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领导读后感精彩(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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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领导读后感精彩篇一

书中讲述了员工的几个职级。

1.个人贡献者

2.经理：管理自己到管理他人

3.总监：管理他人到管理职能经理

4.事业部总经理：管理他人到管理职能部门

5.集团高管：战略规划

6.首席执行官：重视外部关系视角

自然，绝大多数人不会有这么完美的晋升路线。我只想聊聊
个人贡献者到管理他人的跨越。

特殊的国内行情，很多优秀的一线员工，会被推向经理的角
色，这对于员工本身而言，是一种绝大的激励，对于公司而
言，也是合理的。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对于从优秀一线晋升到经理角色的员
工，会有一个巨大的困惑期。

拿我举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担心别人看到我无事可做，



担心会被其他人抛弃，担心其他员工不能很好的完成我的工
作，所以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一线工作上，形成了员工的竞争
关系。

当员工在拼命时，不能上去拼命，只能作为背后的男人。从
一线的工作解脱出来之后，失去了原本的忙碌感，就会形成
价值感的缺失。

一线员工，通常目标很精准，目标的周期都很短，紧盯着自
己的目标，完成即可。而成为管理人员后，目标要么是周期
非常长，例如一个月实现平台的xx升级，要么是目标无法量
化：实现营销的xx任务。目标越远，坚守越需要精力，有时
候会形成完全没有目标的感觉。

那么如何快速摆脱这种巨大的困惑期呢？

这是书中讲到的观点，让我醍醐灌顶。管理者的价值感就是
来自于帮助他人成功。通过团队把自身的理想和理念做成功，
这里面没有压榨，没有强迫，更没有竞争。对于管理层而言，
也会通过帮助他人成功，获取更高的价值感。

关注细节，沉迷于细节，就会陷入细节。格局是一个真实存
在的东西，所谓格局，就是以未来的眼光看待当下，做出更
加有利于未来的决策。管理层一定程度上就要负担企业战略
上的规划，如果只看当下，势必失去在未来的竞争力。高格
局会让管理者做未来更重要的事情，形成高壁垒。

目标和战略结合

领导读后感精彩篇二

年轻的心，是澎湃的。年轻的我们，往往崇拜英雄式的领袖，
崇拜英雄式的风格。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最近，沉静
之美、沉稳之美却越来越吸引我的视线了。这要从《沉静领



导》这本书说起。

细细品读之后，我感到，对于领导者而言，沉稳是一种魅力，
沉静更是一种境界。

书中提到的“沉静型领导”有别于广泛受称颂的英雄式领导，
过去我们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处理任何事情就该轰轰烈烈，
让下属感到佩服不已。事实上，真正伟大的领导者，是在许
多细微的事情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抉择。作者将沉静思考
型领导者定位为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领导者如果能面对真
实世界、实事求是，就已从解决问题的阶段，提升到规避问
题发生的阶段，因为他们的态度，使得他们面对所有“大小
事”都能处理得与众不同。或者说，领导者总是能在极为复
杂的情况下，做出一些平常而又不同寻常的事情，也许看似
平凡至极，但却能让人肃然起敬。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英雄式的领袖人物，对于
推动历史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我们同样不得不
承认，真正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则来自于那些无数“远离群
众视线的沉静领导人”每天所做的“正确决策的累积”。后
者没有浪漫的英雄主义，不作大胆和英勇的决定；他们有利
他和利己交错的混合动机，他们采取谨慎的步骤来解决复杂
的问题，以保护组织、同事、部署以及自己；他们虽然重视
信任，但也了解信任的脆弱；他们对理想没有过高的期望，
但是也不会愤世嫉俗，怀疑一切……总之，沉静领导人似乎
是一群懂得平衡与妥协的现实主义者。“沉静领导之道就像
润物无声的水，滴水穿石的水，造就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的水，
默默地改变着世界。”

“领导不语，沉静而御”是作者的观点，这一观点和中国的
中庸之道很有神合之处，比如，作者说到“沉静领导人”的
三种美德———“自我克制”、“谦逊”、“执着”，这
和“中庸之道”大师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通权达
变”颇有相似之处。



作者还谈到如何争取时间。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而宝贵，有人说，好的领导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果断
明确的决定。但是该书作者提醒领导者，当你的直觉对你的
决定有些许迟疑时，就必须慎重思考，因为正确的决定，比
争取时间重要得多。另外，领导者也必须了解到，有时候不
做决定，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坚实的决定。

读完这本书，让我有了一种全新角度的思维和视野。原来，
卓越的领导者往往并非公众英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很耐心，
很谨慎，循序渐进。他们不动声色的做着正确的决策和工作，
为组织，为人民。他们没有锋芒毕露，却是“真英雄”！

从书中走到现实，发现，每天都有简单而复杂的人和事盘桓
于周遭，有如意的开心事，也有不能逃避的困难和挫折。面
对一切，我们首先要能很好的驾驭自己，这样才能做到“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

领导读后感精彩篇三

《沉静领导》无疑是一本好书，虽然作者谦逊地称之为"这是
一本随笔性的书"。但在我看来，她犹如夏浪里的一缕清风，
给人一股崭新的清爽气息；她又如一位良师益友，同你娓娓
道来在工作中碰到难解之题时的化解之道。不同于以往我所
读过的极大部分管理书籍类的枯燥和说教，她以一个个生动
的案例来诠释沉静领导的智慧和魅力，尽管是那么的朴素和
低调。遇见她，一如译者初次在书店之遇见，"待捧起书，便
放不下"。

专文推介作者石滋宜博士更是对沉静领导的特点作了极为精
辟的注释："沉静型领导有别于普遍受称颂的英雄式领导。过
去我们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处理任何事情都该轰轰烈烈，让
部属感到佩服不已。事实上，真正伟大的领导者，是在许多
细微的'事情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抉择。"换言之，领导者
总是能在极为复杂、无法完全掌握与控制的情况下，做出不



惊天动地的事。可说是平凡至极，但却能让人肃然起敬。"

尤克强教授称："纵观全书，巴达拉克教授极为睿智而且公正
地把组织的成功和世界的进步归因于那些籍籍无名的沉静型
领导者。"这无疑是对沉静型领导的最高赞美！

本书通过不要骗你自己、相信混杂动机、争取时间、明智投
资、深入钻研、变通规则、投石审势、妙手妥协、三种沉静
型美德九个章节来阐述沉静领导之道。前八章，每章分别
用~2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来演绎各自的主题，综合这八个主
题，即是作者要阐述的沉静领导的一套有效的策略工具。最
后一章是对前八章的归纳，总结和提炼，甚至可称为本书画
龙点睛之笔。作者指出："克制、谦逊和执着"是沉静型领导
的三种美德。"文中主人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都兼具了
这些品质和美德。"克制与谦逊是刹车系统，而只装了刹车系
统的车辆是不会跑得太远的。反过来，执着是一个加速器，
但是只有加速器的车是危险的。克制、谦逊和执着这三种品
质，对每一种都需要高明的驾驭，而沉静型领导者之所以会
成功，则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所有这一切。"

作者又是严谨的，即便全书通篇在讲沉静领导之道，他亦不
忘在导言中提醒读者："沉静型领导者清醒地懂得，有些局面
需要直接、强悍、勇敢的行动，有的甚至呼唤英雄主义的行
为。因此，清楚什么时候运用和如何运用这些策略工具，明
白它们的局限和风险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诚然，万事都有两
面性，如何把握度仍是沉静领导需要学习的领导之道。

读完此书，感慨万千。回想自己刚走上领导岗位之初，也碰
到了文中主人公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时候常常会凭着自以
为是的满腔热血、一身正气，去针锋相对地处理一些矛盾和
问题，有时虽然表面上得以解决，但很多时候却往往会留下
后遗症。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渐渐悟出克制和必要的迂
回是多么的重要，用这样的方法处理问题反而常常是事半功
倍。作为领导者，谦逊和执着更是不可或缺的品质。古人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尤其在当今知识日新月异的新经济形势
下，每个人都有认知的盲点，只有虚心学习，多听取不同的
意见，多向同事学习、向朋友学习、向同行学习，保持终身
学习的态度，不断提高自身素养，方可担得起领导之责。而
执着的重要性，更毋庸置疑。尤其象天鼎这样的工业企业，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无论在产品研发还是客户开拓，抑或
是在项目的坚持上，领导者若不带领广大员工发扬"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执着精神，企业恐将一事无成。

"沉静领导之道就像润物无声的水、滴水穿石的水、造就千姿
百态钟乳石的水，默默地改变着世界。"专文推介四中钱小军
博士如是说。

是啊，沉静之美，润物无声！

领导读后感精彩篇四

《沉静领导》无疑是一本好书，虽然作者谦逊地称之为"这是
一本随笔性的书"。但在我看来，她犹如夏浪里的一缕清风，
给人一股崭新的清爽气息；她又如一位良师益友，同你娓娓
道来在工作中碰到难解之题时的化解之道。不同于以往我所
读过的极大部分管理书籍类的枯燥和说教，她以一个个生动
的案例来诠释沉静领导的智慧和魅力，尽管是那么的朴素和
低调。遇见她，一如译者初次在书店之遇见，"待捧起书，便
放不下"。

专文推介作者石滋宜博士更是对沉静领导的特点作了极为精
辟的注释："沉静型领导有别于普遍受称颂的英雄式领导。过
去我们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处理任何事情都该轰轰烈烈，让
部属感到佩服不已。事实上，真正伟大的领导者，是在许多
细微的事情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抉择。"换言之，领导者总
是能在极为复杂、无法完全掌握与控制的情况下，做出不惊
天动地的事。可说是平凡至极，但却能让人肃然起敬。"



尤克强教授称："纵观全书，巴达拉克教授极为睿智而且公正
地把组织的成功和世界的进步归因于那些籍籍无名的沉静型
领导者。"这无疑是对沉静型领导的最高赞美！

本书通过不要骗你自己、相信混杂动机、争取时间、明智投
资、深入钻研、变通规则、投石审势、妙手妥协、三种沉静
型美德九个章节来阐述沉静领导之道。前八章，每章分别
用~2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来演绎各自的主题，综合这八个主
题，即是作者要阐述的沉静领导的一套有效的策略工具。最
后一章是对前八章的归纳，总结和提炼，甚至可称为本书画
龙点睛之笔。作者指出："克制、谦逊和执着"是沉静型领导
的三种美德。"文中主人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都兼具了
这些品质和美德。"克制与谦逊是刹车系统，而只装了刹车系
统的车辆是不会跑得太远的。反过来，执着是一个加速器，
但是只有加速器的车是危险的。克制、谦逊和执着这三种品
质，对每一种都需要高明的驾驭，而沉静型领导者之所以会
成功，则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所有这一切。"

作者又是严谨的，即便全书通篇在讲沉静领导之道，他亦不
忘在导言中提醒读者："沉静型领导者清醒地懂得，有些局面
需要直接、强悍、勇敢的行动，有的甚至呼唤英雄主义的行
为。因此，清楚什么时候运用和如何运用这些策略工具，明
白它们的局限和风险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诚然，万事都有两
面性，如何把握度仍是沉静领导需要学习的领导之道。

读完此书，感慨万千。回想自己刚走上领导岗位之初，也碰
到了文中主人公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时候常常会凭着自以
为是的满腔热血、一身正气，去针锋相对地处理一些矛盾和
问题，有时虽然表面上得以解决，但很多时候却往往会留下
后遗症。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渐渐悟出克制和必要的迂
回是多么的重要，用这样的方法处理问题反而常常是事半功
倍。作为领导者，谦逊和执着更是不可或缺的品质。古人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尤其在当今知识日新月异的新经济形势
下，每个人都有认知的盲点，只有虚心学习，多听取不同的



意见，多向同事学习、向朋友学习、向同行学习，保持终身
学习的态度，不断提高自身素养，方可担得起领导之责。而
执着的重要性，更毋庸置疑。尤其象天鼎这样的工业企业，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无论在产品研发还是客户开拓，抑或
是在项目的坚持上，领导者若不带领广大员工发扬"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执着精神，企业恐将一事无成。

"沉静领导之道就像润物无声的`水、滴水穿石的水、造就千
姿百态钟乳石的水，默默地改变着世界。"专文推介四中钱小
军博士如是说。

是啊，沉静之美，润物无声！

领导读后感精彩篇五

这几天有幸拜读了拉姆查兰的《领导梯队》一书，此书的总
结的管理方法和观点是基于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在内的一百多
加公司的管理样本中提炼出来的，是凝聚了这么多优秀的企
业多年来的不断成长总结出的管理智慧的精髓。

管理是一门方法和艺术的结合的学问，是要在实践逐渐提升
的，基于此种原因，才导致任何一种管理方法和在不同的情
境和时空下所产生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管理更强调“人”，
但是人的想法和动机又是时刻在变化的。所以管理更多的的
是一种理念而不像数学等理科类那样能量化同时也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掌握了之后就可以很机械的套用。管理绝不可
如此，管理的最核心的观念就是要因地治宜，不可教条，管
理只有来源于实践才能更有力的指导实践。

管理注重思考、观察、甄别、判断，要有方向感，这就注定
管理人员一定不能事必躬亲，因为任何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只有激活组织的能量才能产出更多的成果，才能让组织成长
和升华，以试行瞬息万变的环境。



本书中重点阐述管理的三个纬度(管理技能、时间管理、工作
理念)和管理的六个不同阶段(我理解可以粗化成两个阶段管
理自己和管理他人，其他五个阶段都是管理他人的只不过管
理半径和管理的层级不同，更高级的管理是管理和协调下一
级管理者)。

管理技能，管理者最核心的技能是沟通技能，只有有效的沟
通才能获取多方面的信息来为决策做支持。同样管理者要掌
握教练的指导技能，指导不同下属完成一项共同的任务。时
间管理，要求管理者要有明确的结果导向，在一定时间内创
造价值。工作理念，要求管理者要有经营理念个全局理念，
要整体看待工作，所做得事情是否对组织产生价值，是否促
进组织成长，是否适应外部需求，是否符合社会的正向的价
值观。

由于没有对本书做到很深得精读和理解，故比感悟还跟肤浅，
同时高铁也块到站了，就此止笔。

领导读后感精彩篇六

《领导梯队》让我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在通往金字塔顶端所
要经历的各个层级，以及在每个层级所必须get的新技能。管
理工作就像打通关游戏，没有更高级的装备就无法进阶更高
级的领域。因此，学无止境！同时也让我检视到目前工作中
诸多需改善的方方面面：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一直被认为是
管理者的美德，被津津乐道，却不知犯了越俎代庖的管理理
念错误，阻碍了蜀国人才的成长，最终导致了“蜀国无大
将”的局面，领导梯队的断裂也使一统天下的理想化为泡影。
以前工作中看到某个项目组成员写的代码待改善时，就忍不
住自己花时间帮他改。事实证明这样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对
整体项目进度反而不利，也浪费了自己和员工应有技能的锻
炼机会。后期将加强技术培训，循序渐进地提高工作标准及



要求。

不同的工作任务赋予我的管理角色是不同的，有时不能生搬
硬套，因此我需要跳开惯性思维及惯性工作模式，在不同工
作项目中对自己的管理角色进行精准定位，然后根据角色要
求，或加强自我贡献，或管理项目组成员，或沟通及协调部
门间配合等，以期更符合工作要求。

工作中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动的完成公司交办的工作任务。还
要通过积极自我完善，除掌握当前管理层级所要求的管理能
力外，时刻准备向更上一个管理层级靠拢。同时善于发现人
才，知人善任，注重对下属的培养，帮助下属做好职业规划，
发展接班人，发掘及储备公司内部管理人才。

《领导梯队》如同一面镜子，让我能够正视自我，不断发现
问题并加以改善，也如同一座航标，为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