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干法读后感文章(优质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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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法读后感文章篇一

《干法》是稻盛和夫的.新著，是《活法》一书的姐妹篇，该
书在日本一经出版就成为新的超级畅销书，一年内再版19次。
作者稻盛和夫先生在日本被人誉为“经营之圣、人生之师”，
是唯一一位同时创建和经营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
业的传奇式人物。

该书从开篇的序言开始就点出了一个在当今社会具有警示意
义的命题——什么是正确的劳动观或者工作观，并从作者自
身的实践认知和西方宗教对劳动的原始观念等方面进行阐述
对比，最终得出了“工作是对万病都奏效的灵丹妙药，通过
工作你可以克服各种困难和考验，让自己的人生时来运转”
这一经典结论，可以说全书都是围绕这这一论点来展开论述
的。“工作能磨练灵魂，提升心志”，“劳动的意义不仅在
于追求业绩，更在于完善人的内心”，对这些朴实无华的观
点的认同对我们许多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一种心灵的升华。

一个人只有对一件事情从开始就抱着崇高的目标去做的时候
收获也才能更多，而工作就是这种事情之一，能让我有这种
认识上的提高使我不得不对稻盛和夫先生从内心充满了感激
和尊敬。然后先生又从如何才能出色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并获
得成功出发通过自身和他人的实际事例生动而又富有理性的
告诉我们“如何投入工作”，“要以高目标为动力付出不亚
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追求创新”，“要抓紧每一天，让
每天都进步一点点”，“对工作要抱有‘完美主义’的精



神”，并最终提出了“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
能力”这一“人生方程式”。

从而告诉我们如果想获得一个好的人生或者工作的结果除开
热情和能力这两个重要因素外，正确而又积极的思维方式是
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也是我读本书最大的收获。

干法读后感文章篇二

上周公司组织了一场管理培训，课后的读物就是稻盛和夫的
一本书《干法》。其实这本书我在年初的时候看过，主要是讲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个几乎可以上升到探讨人性的哲
学问题。本来是作为一锅鸡汤文来读，想着再咸顶多是肾抽
搐两下，看下去发现并不是很咸，文字质朴又深刻，用自己
的一路走来的经历和一个企业领导的态度来告诉年轻人需要
做些什么，的确发人深省。所以今天想拿出来分享读后感，
其实想说的是全书都在围绕的一个成功必备方程式：

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这里面稻盛和夫先生把思维方式放在首位，作为一切的起点。
我们看到桌子上有一杯水，有人口渴了会说“正好这有一杯
水”；有人在打扫卫生会说“这儿为什么会有一杯水”；有
人来开会会说“这儿怎么只有一杯水”。这就是思维方式的
不同。稻盛和夫在书中说到他起初在一家不起眼的公司，管
理和制度都很糟糕，跟他一起来的朋友都离开了，后来他想
了很久，最后确立了“虽然这家公司有诸多问题，但是我要
留下来”的思想后，开始静下心来，潜入到日常工作中去，
才有了后来的研发成功，并走上公司的高层，能够彻底改变
公司那些不好的东西。

《干法》书中说到京瓷的用人标准：我们需要的是那种知道
攻坚克难，对工作抱有激情的人；如果谁老是抱怨工作难做，
没事就拖公司的后腿，在员工之间渲染悲观情绪。那这个员



工铁定是要被开除的。我个人认为稻盛和夫一方面是想让我
们将自己打造成为对自己的工作和小成就充满激情、充满感
情的人；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要去带动。

每件事情都需要带动，不管是团队氛围还是改革开放。改革
开放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内地，在一个团队中快乐激情
同样也是会传染的，就像我们总是喜欢跟阳光热情的人靠的
更近，因为那样感觉我们的生活都充满阳光。如果我们每一
个人对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充满热情和激情，那么整个团队就
会像发动机一样不断向前，充满动力。

能力这个东西稻盛和夫的理论是因人而异，不可以偏概全。
当我们有说一个人很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理解为他的
“执行力”很强，能办成事儿。但是工作中并不一定只有执
行力，专业技术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等都是个人能
力，而他在团队中的能力大小，主要看这个团队需要他有什
么样的能力，如果团队需要他很会写，但他很会说，那他就
是个“没有能力的人”。而如果要把这些能力都具备并且出
众，我想这个人一定经过了非人的“磨练”。

没错，书中多次提到了“磨练”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学习、准备、历练”。亡羊补牢并不是为时不晚，羊已经
跑了，我们已经受到了损失；想要有好的结果就需要平时一
点一滴的积累，做好检查，及时维修，最后才能保住羊。就
像原文中：“你想要成功就要付出努力，如果不付出努力，
那么就请接受为一点小钱卑躬屈膝的将来的自己”。

全书都在把枯燥的工作当做一种磨练和修行，我们需要在磨
练中不断思考，不断提升，不断向前；如果放弃了这种修行，
那就只能接受这个不完美的自己，这就是社会的公平，稻盛
老爷子一直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公平的社会下我们需要做些什
么。

不过有一点我想说：有了格力，就算你身在中国，依然能够



用上正统的ih电饭煲，买个电饭煲买个家电还要跑到国外去？
根本不存在的！

最近连续看了两本日本的书，《解忧杂货店》和《干法》，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这两本书都没有特别华丽的辞藻来
点缀装饰，也没有飞在天上说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他们都
用了最朴实的语言用来讲一个温暖的故事，或者立足现实说
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这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真的是一股清
流。我只希望几年后回头看自己的工作经历，能够做到“不
负青春”，这就够了。

干法读后感文章篇三

与其他一些名人出书不同的是，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感觉到
作者是发至真心的来分享他和自己公司成功的经验，不是东
拼西凑，将不同人的成功的经验汇总到一块，就命名为《如
何如何成功**类的书》。

我读这本书，是一口气读完的。现将我现在能够吸收利用的
一些记录下来，方便日后用来温习。

1。如果想做好自己的工作，首先要喜欢自己的工作、如果不
行，就强制喜欢上自己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工作中
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

2。物理学上有个能力守恒定律，同样适用于今天人们的经济
生活，如果你现在不如别人，比如你现在很贫穷、很笨拙，
而你又想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以你现在的状况，能把
本职工作做好就需要你去狠狠地努力才能完成，而你却用这
样的努力去实现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梦想，谈何容易，如
果你真想实现这个目标，你就必须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
力，你才有希望。

4。我认为《干法》讲的主要一种精神，一种完美的敬业精神。



员工拥有了这样的敬业精神，就会为公司创造不朽的业绩贡
献，公司肯定会赏识重用这些有敬业精神的员工，这样的员
工也就成功了；老板拥有了这样的敬业精神，就会让自己的
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自己的身价也与日俱增，同样他也会创
造更多新的无数个就业的机会，更多成功的机会，就想微软
公司一样，公司是成功的，员工很多也都是百万富翁。

经典终究是经典，《干法》需要多次用心去阅读，知道有一
天，你与它产生了共鸣，你也就具备了它所讲的精髓。

干法读后感文章篇四

读完《干法》一书，感受颇深，受益良多。

满怀深情对待工作

大多数人的一生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工作。那么，为什么工作？
这不仅仅是工作的事，更是人一生的大事，是事关每一个人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事。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我
们就要为人民工作。人民好比是我们的父母，每一个人对待
自己的`父母是满怀深情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员从事的工作
天生就是满怀深情的。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这个根本宗旨，那不管是直接为人民办事
还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都应该倾注真情，在做每一件事
的时候都想着这是对人民的感情。这样的情感比起稻盛先生的
“抱着产品睡”的情感更有温度、更有深度、更有持久度。

知行合一对待工作

我们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更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因此，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怎么工作？稻盛先生在书中提到要
“付出不亚于别人的努力”“持续到神也想帮忙”“事先看



到完成时的状态”“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等，涉及勤勉、
坚持、谋划、创新等一些成功必备的基本品质。我认为，要
把类似这些品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就必须做到知行合
一，合一就是一，把它说成二，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发
展阶段。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我们知道要努力而不去
勤勉工作，就不能说是真正知道努力。

知道要坚持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不能说是真正知道坚持。
当我们知道谋划而提早部署安排，知道创新而敢于革故鼎新，
既知道并实践，这才能说是真知，才能说是知行合一。我们
学了很多东西，也正在学着很多东西，学了就要用起来，在
用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遇到困难就想办法克服，
犯了错误就即时改正，知道就要做到。

提升境界对待工作

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的岗位可能会随时调整，我们也会随
时面对新领域新事物，随时会以一个非专业的新兵去从事专
业工作。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仅以不变应万变，而且做得
更好呢？首先要守正务本。致良知，行正道。说白一点，就
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其次要融会贯通。世事
洞明皆学问，万事万物的理是相通的。

我们把一件事做深了做透了，做起其他事来也就能迎刃而解、
游刃有余了。再次要提升境界。中国的诗书画都讲一个神韵、
讲一个意境、讲精气神、讲力透纸背，所谓的言有尽而意无
穷。王国维拈出“境界”二字道出了根本。是的，人是要有
一点精神的，而共产党员是要有一点境界的。有境界，就能
着眼长远、服务大局，往往顺应大势；有境界，就能无私无
畏，心无旁骛，往往事半功倍；有境界，就能豁达开朗，处
变不惊，往往柳暗花明。



干法读后感文章篇五

《干法》是稻盛和夫的新著，是《活法》一书的姐妹篇，该
书在日本一经出版就成为新的超级畅销书，一年内再版19次。
作者稻盛和夫先生在日本被人誉为“经营之圣、人生之师”，
是唯一一位同时创建和经营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
业的传奇式人物。

该书从开篇的序言开始就点出了一个在当今社会具有警示意
义的命题——什么是正确的劳动观或者工作观，并从作者自
身的实践认知和西方宗教对劳动的原始观念等方面进行阐述
对比，最终得出了“工作是对万病都奏效的灵丹妙药，通过
工作你可以克服各种困难和考验，让自己的人生时来运转”
这一经典结论，可以说全书都是围绕这这一论点来展开论述
的。“工作能磨练灵魂，提升心志”，“劳动的意义不仅在
于追求业绩，更在于完善人的内心”，对这些朴实无华的观
点的认同对我们许多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一种心灵的升华。一
个人只有对一件事情从开始就抱着崇高的目标去做的时候收
获也才能更多，而工作就是这种事情之一，能让我有这种认
识上的提高使我不得不对稻盛和夫先生从内心充满了感激和
尊敬。然后先生又从如何才能出色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并获得
成功出发通过自身和他人的实际事例生动而又富有理性的告
诉我们“如何投入工作”，“要以高目标为动力付出不亚于
任何人的努力”，“要追求创新”，“要抓紧每一天，让每
天都进步一点点”，“对工作要抱有‘完美主义’的精神”，
并最终提出了“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这一“人生方程式”。从而告诉我们如果想获得一个好的人
生或者工作的结果除开热情和能力这两个重要因素外，正确
而又积极的思维方式（也可说是工作观）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这也是我读本书最大的收获。

看完本书，联系到自身的工作实际，我对自己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1、通过认真踏实的工作，培养自己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2、抓紧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

3、给自己树立清晰具体的目标，争取做到每天进步一点点；

5、用更为积极的思维方式去审视自己在人生和工作中面临的
困难，将之看成是磨砺心性，提升能力的机会。

干法读后感文章篇六

第一次读“干法”，我是一口气读完的。稻盛前辈这本书写
的通俗易懂，时时刻刻都会与你的心灵发生碰撞。我认为它
是一本很好的“心灵鸡汤”类书籍。在工作中有消极情绪时，
不妨拿起这本书翻一翻，或许你就有了工作的动力。

在整本书中“天道酬勤”、“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敬
天爱人”的人生观在书中时刻映现。感悟人生，方知“三尺
以上有神明”，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不轻言放弃，把人生逆
境当作修炼，将工作当作爱人，终其所有去热爱它，方能感
到幸福，获得成功。

稻盛先生在书中描述："与其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让自己
先喜欢上工作”。这一点我感同身受。要想度过一个自己想
要的充实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假如你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工作
是什么，请先倾注全力把眼前的工作做好，慢慢地去寻找工
作的乐趣，只有喜欢了，才能一心一意埋头工作，自然而然
就能获得力量，有了力量，就一定能作出成果，有了成果，
就能获得大家的好评，就会更加喜欢工作。这是一个连锁反
应，若想获得成绩，请像稻盛和夫先生一样，将工作当做自
己的爱人，全身心投入其中，方能获得天助。

“专心致志于一行一业，不腻烦、不焦躁，埋头苦干，你的



人生就会开出美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工作与人生一
样，就像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只有坚持不懈，才能
在不断超越中实现价值。试问在工作生活中，有多少次我们
曾为“不想做、早点睡”找借口。“我要坚持锻炼身体，我
要减肥”这种铮铮誓言，我也曾为自己设置过多次，但最后
全部都以失败落空。稻盛先生告诉我们，只有持续的坚持，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你才能获得成果，所以如果你未
成功，请不要为自己找借口，请先审视下自己付出了足够的
努力。

书中最后总结出：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x热情x能力。
只要拼命的努力就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从而取得巨大的成
功。要度过幸福的人生，要把工作做到最好，事业做到最大，
就无论如何必须具备正确的、正面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