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组织能力的杨三角心得体会(优
秀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组织能力的杨三角心得体会篇一

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了几十年，现在已经基本步入了全面小
康社会。财富的增加，科技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并没有
让社会有多和谐。社会新闻上经常出现的偷窃、诈骗、抢劫、
碰瓷，层出不穷，社会越来越冷漠了。但是也经常会出现好
人好事的新闻。国家也在为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做努力。
如今，我读了杨绛的《老王》，了解到一种高贵的品格，我
很敬佩作者。

老王是一个可怜的人，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一定都会同意。老
王一只眼睛瞎了，还患有夜盲症，他没有什么亲人，生活困
苦，靠骑三轮载人挣钱。生意也不怎么好，只能勉强糊口。
老王不贪财，讲道义，乐意奉献他人。在文中第六段，老王
送钱先生看病，坚决不收钱，后来，收了钱，心里还想着别
人可能在骗自己有钱，因而还不大放心。老王是个老实的人。
他给“我”送冰块从来不偷工减料。老王是个坚强的人。苦
难也从未打击他生活的热情，他积极地工作，与人交往，热
情地为他人奉献，哪怕自己省吃俭用，也要送给他人自己的
一片真心。文中说老王把大鲜鸡蛋和好香油送给“我”，自
己并不舍得吃。

结局是老王死了。一个悲苦的生命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作
者对老王十分同情，并且因为“我”没有帮助老王真正改善
他的命运而感觉到惭愧。对于结尾“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



个不幸者的愧怍”让我十分震撼和感动。这个冷漠的社会，
对于不幸者并没有多少同情，大家擦身而过，司空见惯。没
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就像一首歌所唱，“如果人人
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愿这个世界更美
好。

组织能力的杨三角心得体会篇二

关于写作，有人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堆砌，仿佛是为了掩盖贫
瘠的思想情感，又或者是展示自己庞大的阅读量。有人喜欢
用最平实的语句，去描绘最真挚的情感。因为简简单单才是
真，而情到深处自然就浓了。杨绛先生的文字就属于后者。
二零零二年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它出自一位九十一岁老太太
之手，篇幅很短，只有十多万字，内容也很平凡，就是老太
太追忆与深爱的丈夫、女儿在一起的日子。没有故作高深，
也没有呐喊呼号，只有漫长人生中平凡的片段与点滴。然而
就是这样一本看似平淡无奇的书却感人至深。这本书，就是
著名作家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说到杨绛，很多人都知道她是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夫人。在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时，随着电视剧《围城》的播出，许多人都
知道了钱锺书。慢慢的，人们也通过钱锺书知道了他的夫人
杨绛，也许有人认为，杨绛出名是借了钱锺书的光，其实，
杨绛本人也是著名的学者，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着突出贡献
的。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三二年毕业于
苏州东吴大学，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留学英、法，回国
以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她是著
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一九三二年，二十一岁
的杨绛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大学文学院，就是在这
里，她和钱锺书相识相恋，从而结成了一个令无数读书人羡
慕的夫妻志同道合，比翼双飞的学者家庭。一九三五年杨绛
与钱锺书结婚，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钱瑗，和他们一样，
钱瑗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家



庭。然而在一九九七年，这个家庭破碎了。不满六十岁的钱
瑗因病先于二老去世。一年之后，一九九八年，八十八岁的
钱锺书先生也因病逝世。在人生之路上，一个完满的三口之
家只剩下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四年之后，九十一岁高
龄的杨绛推出了回忆录《我们仨》。这本书原本是钱瑗生前
准备写的，后来杨绛来写，一半是为了倾诉自己的思念，一
半也是为了完成女儿钱瑗的心愿。

这本《我们仨》追忆了杨绛一家三口在漫长的六十三年时间
里的风风雨雨和点点滴滴。然而这本书非常引人注目的是，
它的结构很特殊，它不是平铺直叙地叙述在过去的岁月里，
这一家三口所经历的日子和故事，而是有虚有实地分作了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很简短，就一页，讲了
一个杨绛梦到钱锺书不见了的故事，夫妻之间唇齿相依的深
厚情感就在这短短的篇幅里催人泪下的浮现。这也为全书立
下了一个“离别”和“思念”的基调。第二部分“我们仨失
散了”。仍是在讲述一个“万里长梦”延续着上一个梦境，
把我们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揉进一个先欢喜后悲伤的生离
死别的场景。如果说美好回忆像一碗粥，温暖、治愈，让曲
折的旅程无时无刻不被幸福包裹，那么万里长梦就像一壶酒，
辛辣、清冽，如梦如幻，一点一滴都在刺痛神经。第三部
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里才是写普通回忆录的手法，
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一九三五年杨绛钱锺书伉俪赴英
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一直到一九九八年钱锺书逝世这
六十三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杨绛先生以“我
们仨”作为这部书的书名，我想她暗示的是，我们仨已经在
这六十多年的岁月的磨折当中成为了杨绛先生生命的大多数，
甚至是全部。

我感到令人最感动和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书中文字流露出
来的一家三口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感。而特别令人羡
慕和赞叹的是杨绛和钱锺书的那种心心相印，唇齿相依。这
种浓厚的深情真是令人顿起“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感觉。



生活中的传奇很少，不过间或也有，他们俩是其中之一。其
实钱锺书和杨绛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时候钱锺书的
名气很大，是清华四大才子之一，然而杨绛后来却回忆
说“我初识锺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
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尽管初次见面
没有交谈，但他们还是一见锺情了。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钱锺书告诉杨绛“我没有订婚”，杨绛回答道“我也没有男
朋友”，就这样他们两人恋爱了，钱锺书和杨绛两个人在家
世、心灵、才学上的无比契合造就了这一对珠联璧合令许多
人羡慕的犹如神仙眷侣一般的夫妻。那么这对夫妻如果其中
的一个离开了，另一个会怎么样呢。在书的第一部分，杨绛
写出了那种孤单、慌乱和凄凉。文字不长，却是无比的落寞，
惆怅和催人泪下，其中饱含的是杨绛对相濡以沫一辈子的丈
夫的深深眷恋和不舍。

有人评论《我们仨》说，面对夫逝女亡的静思和追忆，杨绛
的文字竟然没有一句悲痛欲绝的词语和撕心裂肺的呐喊，相
反，在那些温柔、细腻、朴实的字里行间，读到的是这一家
子面对困苦时的平静，面对赞誉时的低调，面对风雨时的淡
然和面对变迁时的相濡以沫，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中肯
的评价。

杨绛先生的文字是在近百年的风雨人生中，一点点浸润渗透
出来的文字。这一点在书的第三部分表现得最为充分。沦陷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是他们最为艰苦的一段日子。“日本人分
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
的米，只是粕，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
易挑出，黄白沙子杂在粕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着沿街有
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条件如此恶劣，杨绛的
文笔却依然从容，恬淡。这个时候，钱锺书虽然任教于震旦
女子文理学院，可是薪水不多，由于大环境的恶化，一家人
的生活更是困顿到了极点。然而杨绛的文字中依然没有半点
怨天尤人。就在这样的境况下，钱锺书仍然硕果累累，他重
要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的后半部，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



边上》，以及著名长篇小说《围城》等重要作品都是这一时
期完成的。那么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呢？可以说，在很大
程度上都取决于杨绛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而这些对于家庭的
付出，在这段文字里杨绛只写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在小
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我们仨》这本书是散文，本来的重点并不在于对人物的刻
画，然而在杨绛朴素的妙笔下，“我们仨”的形象却栩栩如
生的浮现出来。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下，“我们仨”是立
体的，有血有肉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颦一笑，一嗔一
怒都是那么生动，那么可亲可爱，让我不知不觉地融入他们
单纯而又温馨的世界，处处洋溢着的人情味和他们那种美好
的个性和品格。

杨绛的笔触总是平缓的，温暖而洋溢着淡然的味道，就像秋
天的落叶，冬日的阳光那样，平静而柔和。那种经过岁月沧
桑的洗礼，那种大爱无言，荣辱不惊的情怀也许正是感动我
们的精神力量吧。

组织能力的杨三角心得体会篇三

组织能力建设一直以来是企业管理之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也
是企业管理过程中核心解决的问题，该书从三个角度来解析
组织能力的打造：员工能力、员工思维及员工治理，通俗来
讲就是能不能干、愿不愿干、让不让干，这样的理解与我
们“能干事、愿干事、干成过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员工能力即能不能干，是在组织或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具备
该相应的专业能力，当每一个个体组织成有效的组合时，组
织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组织能力。从人力资源工作本身而言，
组织内部的人才盘点、人才梯队建设就是有效的组织能力建
设的一部分。换成我们熟悉的逻辑关系是，公司年度的三年
战略规划确定未来三年的企业经营目标，而相应的人力资源
规划是梳理达成公司三年战略规划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组织



能力，或者说需要多少具备什么样能力的人，再往后就是人
才盘点工作，让管理人员清楚公司内部现有人才情况有多少
已经达到需求的能力，有多少是可培养可以达到，又有多少
需要招聘来获取，以此引申出人力资源工作中的招聘、培训
等工作。

员工思维即愿不愿干，主要阐述是个体对开展工作的意愿度
及思维模式，通常在组织内部都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比如
通过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创造价值追求卓越”来做思维模式
上的牵引。在房地产行业这块做的比较知名的如龙湖的“操
心员工”，他们通过较为具象化的行为描述来鼓励、牵引全
体员工向这个标准来靠近。

员工治理即让不让干，这个方面主要涉及企业的架构、权责、
流程等一系列内部的管理要求。在员工治理和员工思维方面
有一定的相关性，即组织允许、鼓励的来指导员工的思维模
式，鼓励他们自发的按照组织期望的'处理方式来出来。在这
个方面核心是授权及边界管理，只有清晰的授权和明确的管
理范围，才能最大化的调动其积极性。结合我们实际工作，
我们运营的架构、权责体系、流程均是从组织层面来解决上
述问题。

组织能力的打造与上述缺一不可，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及知
识积累，组织能力的打造可以概括为一个好的团队及好的团
队氛围，而这两方面均需要我们日常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手段
来长期积累和维护。

组织能力的杨三角心得体会篇四

周末，朋友相聚，偶尔间谈起了读书，自己虽然平时还算是
能隔二片三的看几页，但真正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却
很少。也可能是被封面上的“生命的烤火者”六个大字所吸
引的缘故，利用两周晚上陪女儿做作业的时间，读完了《杨
绛传》，对杨绛先生的一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今日值班，



就两个片段和大家作一些交流分享。

《杨绛传》一书中，文学、家庭、写作、翻译串联起了杨绛
先生苦难而幸福的一生，她却在文学里开阔了眼界，在家庭
中收获了亲情。

杨绛先生出生在无锡小镇，以她当时的家庭，只需要在家学
习琴、棋、书、画是完全可以的。

作为一名基层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从杨绛先生身上我看
到了自己的不足，更多的是缺少那股对工作的热爱和激情。
特别是在我们企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期，更要发挥我们的“喉
舌”作用，为企业发展加油鼓劲。

从《杨绛传》一书中可以看出，她的父母对其一生的影响极
大，这也是杨绛一生最为庆幸的事。书中写到父亲问杨
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不好过。”杨
绛说。“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一星期都白过了。可见，
没有什么比杨绛对书更为重要的，更为不可或缺的。

了解了杨绛先生的一生，特别是在100多岁以后仍坚持创作的
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也不断的反思自己，为什么有时候
总是埋怨孩子不积极主动去学习，而是被电视、手机所牵制。
其实，效仿是孩子的天性，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作为父母的我们，不得不好好检点自己的行为，及时纠正自
己的错误，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身教远远胜于言传。

一个家庭如此，一个企业更是如此。我们作为在企业改革发
展过程中仍可以留下来工作的晋能人，没有理由不珍惜当下
的工作，没有理由不努力学习接受新的事物，尽可能去适应
企业的发展需求，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侯瑜凤)



组织能力的杨三角心得体会篇五

早在去年杨绛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朋友圈就刮起了一股追
忆杨绛先生、思考人生意义的鸡汤分享，我将这些碎片拾起，
粗糙拼凑出一个泰然自若、知足常乐、贤惠温柔的女性形象，
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读后感。但是前几天，我终于有幸通
读了桑妮为杨绛先生写的传记，书皮是沉静的浅粉色，一个
身材瘦弱而表情恬淡的女子伏案沉思，案上是陪伴了她一生
的纸笔。

全书以旁观者的角度，以时间为轴诉说了杨绛先生的一生，
包括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对于文学的钟爱、与钟书的的相
识相爱相依、在社会**之际作出的一次次深明大义的抉择、
对于小女儿的爱和培养，并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去后重新着
手翻译和写作，将这传奇一生凝成文字，供世人细细品读。

在那个**的时代，得益于良好的家庭背景庇护，她得以从小
耳濡目染吟诗习文，从而培养了她骨子里的坚韧与温柔。以
她的才华，本可以驰骋于文坛及教育事业，但是她更乐意躲
在钟书背后，照顾他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在丈夫女儿
相继离世后，她将悲痛藏于人后，重新让自己的生活忙碌起
来。她是什么样的人呢?温情、才情、智慧、从容、传统而现
代，世故而不圆滑，等等。她身上的品质，对当今这个一味
追求效率的浮躁的时代，无疑是一记痛击。

因为处在这么个想要的太多却拥有的太少、浮夸而贪图享受、
物质和精神世界都极度匮乏的年纪，我时常迷茫，我时常闲
着就开始思考人生然后把自己思考进了死胡同。通篇读完杨
绛，我并没有达到预设的目标:心态变得从容淡泊，而依旧吵
吵闹闹、上蹿下跳。我也知道这样的气质和品性，不是读两
句百年感悟深受其启发然后就能养成，它们得益于阅历和岁
月沉淀，可是我获得感悟: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是围
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我们每个人把控自
己的人生，我们也想随心所欲不劳而获，但是只有自我设限



才能自我超越，只有高度自律才能精神自由。我们重新审阅
每一位大师的一生，绝不风平浪静也绝不波涛汹涌，他们无
非只是在其中寻找到了平衡点，在所有的断舍离中获得锻炼
和修养，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先生百年之际，站在人生边上，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
她说“据说，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
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
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
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
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
的。”她还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
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
该走了”.她的话质朴却有力，她重重敲击着每一颗心灵，每
一个平凡的小人物都能从她的思索中获得思考。其实我们都
一样彷徨，一样曾止步不前，但是跳脱这些共性，我们每个
人独特的经历塑造出的自己又是那么的不一样。生而不同，
这便是我们最大的福祉。

我不想像所谓心灵鸡汤一样去渲染杨绛先生的心态多么代表
当代女性的最高智慧，也不想谈论她对于婚姻和爱情的经营
能够为当代女性带来什么感悟和借鉴。这些都是她的，不是
我的。我就从她的文字中审阅自己，我就从自己的生活中学
得美德，时间跑我也跑，期望以后我也能站在人生边上，保
全初心，不忘优雅，过好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