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异类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
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异类读后感篇一

读完这本书，我了解到成功要素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内在因素，属于个人能掌控的范畴，也是成功的首
要条件，即刻苦练习，你可以选择努力或不努力，完全取决
于你。

第二部分是外部条件，即家庭因素和时代背景，并非安全由
我们控制的，哪怕你刻练习了1万个小时也不一定能成功，因
为人和不一定天时地利，如果我们不是出生于富裕家庭，没
有懂协同教育的父母，没有关系，后天想办法补救，寻找优
秀的榜样去模仿学习，只要没有完美的事，就代表我们有进
步的空间，时刻保持我们能做得更好的心态；至于时代背景，
每个时代缺的都不是机遇，缺的是能不能看到机遇，抓住机
遇的能力。

最后，不管人生能不能成功，至少自己是有去刻意练习努力
付出，争取成为自己眼中的异类。

异类读后感篇二

以前要被问到：成功很难吗？我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读完
本书，我的答案变成了不确定，因为成功真的会“偏心”，
那些受到偏爱的人就成为未受到偏爱一方眼中的“异
类”——天赋异禀、注定成功的天选之子。



你想成为天选之子吗？那你就要满足两个必备条件，其一，
获得特殊机遇眷顾；其二，受惠于独特的文化传承。

一个小小的机遇设定就会影响一个孩子未来一生的发展走向，
直接决定他的成功与否。在加拿大，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冰
球运动员，你一定就要在1月至3月间出生才行。为什么？因
为在加拿大，冰球队是按年龄进行分组的，而分组所依据的
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的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
球员将会被分到同一组。这就意味着一个1月1日出生的选手，
将与许多比他小的选手争夺晋级权。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将
近12个月的年龄差距会导致球员在生理成熟度上存在巨大的
差异。年龄更大的选手有着更强壮的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
他们更容易被选进更好的球队，更好的球队有更多参赛的机
会，更多比赛的锻炼带来更好的身体素质和更高的球技。这
一正向循环一步步将优势扩大，直至成为他人眼中的强者与
极具天赋的人才。

同样，个人的成功不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直接结果，是世代文
化传承后的汇聚效果。想想为什么纽约众多著名律师事务所
的开创者都是犹太人？美国的众多犹太移民成为了美国社会
的名流政客，在各个行业内成为佼佼者。翻看他们的族谱及
先人所从事的职业会发现，第一代移民祖先几乎都与服装制
造有关，第二代或第三代开始成为律师与医生。这是因为这
些犹太移民在家乡时就从事着与服装相关的工作，来到美国
后，继续从最熟悉的服装行业入手，渐渐从小手工制造者到
批发商，再到成立工厂雇用工人成为企业家，这一步步“有
意义的工作”使得他们成为成功的商人。这才能使他们为子
孙后代的成材提供坚实富足的学习成长条件，后代可以吃饱
穿暖，到好学校读书，有好老师授课，上好的大学，获取更
好的工作技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什么又是“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是那些能让我们
在工作中不断提升技能、培养我们更好解决问题能力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不是机械的简单重复，每一次都是一次进步，这



些进步可以是我们更加善于与人沟通、更快发现问题、提出
更好的解决方案，以及更强的学习能力等。如果你现在做的
工作有这样的效果，那就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份值
得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工作。

为什么亚洲学生的数学成绩最好？一定不是因为亚洲人更聪
明，而是我们更勤奋。作者在书中用“培育稻田”的例子揭
示出这一原因。稻田培育有着复杂精细的流程，要付出巨大
的精力进行精耕细作，中国南方的稻民一年花在水稻耕种上
的时间约为3000小时，而法国农民花费的时间仅有1200小时。
法国农民在春秋劳作时间长一些，冬季则短些，他们冬季选择
“冬眠”，通过减少活动从而减少食物的消耗。是什么促使
中国的农民在烈日炎炎之下仍坚持除草、灌溉呢？是收取固
利率地租的地租制度，无论丰收与否，地主只收取定量的粮
食，如果遇到大丰收，就意味着农民会有更多的余粮。这种
经过努力获得的回报给了他们最大的自主性，使他们自愿自
发地付出心血、加倍呵护每一颗水稻，精准控制大米生产的
每一个环节。这又与亚洲学生的数学能力有什么关系呢？中
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祖辈们都是农民，他们用生活中得来的
经验教育后代：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黄；秋天坐一坐，冬
天挨日饿；不是靠天吃饭，全靠两手动弹；一年忙到头，吃
喝不用愁。这一句句熟悉的俗语都是祖辈们的生活智慧和人
生经验的高度总结。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每一个家族的
文化传承，这是刻入骨髓的一种文化记忆。于是后代们在祖
辈们积累的基础上刻苦学习，坚信勤奋努力就会拼出一个好
未来，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就是考出一个好成绩，数学成
绩更高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他们有幸获得一个到德国汉堡演出的机会，汉堡酒吧的老板们
“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每天平均至少8个小时的演出
迫使他们不断进行新的尝试与排练，正是这种超量的训练使
得他们的表演能力有了质的飞跃。4年间，他们共计表演
了1200场，表演时长也突破了10000小时。试问，有几个乐队
有这种经历，又有如此强度的训练机会？天赐的机缘成就了



他们的经典，同样也是10000小时带来的美好果实。正是应了
中国的那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本书让我们知道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
环境和机遇构成。那些天选之子就是获得了特殊机遇的眷顾，
并凭借拼命努力的工作胜任使命的那一群人。成功于他们而
言，当然是可预知的必然结果。相信作者一定不希望为那些
不付出努力就想躺赢的人提供一个怪罪老天和环境的借口。

异类读后感篇三

《异类》这本书带我们走进了成功人士的世界，让我们看到
能影响人一生的数据，而能捉住这些数据都是都是异类。

书中的例举了很多异类，我对分析比尔盖茨的内容印象深刻。
比尔盖茨的成功在于他诞生的年代有了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
端、他所在的学校恰好有这类便捷计算机终端、学校的家长
会基金足够为孩子们支付高昂的上机费用……再比如分析人
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名单，其中20%最富有的人居然都诞
生在同一国家（美国）同一年时期（约1831至1839）。

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
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
序曲正在奏响，旧时期的经济信条被打破，新时期的规则正
在构成。如果你诞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此时约20岁）你
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没法掌控住时期的大好机遇；
如果你诞生在19世纪20年代（此时大概50多岁），你的年龄
就太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处在内战之前的模式。而恰正是那
短短9年间诞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

每个时期每个领域的异类都是准确看到机遇并抓住它。用我
们古人总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势造英雄，找准自
己的方向，锲而不舍刻意练习，顺势而为！



异类读后感篇四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首
先吸引我眼球的就是“异类”这个词。在查阅词典后，发现
这个词有3种解释，一是不同种类，二是杰出才能，三是古代
对少数民族的蔑称。我想本书要表达的应该是第二种意思，
杰出的才能，它也是“成功”的另一个代名词。我这里要说的
“成功”不是广义的成功，而是在自己选定的合理区间内成
为期间的“佼佼者”。

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成为“异类”，变成“成功
者”，成为了很多人的追求目标。市面上各类成功学书籍也
是层出不穷、眼花缭乱，但在阅读和比较了各类成功学书籍
之后，我发现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因为每个
人的成功都有其特殊性、偶然性，刻意的模仿和学习别人的
成功经验和案例，只会使自己逐渐迷失前进的方向。与其迷
失自我，不如找准定位，努力成为合理区间的“异类”，做
一个比过去更加优秀的自己。

我觉得以下三个步骤不可缺少：

一是正视先天差异，定位合理区间。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天然
存在差异，例如智商的高低、家庭的优劣、时代的不同等，
这些都是每个人无法选择和改变的，我们不能抱怨，只能接
受。书中提到：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方式获
得了家族的荫蔽和支持。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
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现
代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大家讨论热烈，剧中的四个孩子，
每个人都刻下了原生家庭的烙印，在高考这个指挥棒面前，
孩子们正视了各自的差异，找到了自己所在合理区间。我在
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出生，虽然少年时母亲病逝，但是父亲
和祖父母的关爱使我无忧成长，我自然不能像人家豪气的那
样说出“先完成一个小目标,比如先赚它一个亿”，我的小目
标就是带领单位同志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这是我为自己定



位的合理区间。

二是努力积聚能量，时刻做好准备。乔.弗洛姆的的成功除了
时机巧合之外，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六岁的时候就想学
法律，像法官一样思考问题，愿意承担风险”，从以上的文
字描述中可以看出，乔.弗洛姆从小开始努力，主动深入思考，
愿意承担后果，这些努力都使得他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能量，
时刻准备着接受命运的考验，最终他终于获得了成功，成为
了美国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世达律师事务所唯一一位在世
的“冠名“合伙人。其实成功随时都会降临，但是如果你没
有准备去迎接它，就可能失之交臂。我们阅读思考、努力实
践，都是在为自己积聚足够的能量，只有时刻准备着，才能
稳稳接住我们的成功，成为幸运的“异类”。

异类读后感篇五

花了一些时间终于读完了《异类》这本书。这本书定位在讲
述一种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通过很多篇幅在证明，个性作
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当然作者做到了，只是可以
再概括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本书并没有讲如何成功，
他给人更多的感触是，通过这些成功给我们哪些启示，书中
有很多观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1、10000小时法则：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
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1万小
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要成为某个领域的
专家，需要10000小时，按比例计算就是：如果每天工作八个
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五
年。
我想这也是本书核心观点之一。成功没有捷径，没有与生俱
来的天才，也不存在劳苦命
2、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作者研究了飞机失事的原因，绝大
多数原因不是特别大的失误，而是非常不起眼的小失误，这
种失误特别小，以至于不能引起重视，因为单纯的一、两个
失误是不会导致飞机出事的。但是一两个小错误，加上周围



恶劣环境、加上精神不集中，加上判断的差错，加上紧张和
表达与周围人沟通不畅，这种失事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3、"弗洛姆"的启示：因出身问题，被"白鞋公司"拒之门外，
于是做起了"白鞋公司"不值得一提的企业收购案子。但十几
年过去，这个领域变得炙手可热时，他们早已成为这个领域
的专家。
弗洛姆的成功有那么多因素导致的。如果不是出身问题，可
能他会加入白鞋公司，如果不是后来并购案增多时局改变，
他仍然在一个小公司接各种案子，但历史恰恰让他成功了。
最后，如书上所说，"异类，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
机遇与积累的结晶".我们需要了解，所谓的异类，从来就不
是什么异类。（徐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