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读书心得体会(精选5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心得体会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
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分享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五年前机遇巧合，我无意间阅读了《狼图腾》这本书。那时
阅读吸引我的是“狼性”，对于我，狼是陌生的、可怕的，
是低级动物，是不如人的，可是当我看完这本书后，我改观
了，狼是聪明的，人在某些方面远远不及狼，甚至应该向狼
学习。

今天我再次拿起这本书重新看，有些惊叹，人在不同时期不
同背景下所领悟到的东西，竟然也是不同的，感动的东西不
再是映入眼前的“狼的表面的描写”，而是一种真理的渗出。
相信看过《狼图腾》的人，都会被狼性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
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打动。不管这本书的文字水平和叙
事结构如何，这本书的许多东西值得借鉴。正如海尔集团董
事主席张瑞敏看了这本书后的评论:其一，不打无准备之战，
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其二，
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
也是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
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在商战中这种对手最恐
惧也是最有杀伤力。而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会得到哪些启发?
我认为有这几点:

首先，我们要了解所处环境，具备自知之明。狼都懂得熟悉



环境，不打无准备之战，懂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难道不应该了解自己，看清周围环境吗?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如果我们没有
真才实学，就不具备谋生的条件，更不用谈及所谓的成功。
狼胜利的战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残酷生活斗争中积累
下来的。同样，我们也应该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充实自
己，不断吸取好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其次，我们要努力协作共同打造和谐、友善、互帮互助的团
队精神。狼在生存中捕获食物都懂得集体的力量，有章有法，
责任明确有大小强弱之分，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更要知道团
队的重要性。和谐环境让人赏心悦目，和谐的团队更能把作
用发挥的淋漓尽致。组建一支好的医务团队，我们必须从自
身出发，相互之间要友善，工作中你弱我帮，你强我让，你
漏我补，拧成一体才能发挥集体的团队作用。

再者，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安排。狼群由狼王统一指挥，进则
同进，退则同退，协同作战，无往不利。比如围捕黄羊的时
候，有狼去寻找大雪坑，有狼去骚扰，有狼去伏击，在总攻
的时候也是井井有条，狂而不乱。更让人称绝的是，狼群即
使在撤退的时候也井然有序，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
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狼是勇敢的，组织性纪律性强，
如同一支铁军，威不可当!所以我们的团队更需要有组织有纪
律!现实工作中，我们就要听从组织安排，自觉遵守医院规章
制度。

最后，要学会与狼共舞。狼是可怕的，但是要战胜狼，首先
必须接近了解它。如同困难和挫折，学习工作中你惧怕就会
退缩，如果你靠近它，磨砺自己，你就会越挫越勇。

有句话说的好:做事先做人，做人先修心。不要在忙碌的工作
中、竞争的压力中埋藏了你的心，狼的心比草原大，我们的
心更应该比天高!



分享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本学期，我们学习了这篇文章。读完后，我想了很多，很多。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在鲈鱼捕捞开放日的前一个夜晚。一对
父子到。父子俩分别放好鱼饵，然后举起鱼竿，把钓线抛了
出去。过了好长时间，小男孩钓上了一条漂亮的大鲈鱼。他
和父亲都很高兴。之后，父亲看了看表，已经10点钟了，距
离鲈鱼捕捞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父亲坚决地，毫无余地地让
小男孩把鲈鱼放回水里。34年后，小男孩已经成为了一位著
名的建筑设计师，每当他面临道德抉择的时候，就会想起父
亲曾告诫他的话“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实践起
来确很难”从而做出正确的抉择。

谁都知道，规定的制定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有秩序，更
安全，更方便，但是，要想真正达到制定规则的目的，就需
要靠每个人都自觉和执行。可是在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自
己小小的利益而去违反规则，也许，他们并不是故意要这样
做，但是面对诱惑的时候，不能管住自己。好多人在违反规
则的时候，总是想：“就这一次，没关系。”“下次注意就
行了。”“反正没人知道”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都这样做，
那规则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遵守规则，要靠每个人的自觉
性，怎样才能有这种自觉性呢？这其实就是一个道德的选择
问题。这种道德的培养要从小时候，从小事情上做起。

诱惑有时候会让人眼花缭乱，只要头脑稍不清醒，来自各方
面的诱惑，会使人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我
们需要从小严格的教育外，还要时刻有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
量。这就是这篇文章带给我的启示。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分享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称呼瓦工、木工等为“匠人”，那时以为
“匠人”就是一个简单的代名词，后来才知道“匠人”一般
是指技艺高超的手艺人或有相当写作水平的人，但还指那些
不知疲倦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的匠者。

《匠人精神》这本书是秋山利辉先生通过列举“秋山木工”的
“匠人须知三十条”来阐释如何培养具有日本特色的合
格“匠人”。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木工，对于各行各业都适
用。

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抱持着“我只做我薪
水分内的事”、“尽量轻松获得成果”这种省事想法的话，
就不会拥有真正的实力。在每天的修业中，我们要拿出自
己101%的气力，持续做有益的事情。要不断地累积经验，保
持开朗的心境，关心周围的人。

作为天然气行业中普通的一员，就拿我们日常工作中安装压
力表为例，同样安装一块压力表，不同的员工安装出来会有
不同的效果。有的员工安装出来，后期一检漏，发现压力表
有漏气现象；有的员工安装出来，一看方向就不正，使得巡
检者在日常巡查时不能正视压力表表盘示数；而有的员工安
装出来就很标准，后期不用进行任何调整。这反映出每一位
员工在安装压力表时的不同技能和不同心境。

在安装压力表时，前两种人就是抱着“尽量轻松获得成果”
这种省事想法的人，所以他们的成果就是不合格。而书中说到
“每个人都拥有成功的潜质”，像这种抱着省事想法的人是
不可能成功的，也是不可能传承“匠人精神”的。

我们只有战胜自我，每天付出努力，抱着不断学习，提升自
我心性的态度，不仅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干完，还要把工作干
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一些份外的工作，提升自我心性，



练就过硬的专业技术，才能达到所谓的“匠人精神”，从而
更好地传承“匠人精神”。

清徐清管站

雷波

分享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谓木之道，直译过来便是木中所蕴含的道理，这种翻译我觉
得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在这种说法里木是外延，道是内涵，
若把木换成咖啡，说法就不一定成立了。在我看来，道才是
核心，木只是道的表现形式，若把木换成咖啡，表现为咖啡
之道，也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匠人精神通篇所想要阐述的，正是这种为人之道，能
把这种为人之道理解，贯通，最终应用于实际工作当中，才
是秋山木工的厉害之处。

作为培育这些优秀员工的领头人，秋山利辉想要培育的既不
是一位优秀的木工，也不是为秋山木工不停赚钱的机器，秋
山利辉想要培育的是能够为社会造福的人。正是怀揣着这样
的初心，秋山利辉培养了无数位在各行各业都十分尖端的人
才。

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极为高级的，这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中
是较为上层的需求满足。之所以每年有数十倍于招聘计划的
应聘者希望进入秋山木工，因为这里不仅能满足员工的基本
生理和安全需求，更是这里能够充分的尊重学员自我实现的
愿景，以自我实现为背景，自然学员的精神和信心都是增倍
的，而每个学员的自我实现汇聚在一起，成就了秋山利辉和
他带领的秋山木工。

相比之下，中国的不少老板贪图眼前利益，妄图员工价值快



速套现，急于压榨员工利益，单纯的以赏罚制度进行管理，
花费精力不说，最终收效甚微，更有甚者导致员工哀声载道，
自然难以为企业贡献全部力量。

在蔡康永的说话之道中，蔡康永将说话的道与术进行了分离。
木工也是，咖啡也是。烘焙，研磨，萃取，拉花，都是咖啡
之术。很多人都会觉得，从事咖啡行业，是对咖啡感兴趣，
想要学习了解如何去制作一杯好喝，好看的咖啡。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喜欢咖啡，是爱好，是自己想喝想做一杯好喝咖
啡的冲动。而从事咖啡行业，最终目的应该是制作一杯让他
人觉得好喝的咖啡，在这句话中，好喝是目标，咖啡是载体，
他人是整句话的核心。

无论木之道还是咖啡之道，其理皆同，不过表达出来的时候
一个侧重在木上，另一个则呈现在咖啡之中。

所以对于咖啡之道，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制作一杯好喝的咖
啡，还需要在顾客进门的时候给与他们真诚温暖的微笑，敏
锐的察觉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推荐合适的饮品，尽可能的去
帮助他们，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和他们打招呼，目送他们离开。
这些事情都很重要，重要的程度不亚于咖啡好不好喝，因为
我们做这些事，也都是在围绕着这个道的核心――让他人在
这里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而且这个他人，也不单单指来访的顾客，也包括一起共事的
师兄弟，在工作中同样需要时刻为他们着想。有没有给他们
添麻烦，是不是给他们造成了困惑，我的所作所为会不会让
他们烦躁，这些都是问题，因为只有和同事融洽相处的人，
才能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更多帮助，也更容易团结，发挥更大
的力量。

曾有师者在读书一事上指点我说，年轻之时，少看工具书，
多读人文书。起初我还不能理解，人文书读来无味，工具书
既学既用，遂好实用之书。现在看来，看工具，钻的是术，



读人文，才是学道。秋山利辉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不急功
近利急于求成，先把为人之道学好，方才有用。增长才干，是
『术』，让你“会做事”，而培养人性，才是『道』，让
你“会好好做事”。用秋山利辉的话说，就是有一流的心性，
必有一流的技术。长此以往的磨炼心性和品格，掌握其道，
即便不做木工，不做咖啡，换到任何一个行业，大概都是十
分有成就的。

近日阅《匠人精神》一书，略有感触，遂散言二三，无奈自
己年轻懵懂，未经风雨，思想之浅薄，看法之幼稚，多有可
笑之处，还望能得大师们多多指点，小生在此先行谢过。

分享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匠人精神首重人品，其次才是专业技能。秋山木工对一位工
匠的评价准则中，品行占60%，技术占40%，秋山立辉先生说
过，“我想培养的，不是会做事的工匠，而是会好好做事的
匠人。所谓会好好做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能够达到心
物合一，要培养这样的匠人，人品是第一位的。”

诚如书中所说，不管各行各业，个人品格的重视要远高于技
术的要求，孝顺，感恩和诚实这些都是非常必须的。遵守规
矩，照顾同事，维护和睦关系，遇到困难互帮互助….这些教
养在我们的团队中都会很容易出现，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可
以随时观察大家处理问题的方法，大家也可以互相学
习，“偷学”其他同事的技术，互相学习，对于领导身上散
发出的品格，更要努力实践学习。相信这些年轻时学会的东
西，会成为我一生的财富。

工作本是一种修行，修行是指修正内心，改变行为。将毕生
的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一项事业，一种信仰，这有多少人
能够做到呢？每个行业想要做好，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首
先你必须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怨言，而且你必须穷尽一切
的时间去磨砺去思考，这也是让你的团队敬重你的关键。做



为一名维修人员，首先把安全放在首位，接下来努力钻研业
务，认同团队，正如秋山先生所说，所谓执着，就是对事情
不放弃，不放弃就是一种思想的深度，不放弃就需要你努力
去思考。

维修工作每天都是千差万别，但是如何高质量的去完成每项
工作，这不简单，这需要我们拥有一个匠心，一个会思考，
愿意思考的态度，也许有些人每天面对着检修作业毫无思考
的心态，报着干一天混一天的态度，那相信早晚你会被公司
所淘汰，嘉吉有好多先进的工具和理念，5why,opl,rca,鱼骨
图……我们要主动去思考，追求这一份匠心，在工作生活中
不断磨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传承匠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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