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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目标的力量读后感篇一

4月份从工作室借来了《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术》一
书，这本书汇集在教育改革与实践中涌现的先进理念、成果
和方法，经过专家认真遴选、评点总结而成，代表了目前教
育实践中先进的教育生产力，具有时代前沿性，是广大一线
教师学习、借鉴的好素材，《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
术》读后感。书中经典的案例，情境式的叙述，流畅的语言，
充满感情的评述，发人深省的剖析，娓娓道来、深入浅出，
让我更充分地领会了很多先进、有效的教育方法。

《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术》通过介绍于永正、王松
舟、赵景瑞等八位名师的课堂教学艺术、经典案例以及教学
观点等等，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风格迥异、特点鲜明的老师，
读后感《小学语文名师教学目标落实艺术》读后感》。如：
于永正老师的“艺术人生”，孙双金老师的情智课堂，王松
舟老师精致大气的诗意课堂……让我感受到一个个名师的教
学风采，让我领略了名师们的艺术修养。让我知道了语文课
可以上的这么有魅力。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把课上的这么有魅力的呢？细细思考，
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精心备课。“上好课的
前提是备好课。”对于这句几乎人尽皆知的话，有的老师可



能要说，我们每天都在备课，那有什么稀奇的？每个老师上
课前都要备课，可是真正能做到“精心”两字的恐怕就有难
度了。何为精心？于永正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准确的
把握教材内容；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教师的艺术修养。概
括来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正如于
老师所说：“拿到课文，首先读，哪怕是教过好几遍了。朗
读课文是备课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读的同时查字
典、词典，我的一切好的方法几乎都来自读。年轻的时候，
我备课总是先看‘教参’；现在也看，但是在我思考过之后
看。只看教参，没有自己的思考，我是从来没上过让我满意
的课的。”回想自己真是惭愧，备课时不也是读完一两遍教
材就开始看教参，抄教案，按照教案的设计去上课。很少在
看教参之前去自己想想该如何去上这节课，缺乏思考。更何
谈做到精心？这样的课怎能让学生感到兴趣呢？于老师说得
好，“教学艺术来自执教者对所交内容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大到一篇课文的结构，小到一句话、一个词，都要了然于心，
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否则就不能教，也无法教。”这是每
位教师应该做到的，也是教学艺术的第一步。

另外，书中的每位教师的艺术修养也是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的。他们在课堂上的收放自如，与他们的艺术修养分不开，
与他们渊博的知识分不开。我想作为现在的我来说，那就是
要多学习，多读书，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才能使自
己在课堂上做到收放自如!

看完这一本书，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在我看来，名家仿佛时
时刻刻在我身边，他们的话成了提醒，告诫我不要怎样，要
怎样。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在从未相逢的情
况下，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促膝长谈，如愿以偿地倾听名师的
教诲，取得智慧的真经。

目标的力量读后感篇二

1.目标的坚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



利器之一。没有它，天才也会在矛盾无定的迷径中徒劳无功。

2.没有失败经验的人，不可能成功。

3.金钱是好东西，但是这种东西能满足个人生活就可以了，
不能太多了，多了就会祸害人。

4.今天要做的事不要等到明天，该自己做的事不要让别人做。

5.灵感喜欢光顾勤劳的人，懒惰人不会遇到他。

6.成功的方法多种多样，别不接受你看不惯的方法。

7.科学的结论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建立在大胆的猜测上。

8.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0.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目标的力量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许衡中学学生必读的文章——《目标的威力》。
这篇文章对我的震撼很大，我也从中感受到了目标的威力。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哈弗大学对一群各种条件都差不多的年轻
人，关于目标读人生影响的跟踪调查。最终得出结论：目标
对人生影响有巨大的威力。

我觉得目标对我们每个人都尤为重要，特别是小学生。因为，
我们只有从小就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才能从一开始就向着这
个目标扬帆起航，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不懈的拼搏、努力。只
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成为国之栋梁。如果从
小就不能确定自己的目标，那么，就可以说，你现在努力学
习知识完全是徒劳，完全是浪费时间。



目标的确具有巨大的威力。有了目标，你就等于有了一个精
神支柱，你就会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去努力，去奋斗，会充满
上进心。如果你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困难与挫折，有目标在
支撑着你，你就不会被打倒，相反，你还会从中增强斗志，
增加信心和勇气。如果你没有目标，就等于没有了精神支柱。
那么，在生活中只要遇到一点点困难，你就会被打倒，从此
跌落低谷，变得消极悲观，一蹶不振。

我从小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考上北京师范大学，
毕业后当一名教师。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觉得当老师首先要有管理班级的能力，所以我决定从班长
这个职位开始锻炼自己。经过一年的你了，在二年级时，我
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班长。刚开始，我觉得当班长实在太
辛苦了，每天都要收发作业，帮助后进生复习功
课·····我想，当班长都这么辛苦，当老师就更辛苦了，
还是换一个不辛苦的职业作为自己的目标吧。

可又转念里想，如果这样，就等于半途而废，我觉不能半途
而废，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于是我坚定了信心，决
定向着这个目标一直努力，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能退缩。
我从二年级开始当班长，一直到六年级，在这几年间，我们
的班级被我管理的井井有条，每学期都能获得优秀班集体的
称号。是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我才能坚持到现在，我才有十足
的信心和勇气，才有了奋斗拼搏的方向。目标的威力真是不
可小视啊。

对于人生，目标是不可缺少的。

目标的力量读后感篇四

昨天读了物理学家高德拉特的小说《目标》，这本讲述了一
个美国工厂厂长在三个月时间里扭转工厂被关闭的命运，把
长期延迟交货、库存积压、市场被抢的糟糕状况，改变为按
时出货、重夺市场的很有竞争力的状态。神奇之处在于工厂



还是那个工厂，工厂里的人也没有变化，只是人们思维方式
的改变、纠正了一些不合理的做法，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故
事的背景是在八十年代，当时日本企业大举进入美国市场，
日本企业不断获得市场份额，而美国企业则节节败退，很多
制造企业关门倒闭。这篇故事则偿试探究是否有办法挽救这
些曾经辉煌的美国制造企业，故事给人们揭示了一条在现有
基础上，稍做转变就可以取得巨大改善的道路。书中的主角
一开始遇到工厂一系列难题，并被告之，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如不能改善，工厂会被关闭。在反复思考对策时，他接到一
位物理学家的提示：工厂的目标是什么?经过反复思考他得出
了，工厂的目标不是生产产品、各种汇报材料，而是“赚
钱”。于是，后面的行动就豁然开朗了，哪些环节是促进赚
钱这个目标，哪些环节不能促进这个目标。这本书其实主要
是讲如何找到现有工作流中的制约环节，改善制约环节就可
以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但是，如果不能明确工作的根本目标
与意义，书中介绍的方法论就无法真正的发挥作用。结合自
己的实际，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又如何能知道该朝
哪个方向努力?又如何改善现状?如果工厂或以盈利为目的的
组织的根本目标是“赚钱”，那么个人呢?个人的目标是什么
呢?为了生存，大多数人必须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人，个
人的目标就是工作、赚钱吗?如果你回答是，那么加班、赚更
多的钱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人真
的喜欢自己加班。人们其实喜欢工作尽可能少，而挣尽可能
多的钱。换句话说，人们其实希望高效的工作，然后去做让
自己愉悦的事情，比如旅行，比如看电影，比如陪家人....
于是，财富自由成为一些人的目标。就是停下手里的工作，
也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因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暂时加
班、996，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加
班不能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否则没达到财富自由、或刚达到
财富自由就挂了，这也是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总之，明确了
个人目标，再衡量与取舍个人的行为时，就会清晰，更容易
了。



目标的力量读后感篇五

《目标》一书是由以色列物理学家高德拉特以小说的形式写
的一本企业管理类的小说，可能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身份和视
角才铸就了此书的不同凡响。故事讲的是一个濒临倒闭工厂
的罗哥，在面对严重延迟交货，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时，如
何在物理学家钟纳的指引下，通过与自己的团队一起努力，
发挥团队精神，各司其职，找出了挽救工厂的方法，并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最终转亏为盈的故事。看的虽然
是小说，却不仅仅是小说，而是企业管理的著作。

首先，提到高德拉特，当然就少不了他的'约束理论，其基本
理念是：限制系统实现企业目标的因素并不是系统的全部资
源，而仅仅是其中某些被称之为“瓶颈”的个别资源。约束
理论认为，系统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组织
的行为由于自身或外界的作用而发生变化，尽管有许多相互
关联的原因，但总存在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找出制约系统的
关键因素加以解决，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管理的艺术就在
于发现并转化这些瓶颈，或使它们发挥最大效能。约束理论
就是一种帮助找出和改进瓶颈，使系统（企业）效能最大化
的管理哲理。文中罗哥通过跟自己儿子远足，然后运用逻辑
推理来玩火柴的游戏，从而得到了工厂的管理问题――有效
产能是由瓶颈制约因素决定的，也为此做了更加形象，有力
的解释。

忙碌并不代表有效率。忙碌有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和效率
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明确了目标之后，伴以专注和坚持
的精神，以及不断改进和创新的方法，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高
效率。文中也通过现实证明了，只要所有环节各自能做到最
好，企业整体必然会有最大改进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以，
单单个别改进每个环节，往往事与愿违，必须集中有限的资
源用在整个系统的瓶颈，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益。也再次证明
了toc约束理论的实用性。



罗哥虽然是在钟纳的指引下渡过了难关，但他本身也是个优
秀的领导者。生产线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仅靠罗哥一个
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的，更不用说提高业绩了。但是罗
哥善于借助手下的力量，善于沟通，和员工一起思考，一起
讨论，从而让手下也倾注全部热情来拯救工厂，找出问题的
本质。也正是因为有了生产经理唐纳凡的调度、会计刘梧的
核算、史黛西的存货控制和雷夫的电脑模拟等，才使得罗哥
能够在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里，运用toc制约法取得起死回生
的奇迹。

本书中传达的并不仅仅是toc约束法的思维理念，同时告诉我
们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不仅要知道需要改变那些，朝什
么方向改变，更要勤奋的思考如何改变。同时要善于处理职
场中的人际关系，平衡好上下级关系，更要平衡好事业与家
庭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