得最好的书。一经发表就占据了《纽约时报》和
《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的第一名。

书中史蒂芬·柯维通过平实的语言、严谨的叙述向读者朋友
们讲解了信任的五个维度：

自我信任、关系的信任、组织的信任、市场的信任、社会的
信任

诚实、动机、能力、成果

虽然好像看完这个提纲之后全书就没有什么神秘感可言了，
但千万不要觉得只看提纲就够了鸭。以前看过一个很认同的
说法：“看碎片化的文字最多能学会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静下心来看一本书可以教你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论。”

求人以鱼，不如求人以渔。

还是希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翻开这本书，亲自去
书中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细节。因此呢，在本文中，我们不讲
道理，只谈感受，毕竟这也是小葱白更加擅长的领域。



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一个观点让我深受启发。

“信任红利”&“信任可重建”

看到「信任红利」这个概念，我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是呀！原来信任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在互
相信任的良性关系里，我们彼此都会收获到实实在在的，可
以被转化为金钱或者资本的信任红利；而在互相猜忌的恶性
关系里，我们则时时刻刻被征收着巨额的“信任税“，这样的
“信任税”不仅会让我们效率低下，更有甚者，让我们的工
作完全无法得以开展！

信任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
落到实处、可以用数字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

而「信任可重建」则给我灌输了一种“发展”的思维模式。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如何重建信任”？嘿，我就不。

初入职场，我们总是一边无比害怕犯错，一边犯着数不清的
错。我们为什么害怕犯错？因为怕我们还太“弱”，后果承
担不了。因为怕在没有信任基础的前提下犯了错，从此失去
被信任的资格。

当我看到“信任可重建”这个概念时，我突然就明白了。犯
错又怎样，及时纠正错误，及时汲取养分实现快速成长，比
墨守陈规、止步不前的员工更可爱。

不要害怕走出你的舒适圈，不要害怕做暂时不擅长的事情，
用经历恣意作画就是一张白纸最好的自我修养。



信任的读后感篇八

说到诚信，我的第一映像是要“说到做到，要言行一致”。
但今天读了《信任的速度》后，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
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
实无妄之谓。诚即天道,天道酬诚”。言行须循天道，说真话，
做实事，反对虚伪。意思为诚实。《说文解字》认为“人言
为信”，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可见，“信”不仅要
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切忌大话、空话、假话，而且要求做
事也要诚实可靠。而“信”的基本内涵也是信守诺言、言行
一致、诚实不欺。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诚信的核心
就是做事实，说实话。但往往我们却发现，自己既是这样做
了，也还无法得到别人的信任，由此就开始抱怨别人的偏见，
甚至开始愤世嫉俗。

在《信任的速度》中，stephen & rebecca l从西方人的眼光给
了我们新的启示。在书中，信任被分为了四个核心——诚实、
动机、能力、成果。其中，诚实和动机被归为品德问题；能
力和成果被归为才能问题。在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豁然开
朗的感觉，原来我们一直所做的，只是做到了诚实或动机这
一、二个核心而已。

诚实和动机不用我解释，我想大家也能通过字面意思明白。
那么能力和成果呢？

能力是我们提升信心的手段，既是提升自己的信心，也是提
升别人的信心。例如：一项尖端的技术工作，一个生手和一
个高级技工，哪位更能取得雇主的信任？当然，这里的能力
还包含了我们就建立、培育、传递和重建信任的能力。

成果其实也好解释，直白的说，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应该完成
的事，就会削弱我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实现了自



己所承诺的结果，就会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声誉随之而来。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最为常见，例如：某一
个供应商，他积极的想为公司提供服务，当公司提出需求的
时候，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他承诺了下午送货，在这个时
候，他在诚实和动机上都还没有出现问题。但到了下午，供
应商在配送能力上出现了错误（能力不能满足），导致货物
没有按时送到。这个时候，作为业主是什么感觉，我想你一
定不会相信他是无意犯错，这个时候，供应商的诚信就受到
了损失。

”诚实“是地表以下的基础，是信用之树赖以为生的树
根；”动机“是地表之上的树干；”能力“是树枝。是我们
创造成果的能力；”成果“就是树上的果实，是可见的，可
触摸的，可衡量的结果，最容易被人看到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