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设计书的读后感(优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设计书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下午本来想翻看一会就继续写作业，结果又读了两小时，
《设计的觉醒》读后感。因为后来实在是被田中的经历和性
格所吸引了。

田中一光的独特经历自是很吸引人，从一个从小对电影戏剧
抱有浓厚兴趣的小孩到日本战后平面设计界的领军人物，一
路走来，在他的经历中我也能同时看到战后日本社会从贫困
到丰衣足食，再到商品过剩包装，最后反思生活方式，产生
在商品里追求合理的设计的诉求。

与田中的经历相比，给我更多感触的却是他的`性格。

田中似乎对生活中的一切有关设计的元素都有强烈的好奇心，
促使他谦虚地不断从各处来源，无论是国内国外平面设计的
流派，还是从歌舞剧，日本传统戏剧中汲取养料，获得创作
灵感。

对感兴趣的事情，他总是富有激情地去做，比如大学时参加
的戏剧社团，刚工作时迷上的美国爵士乐，步入平面设计界
时常常模仿的吉野原良设计风格。难能可贵的是，在每次痴
迷和效仿之后他没有成为“吉耶原良第二”，而总能将他人
的风格融汇到自己的风格中。

在田中的这种求索精神和激情里，我总能看到自己的人格的



影子，虽然经历，环境，时代不同，但在性格上我和他同样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渴望创造力的展现。虽然设计和我目前
的专业关系不大，但看到田中凭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在
设计界从初出茅庐到屡获奖项，崭露头角，再到引领日本平
面设计的潮流，我的内心总是为之所动。

我已经把田中一光列入我心中的worldbuilderlist了。

（二）田中一光的设计所

田中一光要求设计所的新人在工作三年之后独立去海外游历，
回来的时候要写清楚学到的东西，向设计所报告。田中是很
看重个人独立思考的，创意只能在一个人的脑中完成，而不
是由很多人讨论商定出来了。他认为出国游历是构成人的重
要因素。

在设计所里，田中大展厨艺，买好时令的蔬菜，不断挑战新
做法。看完书中的描写，我突然发现既然厨艺是可以独创的，
而不是我以前想象的照着菜谱加料。那大概挺有意思吧，有
时间一定试试，而且要认真尝试。

题外：我的大学生活不过只有一年多了，时间越来越宝贵，
大概以后只有假期才有时间写书评了。不过如果能抽出时间，
我一定继续写的。因为我相信如果说读书就是思维和想象的
旅行，那么写作即是其中提炼出来的思考。

设计书的读后感篇二

大千世界中多样的造物艺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然而，当
我们生活在一切需要之物齐全的环境里，对这些无时无刻不
接触的造物艺术里的存在以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便视而
不见、熟视无睹。

第一章设计学的研究范围及其现况中提到的：



第二章设计的多重特征：

一、设计与艺术的渊源：设计概念产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最初的意义是素描、绘画，将设计、色彩、构图及创造
并称为绘画四要素。设计指控制并合理安排视觉元素，如线
条、形体、色彩、色调、质感、光线、空间等，它涵盖了艺
术的表达、交流以及所有类型的结构造型。二、设计的.艺术
含量：从古到今，设计的艺术追求都在设计品中体现出来的。
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纯精神产品的艺术逐渐从物
质生产中分离出来。当设计解决了物质技术产品的技术课题
与使用功能，艺术便成为它永无止境的追求。

在今天，设计不仅以科学技术为创作手段，还以科学技术为
实施基础，然而这并没有损害设计的艺术特性，反而使得现
代设计具有了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艺术特性，这就为艺术拓
展了大片的新天地，为生活增加了很多新情趣。三、设计的
艺术手法设计的艺术手法主要有：借用、解构、装饰、参照
和创造。四、不同设计的艺术特征：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
业品而言，凭籍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
料、解构、形态、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资
格，叫做工业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的构成要素：

1、文字：文字主要有象形、表意和表音三种类型。在人类的
信息传达与交流活动中，文字是最普遍使用的视觉符号元素。

2、标志：相对文字符号，标志表现为一种图形符号，具有更
直观、更直接的信息传达作用。

标志有多种类型。按性质分类，标志可分为指示性标志和象
征性标志。指示性标志与其指示对象有确定的直接的对应关
系，而象征性标志不仅可以表示某一事物及其存在性，而且
可以表现出包括其目的、内容、性格等方面的抽象概念。



按使用主体，标志可分为公共标志和非公共标志。公共标志
指公共共同使用的标志，非公共标志是指专属某机构、组织、
会议、会计、私人和物品使用的标志。

3、插图：有绘画插图、影像插图和复合插图三种。绘画插图
表现手法灵活，富有个性；影像插图比手工绘制速度快捷，
真实感强；符合插图制作手法新颖，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设计书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读完了田中一光先生的这本文集。

书中的文章都不长，路上床前顺手翻开一页就能开始读。回
想起曾经在北京的地铁里和荷兰的火车上，本来是浮躁的环
境，让人很难随意就扎进书里，却能多次片刻间被文中寥寥
数语“秒杀”，特别受感动。要是能这么入了梦乡，延长这
感动的时间，那真是件美事儿！我有一边看书一边划的习惯。
这本恐怕是被我划的最花的一本了。即便如此，合上末页，
觉得只领会了表层，意犹未尽。真想马上再重温一遍！

大多数介绍设计作品的书或文字，都采取直线式的'介绍方式。
某位设计师，a，b，c，d一步步走下来，然后有了最后的设计作
品。但凡写过简短的作品介绍的人都清楚，这种介绍方式，
看似是条理清晰，符合逻辑的，当然这也是由于各种（潜在）
甲方的限制，却不一定能反映出设计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因
素的影响，以及过程中的随机性。不过，我以前所接触的各
种书、杂志，大多是这样了。（恐怕是主题需要集中的缘故，
而文集的主题可以相应的散开来。）也曾感叹过，其实它们
并没有展示出，或教给我真实的思考和设计过程。因为我只
看到那只结成的苹果，以及其所在的那枝枝干，以及部分根
茎等。但是看不清整棵供给养分的大树，更不知土壤、大气
等环境。

之前对田中先生的作品，也只是肤浅的知道那些特征鲜明的



几何形。但这本书为我展示了其后的大树。正所谓“未知的
已知”。先生回想着他从小观看歌舞伎的日子，借品茶、品
尝料理、介绍他认为是“日本设计之源”的琳派绘画等娓娓
道来令他醉心的日本美学和其与西方美学的异同。（这让我
非常希望能去京都做一次深度游！）文中多次探讨西学东渐
对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的诸多影响，以及国际化背景下日本设
计何以体现独特的日本文化。这对国内当前的设计行业发展
状况也很有借鉴价值。其中很多问题和想法，也常浮现在自
己头脑里。读时觉得自己很被理解，时而又豁然开朗。先生
生活体验与设计思考的高度融合令人佩服和羡慕。“设计师
工作的原点是观察。”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读完一段一抬头，
觉得眼睛似乎变亮了，耳朵也更灵了，感官放大，头脑也自
由起来，好像事物若隐若现的关联马上就可以一一呈现在面
前。而一处意外的关联往往会成就一个设计灵感。只是，这
感觉转眼即逝了。

田中先生文笔朴实细腻，字里行间透着令人陶醉的淡淡香气。
（朱锷也功不可没阿！）我想他肯定是个“温润如玉的谦谦
君子”，肯定也是个从不停止思考的可爱工作狂老头子。仿
佛我能看到他每天站在街头的人流中，冲着某处街景出神的
样子。

总之这是本很叫人享受的书。

设计书的读后感篇四

词语解释：高贵而值得尊敬

反义词：低贱、卑贱、卑微

用尊贵造句

1、我今天看到一个明星，他看起来很尊贵，美丽



2、开门一看，原来是尊贵的夫人。

4、牡丹花犹如贵妇人，尊贵而典雅，雍容而华贵。

5、尊贵的法官大人们与检察官坐在荷兰首都海牙郊外昏昏欲
睡

6、女人用旗袍，红酒，小提琴和高傲的眼神来诠释尊贵。

7、每个来访的客人都是尊贵的，我们都要以礼相待。

设计书的读后感篇五

1、理解什么是“读后感”，怎么写读后感。

2、选择读过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写读后感。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对我们的人生有重
大影响。同学们，相信你们现在已经看过很多书，回忆一下，
有没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有没有一篇
文章或一本书让你感觉豁然开朗？有没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让你感到无限温暖？（学生回答）读完文章或书后，让我们
把这种切身体验写下来，这就是一篇读后感。今天我们就一
起学习写读后感。（板书课题）

2、什么是读后感？（在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段话等内
容之后，把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教育、启迪等内容联系实
际写下来。）

二、范文引路，了解写法。

1、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范文。教师多媒体出示默读要求：



（1）作者读的是什么文章？

（2）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什么？

（3）这篇文章给作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哪些部分是写作者的
“感”的？

总结：（1）写读后感，“感”应该作为重点详细描写。（教
师板书：感是重点联系实际）

（2）要先读文章，读懂原文。（教师板书：读是基础读懂原
文）

3、思考：作者又是怎样安排这篇读后感的写作顺序的呢？

（学生汇报，多媒体出示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

（1）介绍自己读的是什么文章或书，并概括地写出自己的总
体收获。

（2）简单介绍文章或书的内容。

（3）联系实际，具体写自己读后的感受，悟出的道理。

师：作者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有条理地写的。老师把这样
的思路概括成了读后感“五部曲”：点——开篇点题，引出
感受；介——介绍主要内容；议——围绕观点展开议论；
联——联系实际陈述观点；结——总结感受，首尾呼应。

师：那么，思路有了，该如何定题目呢？

生1：可以以“读《×××》有感”为题目。

生2：还可以以“《×××》读后感”为题目。



生3：还可以以“正标题——读《×××》有感”为题目。

4、写作时，需要注意什么？

（学生汇报，多媒体出示写读后感的注意事项）

（1）写读后感不是大篇幅抄录原文，而是简单地概括主要内
容，应以读后的体会、感受为主。

（2）要写出真情实感，所写感想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这样
才能感动读者。

（3）要写出独特的新鲜的感受，内容要新颖、有创意，这样
才能吸引和感染读者。

三、课外拓展，口头习作。

看来同学们读书都十分认真，收获也一定不少了！现在，请
同学们观赏动画《家》，说一说你的感想。

（多媒体播放动画《家》）

请根据提示填空：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公益广告。

这个广告的内容是（）。

这个广告让我联想到一件事（）。

这个广告告诉人们（）。

师：谁来评评这位同学说得怎么样？

生1：××同学能把自己的收获详细地告诉我们，我觉得他



（她）说得不错。

生2：××同学能够联系自己的实际谈感受，这点我觉得很好。

生3：他（她）能够按一定的顺序有条理地说，我觉得这点值
得我学习。

四、动笔成文，实操演练。

1、以本单元课文《草船借箭》为例，说一说，你读后有何感
想？（诸葛亮神机妙算，才智过人，用智慧挫败周瑜的阴谋，
用实力让对手心服口服；周瑜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终是自
己吃亏，只能认输。）那么你认为，要向谁学习呢？（诸葛
亮）学习他的什么？（机智聪明，善于观察，博学多才）

2、根据这个思路，大家回忆一下文章，以“《×××》读后
感”或“读《×××》有感”为题，练习写读后感。

3、师巡视并指导，挑选其中的优秀作文与大家分享，有问题
现场点评、指导。

五、鼓励习作，课堂小结。

同学们在今后读文章或书时，要时常拿起自己的笔，写一写
自己的感受，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识记内容，更能让我们深
入体会到文章或书的情感。边读边记，从读中思，到读中感。

板书设计

写读后感

教学反思

通过教学，许多学生基本掌握了写读后感的方法，在写作过
程中也能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今后仍需加强学生的思维训



练，鼓励他们写出有创意的文章。

设计书的读后感篇六

《设计中的设计》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设计师，因为
你设计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设计，还有你的生活。设计是
从生活中发现新问题的行为，额环镜是由具体生活的人构成
的，它之所以能走向前方，就是因为有技术与设计的存在。
设计的应用很广泛，也可以说成包罗万象，它不是一个独立
存在的物体，与大自然；人类息息相关设计师们所说的设计
都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可以体现一个很完
美的设计，当然也离不开设计师的才能。我们的衣食住行都
离不开设计，我们的物质享受更离不开设计。

设计是一个很抽象的词，但当设计师把它剖削了之后，它其
实就在我们身边，有时甚至会擦肩而过，看你有没有发现而
已，设计也如此。设计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于企
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总的来说经济、政治、文化
都离不开设计。比如说；商品是市场的主体，是消费欲望的
集合体，无论设计什么都要适合消费者更能实现具有引导性
的设计，作者还从国家的品牌来解析这个设计。因为每一个
国家的形式不一样、经济、文化都白一样，所以设计出来的
东西也要人们所接受。

正如作者所说的环保，这是当今世界最关注的问题，需要我
们慎重的考虑，其实环境也是设计中的一个环节，设计不是
一种技能，而是捕捉事物本质的感觉能力和洞察能力，所以
作为一名设计师不但要对社会的敏感度，而且要顺应时代的
变化。设计也不能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陷入停滞。因为时代在
发展，我们要真正认识到设计本身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发挥了什么技能，以及产生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所要
知道的。

但我对设计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但看完这本书后我深刻的了



解到设计真的很广泛，而且设计出来的商品都要符合时代的
进化，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能拥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更好
地观察世界之美，同时我们要真正了解到设计的涵义，设计
为了什么？怎么样设计？这些都是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作者
之所以一步步迈向设计中心，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设计师，
这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学好设计。

设计书的读后感篇七

什么是设计？这个我再熟悉不过的问题，在读完短短几百字
的自序后，突然变得陌生，陌生到好像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现在我明白了，这就如同逐梦的人，可能由于走的远了，追
的乏了，一颗坚定顽强的心在饱经现实的打压、诱惑后，虽
然依旧在奔跑，但早已忘记了最初的梦想，舍弃了精髓，徒
有其表罢了，读后感《《设计中的设计》读后感》。原研哉
终其一生都在思考，设计到底是什么。这位日本顶级设计师
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生活的变迁和世界的变化。和我们不同
的是，他在面对各种变化的时候，喜欢把所有复杂的、繁乱
的、色彩缤纷的东西划归到一个永恒的起点来重新审视。再
设计追求回到原点，重新审视我们周遭的设计，以最平易近
人的方式来探讨设计的本质和内涵。从无到有自然是一种创
造，但将已知的事物陌生化更是一种创造。原研哉认为设计
的本质就是解决社会上多数人共同面临的问题。“设计不是
一种技能，而是捕捉事物本质的感觉能力与洞察能力”。这
句话或可代表作者的“设计观”，原研哉对设计的认知中心，
一切都是以“建筑”为核心而生发出去的，作者曾说
过：“建筑是综合一切的最高水平……平面设计、工业设计、
纺织品设计等只不过被看成被建筑统一前的低水平的、被切
割成片的小房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