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汇总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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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篇一

关于“领导”的定义在西方现代领导理论中有着各种不同的
版本，但共性的地方就是领导离不开领导自己和自己领导的
人，也离不开组织目标。我认为，所谓领导，就是设定目标，
率领和引导组织或个人在一定的时境以及其他条件下，按照
一定的计划或方法实现该目标的行为过程。有分工协作必须
要有领导。

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优秀领导者，应当具备相当的内在和
外在的条件。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90年代又倍受重视并
取得更新发展的领导特质理论，通过分析历史上很多卓越的
领导人的个性特征和人格取向，总结出了很多领导人具备的
共同特点，并认为领导者的特质有很多是与生俱来的，后天
难以改变和培养的。尽管这一理论对后天因素和情景因素对
人格、气质的影响力缺乏重视，但我从中体会到每个人所具
备的特质不同将决定一个人所适合自我发展的道路。知人者
智，知己者明。通过对自己的分析，了解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可以更好地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
特质，更好地为公司服务同时也实现自身的价值。

通过对《现代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这门课的学习，让我懂
得了领导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艺术，需要不断地顺势
而变，需要不断地创新。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篇二

一次偶然看电视时，节目中提到这套书《希利尔人文启蒙系
列》，就买来送给我做生日礼物，可当收到书时我也心动了，
拿到书，细细研读后，惊叹不已：真想不到历史地理和艺术
还能这样写！这该是一位多么有趣多么有爱心的老师啊，惟
有心中有大爱的人才能写出如此贴心、如此鲜活的书来。

特别是艺术史这本书的文字让人感觉既有味道，又通透，开
篇时回忆人们小时候在课桌上所做的'事情，让人感觉门口开
得极宽大，读者极易进入。另外书中对艺术的观点令人始料
未及，按书中的观点，艺术的范畴是很广泛的，人们小时候
随手所绘，随手所作，即为艺术，初想时，有违平时的看法，
人们把艺术称为殿堂，实是高高在上，但细细想来，艺术确
实不应该像人们想象当中那样门庭森严，依照希利尔的观点，
其实人人都是艺术的参与者，孩提时随手所绘，即为画作，
随手所捏，即为雕塑，道不远人，艺术也是如此啊！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中，作者站在欧美艺术史的角度，发掘自己的欲望，
发展出艺术史的新脉络入口是创造成功艺术作品最佳途径，
然后就是仔细经营。

如果国家可以用艺术来挣钱，那么艺术才会真的被重视吧。
虽然说起来很恶心，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日本人就是一个可以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民族，是可以把一些
不起眼的细节都做到完美极致的民族，因为当年的武士道精
神，以前做不出可是要切腹的，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做事
情，才能有真正的发展，这就是日本人独有的觉悟。

每个艺术家都要面临如何将钱聚集到自己身上或者将钱从从
自己身上剥离这个大问题，因为钱是人与俗世的连接点，因



为钱的存在推进了村上隆的创作，对钱的欲望成了村上隆的
创作动机，用艺术来聚集金钱成了村上隆的生存手段。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篇四

做任何一项工作，如果能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基本上就
是一种艺术了。因为在这极端和精致的背后，是对这项工作
精准的理解，以及通过独具特色的方式进行的呈现，这本身
就是“艺术”的特质。教育工作也是如此。

李希贵的《教育艺术随想录》，看上去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
教育教学、教育管理行为的琐碎记录，但其背后始终闪耀着
先进教育思想的光辉，也是他的教育艺术的集中呈现。

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教育要成就每一个孩子，这样的
口号大家耳熟能详，但最为普遍的.情况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
另一套，知行不一致的现象体现的特别明显。李希贵校长显
然看到了这一点，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遵循教育规律的探索
和实践。

让学生学会选择，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实际确定课程
层级，选修相关的课程，其价值不仅仅在为学生提供适切的
学习上，更是为他们今后走上社会学会选择。教育观点：

1、对于教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评先进，应尽量少评先
进。许多时候，学校生态都是因为甄别好坏而被破坏的。

2、成为一名研究型的教师并不意味着必须会做科研课题，另
一方面，研究型教师的成长也必然是一名教师自我发现、自
我唤醒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深谙于自己的教学，并在日常教
学中学会反思，也同样是一种研究能力。

3、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去统一思想，甚至试图统一步调，
而应该统一目标，并鼓励先进、允许落后，允许不同的节奏、



多元的方式，但指向共同的愿景，这应该是一种更健康的机
制。

4、成熟的管理者不应该天天思考着“不许干什么”，而需要
关注的恰恰是“应该干什么”。

5、凝聚老师和家长的力量，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确立共同
目标，以孩子的成长为唯一目的。当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
这个目标的时候才能真正凝神聚力，教师、家长心情舒畅。

李希贵说：“成功的管理者不仅要对自己的指挥和激励能力
坚信不疑，还必须能够传达出自己的高期望，这样才能从普
通人身上得到超常的成绩。”这也是体现他教育艺术的一种
信念。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篇五

从前，有一个猪棚，里面住着猪哥哥和猪弟弟俩。

猪哥哥和猪弟弟的生活很好，有棚子挡雨，在池子里喝水，
有用，一日三餐主人供养，不过有一点不好，猪哥哥和猪弟
弟动不动就大家，不止你骂骂我，我骂骂你，还用手打脚踢，
常常打的脸肿腰酸。

一会猪哥哥要给猪哥哥讲一个好消息，猪弟弟以为猪哥哥在
骗它，猪弟弟很不耐烦，用不想听的口气说道：不管什么好
消息我都不爱听。但是猪哥哥还是讲了，猪哥哥说道：我在
报纸上看到猪是很聪明的动物，我们甚至比狗还聪明，我们
懂得人们的意识，并且稍加训练就会做很多动作，比如说：
爬梯子，翻跟头甚至还会骑自行车呢.并且猪哥哥觉得这篇文
章说的很对，觉得人类说猪这个动物是很笨的这个想法是错
误的，而且对猪也不是很公平的。并且跟猪弟弟商量他们觉
得人们觉得猪很聪明，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展示出猪聪明
的一面，而且再也不跟猪小弟吵架或者打架，不久后，他们



都睡着了，醒来后发现主人给他们准备了食物，但是他们又
因为食物的问题打了起来，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之前做的约定，
最后呢还是不依不饶的再吵架和打架互不相让。

所以这篇文章告诉我，人要说到做到，并不能像猪小弟和猪
大哥一样丢掉自己做出的约定，要做好自己约定好得事情。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篇六

这本书的名字是一种失败，特别是对于国内的人文环境来说。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我很容易地就把它归纳于那些“火星和
水星”之流的消费文学。如果我不是看到这本书的一篇书评，
我还真不会去看了。

我们处于一个这样的时代，各种信息泛滥，各种观点横飞，
新媒体对此推波助澜，使得人非常容易淹没在其中，盲目地
接受。在这一领域，我也曾经深受其害。所以，我只相信两
种观点，其一是禁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即所谓的经典；其
二是禁得起逻辑和理性考量的观点，即所谓的科学。对于这
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来阐释是再合适不
过了，而本书的作者弗洛姆确实没有令人失望。

《爱的艺术》中有不少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其中之一，弗洛
姆开篇做题就提出：“爱是一门艺术，爱绝不是一个对象问
题，而是能力问题。”弗洛姆是从三个方面反证。

（1）人们关心的更多的是自己会不会被爱，而不是自己有没
有能力爱。特别是所以受到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人们为了达到自己被爱的目的，会不断地提高异性吸引力和
努力赢得人心。所以反过来看，所谓的爱是对象问题的本质，
也就在于对象无法符合自己的需求，无论是感官上的吸引力，
还是理性上的门当户对，而这些对于爱都是次要的。

（2）二十世纪以后，人选择对象的方式发生变化，特别是从



家庭包办婚姻到“浪漫式爱情”，对象的选择的自由度变大，
从侧面上强化了爱的对象的重要性。而对象选择的标准本身
就是同时代精神、文化制度和利益关系有密切联系，本质上
忽略了爱的意义。

（3）无法区分荷尔蒙和爱的区别。有句话弗洛姆说得很
好，“人们往往把那种如痴如醉的入迷，疯狂的爱恋看作强
烈的爱情的表现，而实际上只是证明了这些男女过去是多么
寂寞。”

故在弗洛姆眼里，爱是一门艺术，要学会爱情，就像是学会
一门艺术一样，需要爱的理论和爱的实践。

陈设艺术的读后感篇七

教育是一门艺术，每个教师都是一个艺术家，学生就是我们
教师的精心雕刻的艺术品，这是我读了《教育的艺术》之后
的想法。

读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100个教育案例，感触颇深。
这100个浸透着苏霍姆林斯基辛勤汗水，闪耀着其智慧光芒的
教育案例，不仅让我们能从中发现苏霍姆林斯基独到的教育
理念，而且使我们能和苏霍姆林斯基一起去思考如何培养孩
子，如何爱他们而又严格要求他们，如何在他们当中寻求优
秀的、独到的东西并展示他们的才能。

特别是读了对8岁孩子告密的思考，我就想到了自己班里的孩
子，我常常把类似8岁孩子那样的行为看成是告密或者中伤别
人，反而讨厌和厌恶这样的孩子，有时会认为这是小事一桩，
将其弃置一边，现在我想在决定怎么做之前，我会像苏霍姆
林斯基那样在头脑中多闪现几个问题，多思考一下。读了要
让孩子知道生活的整个面貌----对一位家长的答复后，我想
了很多。确实“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自己也是一个孩子的
母亲，每一位家长都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但爱的方法却大有



讲究。总觉得孩子小，不忍心让他不安和伤心。千方百计不
让孩子看到生活中困难和不幸的一面，这在本质上说是溺爱，
在溺爱的环境中，孩子就成为娇生惯养的宝贝，而不能成为
勇敢、坚强的人才。我想：今后我要让我的学生们看到生活
的全貌，要学会“动心忍性”。

如何处理好和家长的关系，也是一门艺术。书中特别提到了
如何和家长处理好关系令我受益非浅。教育工作中经常有这
样的情形：老师因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把家长请到学校
进行“道德训斥”，父母回家就用强硬的手段吓唬甚至打骂
孩子，最终的结果是孩子和家庭都对学校产生了不愉快情绪，
不但家庭教育成为空谈，学校教育力量也大大削弱。苏霍姆
林斯基认为学校在巩固家庭的稳定上有重要的`使命，学校大
多都忽视了让学生把愉快幸福带给家庭，这种美丽的联系是
最细微和牢固的纽带。我从这些语言中顿悟出日常家校联系
缺少的就是对学生、家长人性的尊重。于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和家长进行沟通，首先把孩子在某方面喜讯告诉家长，和
家长分享孩子进步的喜悦，同时与家长交流孩子的心理动向，
以便关注孩子成长状况。一段时间后成效显著：家长和孩子
共同语言多起来，孩子的抵触情绪渐渐消逝，家长的教育水
平也在提高。收到如此令人惊喜的家校合作效果，我由衷感
激大师的涓涓叮咛。

我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案例，深为感动。非常佩服他的生
动性、深刻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不能生搬硬套，但值得
借鉴，从中吸取经验和营养，更好的服务于教学，要想书上
说的把自己整个心灵献给学生，我认为这是教师的最高境界。
你爱学生，孩子们就会爱你。爱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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