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干法读书心得摘抄(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干法读书心得摘抄篇一

文字，是人类发展至今取得骄人成绩的首席功臣，正因为有
文字，人类祖先们遗留下来的各个领域的宝贵经验才得以传
承。书本，则是把浩瀚知识海洋中的精要以一种分类的方式
记载。难能可贵，稻盛先生作为一位成功的先行者，他以他
自己的人生书写着传奇般的经历与信念，指导我们做人做事
的真谛。

人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个问题在当代的年轻人口中大概只能
得出几种荒唐的答案。赚钱生存、打发他多余的青春、努力
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恰恰相反稻盛先生则认为工作是人生
最尊敬、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工作可以给我们带来幸
福和快乐。如果一味的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信心、总想着山的
另一面有更好的差事，就这样在痛苦中徘徊，到最后青春燃
尽，终将一事无成。

《干法》一书教导我们，首先要喜欢并爱上自己的工作、改
变自己原有的心态、不管工作差异、职位高低。都必须喜欢
上，就如你喜欢女孩子一样喜欢，爱上了，她在你心中就是
最美的，旁人无可取代。当工作遇到困难时，一定不能放弃，
放弃了就等于前面所做的一切都白做了；当工作进展顺利时，
就要直率地表达出工作中所获得的欢乐；激励自己继续努力
来获得更多的快乐；当工作做到有人褒奖时，就要诚心的表
示感谢。把这种快乐和感动当做前进路上的精神粮食，然后
继续全心声地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去。从现在起为自己设立



一个高的目标，当目标实现后，继续更新增进目标，以此类
推孜孜不倦。要勇于创新，敢走别人走不通的路，要相信任
何事物都还可以有创新的阶梯，充满热情对待身边的每一件
大事小事，只要信念还在，梦想就在。

只可惜，大多数年轻人已经被现有的复杂生活圈感染玷污了
圣洁的心灵。无法摆脱金钱、名利、爱慕虚荣所下的圈套。
依赖、攀比这些都是阻挡人进步的最大恶魔。也许会有那么
些时候触动灵魂认真想到过要改变一下自己。可现实还是现
实，那美好的想法就这么被它摧毁。导读中的一段话写得很
透彻“稻盛先生开出的药方虽好，但这个药方好像只对一小
部分人管用。”对于这一小部分人来说《干法》只是增强了
他们的信心和动力，因为他们本来就这么想。而对于至今尚
未明白认真工作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人，如果他们看懂
并能运用好《干法》，则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之前的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并不了解日本文化，只知道
日本有一流的电子产品、和强势的经济产业。读完干法以后，
不得不对日本人的经济头脑、哲学典故所震撼。相比之下，
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简直就是一团糟，真为自己汗颜。

干法读书心得摘抄篇二

每当我看一本书的时侯，第一次拿到手里总会特意去看一下作
(编)者的简历，因为在我看来，从一个人的经历中大致也能
猜到他的作品的倾向和高度，这已经形成我看书的一个老习
惯了。

在《干法》的这本书里，它对作者是这样介绍的：稻盛和夫
日本经营四圣中目前唯一健在的一位，被誉为当代松下幸之
助。27岁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52岁创办第二电电，这两
家公司都位列世界500强企业。临危受命，接掌日航ceo帅印，
同时被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任命为内阁特别顾问。



《干法》是稻盛和夫以78岁高龄担任日航ceo后推出的第一本
书。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长篇大论的跟人们讲道理，而是
而是运用一些显而易见的朴素观点和具体的实践方法，同时
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切身经历所获得的工作经验，与人们探讨
工作真正的意义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取得成绩。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个问题在稻盛和夫看来，答案其实很简
单因为工作能够锻炼人性、磨砺心志，工作是人生最尊贵、
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多朴素的观点啊，我们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不辞辛苦的工作不只是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
更是为了磨砺个人心志，完善自己的内心，进而提升个人境
界。

也许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选择逃避或另辟新径，但稻
盛和夫却并不那么消极。在一家连年亏损的公司，在同伴都
陆续选择离开的情况，在被分配到研究陶瓷的新材料的冷门
部门后，他并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了主动面对，于是他抓住
了机会，通过勤奋的工作发明了一种新型绝缘体，这个制造
电视机显像管必不可少的部件，从而获得松下公司的大订单
使所在企业起死回生。因而，自己的命运也同时被改变。

如何才能让工作做出成绩?在稻盛和夫看来，首先就是运用自
己坚强的意志去喜欢我们的工作，热爱我们的工作，痴迷我
们的工作，把工作当成我们的爱人一样去呵护。正如我们不
能轻易地抛弃我们的爱人一样，我们也不能轻易对我们现有
的工作说不，所以我们就能长期坚持艰苦的工作。做到像上
述的那样，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遇到一些我们
不能控制的外力的影响下，我们很难用我们自身的力量去完
成，所以下面介绍几个小方法：

当工作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当工作进展顺利
时，就要直率地表达出工作中体验到的快乐;当工作成果受到
别人的褒奖时，就要诚挚地表示感谢。继而将这种快乐和感
动当做精神食粮，然后继续投入艰苦的工作中去。把工作当



成是有生命的小东西，倾听来自工作的声音，和工作谈心，
对工作进行仔细的审视和思考就能自然而然地明白问题的所
在，从而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热爱自己工作的同时，还必须持有明确的目标，因为成就
某项事业，就必须成为能够自我燃烧的人，你的能量永远来
自于你自己本身。

把整本书读完，给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做一件事情心态很重要，
事业不分大小，能够用心把每一件事做好，这就是成功。

干法读书心得摘抄篇三

提起樱花、富士山、佳能、三星、三菱、索尼、东芝等等这
些词汇，立即会让人们联想起我们的邻国——一个虽说只有
弹丸大小之地的国家，但却是世界上公认的资本主义世界第
二号经济强国。二战中日本政府曾对中国人作出了很多不好
的事情，让广大的同胞不仅流了泪也流了血，但抛开一切的
民族仇恨，我们今天单单来看某些方面的日本，日本人，日
本文化，日本精神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战后的日本
经济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但是日本人只用了不到30年
的时间，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花了20多亿
美元的研究成果学到手，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我
想，这其中除去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还和日本拥有许多像
稻盛和夫这样的人有关吧。走近稻盛和夫始于我们学校让大
家同读一本书活动，这次推荐的是他的《干法》一书。看到
关于稻盛和夫的个人简介以及他的成功史又一次印证了一个
至理名言：态度决定高度。

首先来看看他的劳动观，人为什么要工作？不是单单的为了
穿衣吃饭，而是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志，
磨砺了心志，才会具备厚重的人格，在生活中沉稳而不摇摆。
但生活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呢？来看看我们的现状吧，



名和利日渐成为多数人追逐的对象，工作中钱挣的不多的就
想弄个一官半职干干，也算工作小有成就，接下来就想把官
做的更大更大，这大概也是这些人工作的动力吧；有些人无
缘功名，那咱就来点实惠的吧，多多挣钱，不管这钱来自何
道，良心上会不会受到谴责。真真想踏踏实实工作，不求名
利的人越来越少，就连20多岁的少男少女，都宁愿在街头摆
摊做小生意，也不愿做那种辛苦的工作，那种受约束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去参加工作，因为工作对于他们来说
吸引力太小了，勤勤恳恳，辛辛苦苦，一个月千百块钱。低
微的收入无法与残酷的现实去比拼，生活成本太高，理想和
现实之间大多数人选择了现实。而那些所谓的正式工作，除
了在申请银行贷款和担保时能感受到优越性外，其他的还能
给那些劳动者什么呢？谁又真的对他们的劳动价值做出肯定
呢？再来让我们去看看日本的现状和企业文化吧，日本的企
业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并存。所谓终身雇佣制就是雇主
不会随意解雇员工，即使员工的工作效不高或者不能胜任某
职位，除非员工本身有离职的意愿，我想稻盛和夫当时所在
的松风工业应该就是这种制度吧。而日本企业十分注重感情
投入，给予职工家庭式关心。

员工对企业尽职尽忠，反过来企业并不亏待员工本身。员工
的福利制度、养老医疗、奖金津贴等等，方方面面的优势与
便利条件都由企业替员工着想，这使得上层管理人员同所有
雇员之间形成一种同甘苦、共命运的情感。我想这种企业文
化势必也会给稻盛和夫一个希望的支点，他的成功才会实现，
当然这和他本人的认真工作的态度，对事精益求精的追求，
以及他对劳动的倾情奉献分不开的。所以他的态度就决定了
他工作事业的高度，而他的成功也是理所当然，这也就是应
了中国的那句古话：”一份付出，一分收获“，上天的神明
都是很公平公正的。

稻盛和夫的书语言朴实精辟，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质感，读
完之后，心灵有如如沐春风，枯木逢甘露，给那些工作仍然



迷茫的我们以灵魂的碰撞，也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今后我
们该如何面对工作，而我们的社会也会深深的思考，面对别
人成功的经验，你又学到了什么？只有社会给劳动者提供了
良好的社会保障，我想喜欢劳动的人才会多起来，而能够从
工作中升华的人才会更多，都不来参加工作，何谈升华。我
想我们尊敬的稻盛和夫先生的本意也不是要把劳苦大众变成
资本家们赚取剩余价值时只会工作不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希
望每一个用真心劳动的人，都能获得劳动的快乐和幸福，用
新的态度去改变新的高度，在劳动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吧。以
上仅是个人的读后观点，如有不当，还望指正！

干法读书心得摘抄篇四

“学习”观念穿越历史、根植于人文，历久弥新。稻盛和夫
先生讲“磨练灵魂”、讲“改变思维”、讲“智慧的宝库”、
讲“工作中的领会”，其中贯穿着学习的精神、严格自律的
人生观。个人的学习源于生活与工作，泛于社会与企业组织，
充斥着时代的观念与气息。

技术、寿命、工作实践和商业模式的变化不断提高着人们对
终身持续性地学习发展的需求。工作性质本身正在发生的变
化，改变着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使学习和工作的关系空
前的融合和紧密。这为打造以工作为中心的学习机制创造了
挑战和机会。随着技术变革的加速，it团队已经从有序的“瀑
布式”设计—开发—测试—运营模式发展到如今新型的敏捷
开发模型，将系统设计、开发、安全、测试和运营整合到基
于团队的、相互连接的流程中。同样的，将学习与工作整合
的新方法也将出现，企业员工的发展和工作相结合，所有职
业中的学习和工作相互联系，完成贯穿一生学习的重构。

泛学习的形成。随着云连接的移动终端和可穿戴设备的流行，
以及虚拟现实设备的引入，我们将能够探索虚拟学习的新方
法，使得学习能够在日常工作中循序渐进地开展，提供了能



够将实时学习和知识管理整合到工作流程中的机会。

个体贴合性趋势。学习将更加个性化、更面向个体，并且能
够在方便的时间和模式下进行，以便人们可以在最适合的时
间和地点进行学习，相关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供应商以小巧便捷、易于理解的形式提
供视频、文本和体系化的课程，变得更有机会设计更精细化
的学习方法，让我们能够在适合自己的时间、地点，以适合
的方法选择个性的学习内容。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的融合。随着团队在多元化工作的交付
中日益重要，组织在提供学习机会的同时，把每个员工视作
学习团队的成员，提供基于特定的团队工作情境的学习内容
和经验，成果共享、责任共担。将学习与团队和个人的工作
结合起来，学习和发展的职责被共同承担。这种职责共担并
不仅仅意味着共同的权利，更多的是责任分担。多数组织在
这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尽管通常组织对学习进行了大量
投入，但大多数组织并没有将绩效激励尤其是组织目标与他
们的学习计划结合起来，进而提高了其学习投资可能被闲置、
不领情或没有变现回报。

重构贯穿一生的学习，把学习和工作整合起来，是组织和个
人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就是将学习与人生的发展整合
在一起，对应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将学习融入到我们的工作
中，还需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在当前的世界中，技术正在改变工作，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
职业也越来越多样化，个人与组织不但有机会，更有责任重
塑学习，使学习融入进我们的日常工作——以及贯穿生命。
对于企业组织而言，营造和维持终身学习文化不仅是其使命
和目的的一部分，还是一件在工作场所内外都对员工有意义
的事情。没什么比这更以人为本了。



干法读书心得摘抄篇五

本书从四个方面总结和分享了稻盛和夫先生一生的工作理念、
工作经验，让读者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为什
么需要工作？稻盛和夫指出：这是因为工作能够帮助我们提
升心志、磨炼灵魂，也是对治“贪”、“嗔”、“痴”三毒
的精进修行。

针对解决如何投入工作这个问题，稻盛和夫告诉我们：首先
是要调整心态，喜欢上自己的工作。

如何调整心态？则是要自我燃烧、卷起漩涡，主动成为工作
中的核心人物。具体工作的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什么？稻盛
和夫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是：志存高
远、定下目标；每天努力、持续进步；出色工作、追求完美；
日积月累、锐意创新。这些经验和方法，是被多家企业的成
功实践所印证了的正确哲学，稻盛和夫金针度人、倾囊而授，
让读者受益良多。

稻盛和夫还用一个独特的方程式概括了本书宗旨：人生和工
作的结果=思维方式x热情x能力。要成就一番事业，既需要有
包括智能、运动神经或者健康等的“能力”，也需要对人生
和工作充满火焰般的“热情”，更需要不厌辛劳、愿他人好、
愿为大家的幸福而拼命工作的“正直”的“思维方式”。

《干法》不能被简单地误读为，“只要埋头苦干，经年累月
就能成功”的鸡汤说教，它实际是“不能放弃对自我的人生
责任”的信念。

稻盛和夫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与其杞人忧天为明天担忧，
与其苦思冥想制定长远的计划，不如全力以赴过好每一个今
天，抱着“无论如何也要让事业成功”这种强烈的愿望去把
工作做到极致，用“极度”认真工作的态度来扭转人生命
运——在浮躁的当下，这一思想无疑具有重大而深刻的现实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