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她世界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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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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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世界读后感篇一

《狼世界》是一本沈石溪写的书，主要描写了四个故事中的
狼，每一个故事都是非常感人。

在这四篇文章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红奶羊这篇文章。文
章的主要内容是：大灰狼的妻子蓓蓓，在生下两只小狼后流
血过多死亡，身为父亲的大灰狼要担任起把小狼抚养长大的
重任。他找到一头母羊做小狼的奶妈，就在这时，猎人把大
灰狼杀死了母羊把小狼抚养长大后，重新回到了羊群。后来，
小狼他的妻子在一次捕杀中正准备咬断母羊（他的奶妈）的
脖子时，他忽然醒悟，这是抚养他长大的母羊啊！他果断地
回去寻找别的食物了。

母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正是因为母爱的力量，小狼才没
有杀死奶妈，奶妈才获得了自由。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发
现，原来，狼世界也有温情的一幕啊！我们往往只记住了狼
贪婪的外表，我们往往忽略了狼温暖的那一面。

狼世界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一个温情的世界;一个残酷的世
界;一个智慧的世界;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一个严密的.世
界……让我们通过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来拨开狼世界的那
层深深的迷雾，看到真实的狼世界。



她世界读后感篇二

这个美丽新世界，人人在可控范围内幸福着，从小被剥夺了
种种权利：自由独立的人格，自主选择人生，拥有情感，激
情，欲望以及生而平等的权利。文学艺术及宗教信仰被禁止，
他们就像经过调控，有序的机器，来维持福帝社会稳定的运
作。他们只需要一点嗦麻就能工作、生活、享受限定范围内
的幸福。

而纵观现代社会，他们缺少的那些，我们都没有被剥夺，但
我们有好到哪里去吗？

当社会产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沦为了维持社会运作的工具。
每个人都有自由，但能有多的自由？有思想，一个人的力量
能走多远？有意志，又有谁想奔着受苦受难去？越是认清这
个社会与现实就越学会妥协忍耐。

这是骨子里刻着的奴性与顺从。从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
但是所有人又都遵循着一系列的规则，自我意愿也是建立在
一定的忍受与妥协的基础之上，仿佛生来就要这样。

那些与众不同，特立独行，高声反对之歌的`苦行僧注定孤独。
往往被无知的人，怯懦的人，冷眼旁观的人当成了异类。

你愿意这样吗？你还要些什么？

她世界读后感篇三

另外还有一种成为梦魇的状态值得一提。梦魇的学术名称是
睡眠瘫痪症(sleepparalysis)，表现是睡梦中感觉已经清醒，可
以感觉周围的环境，但喊不出话，身体动不了。有时会出现
假醒，就是感觉醒了实际还在梦中，这种假醒可能多次迭代
甚至循环，让人紧张恐惧。但我认为人如果能把握梦魇的机
会，不要紧张恐惧，或许是一个可以更好认识觉知的机会。



因为这时身体其他部分没有唤醒，可以减少对觉知的干扰。

我最近有一次梦魇体验，清醒后感觉自己是睡在床上，但不
知道是睡在哪间房子的'床上，搞不清处于生命的哪一个时期。
这时意思完全清醒，但记不清自己多大年龄，想不起自己孩
子多大，甚至不知道父母是否还健在。可惜我当时心中紧张，
急于要摆脱这种梦魇状态，没能静下心来利用这难得的机
会(记忆系统没有完全启动)来探索自己的觉知。

据说人死后，会经历类似的阶段，大部分人没有经验，会紧
张，不知所措所以错过觉醒的机会从而依照习气进入轮回。
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这种情形下保持冷静，就可以选择来世的
走向。

有些跑题了，让我们回到《新世界》。

她世界读后感篇四

“500 年前，哥伦布运用当时简陋的航海技术进行环球旅行，
他安全返航并告诉世人，世界是圆的。500 年后，我在班加
罗尔，却听到熟知当今最先进技术的工程师告诉我，世界是
平的!更为有趣的事，他还把这看成是件好事，是人类发展史
上的里程碑，认为这是印度和世界发展的绝好机遇——我们
让这个世界变平了!”

读了《世界是平的》，我的内心挺受触动的。是啊，当今世
界，再不是从前那个去一个地方需要十年八年长途跋涉的弯
曲空间了，竞争的平台已经被推平。试看今日的世界，有哪
个国家可以免受竞争所带来的冲击，可以不享受因为合作所
带来的极大丰厚的回报呢?可以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
之间充满了竞争与合作，因为竞争与合作带来了整个世界的
变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传播。

所以在这样一个平坦的年代，生意可以做到五湖四海，国界



再不是我们的限制。原来根本没有机会的出头的人可以驰骋
天下，原来叱诧风云的也可能刹那间一坠千里。

我对置身这个平坦的世界感觉非常的幸运，因为它提供了一
次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每个个体都可以尝试着实现梦想。不
要小看这种机会的力量，多少年来，机会的不均等不知道让
多少英才壮志难筹。能有机会融入平坦的竞争，本身就是值
得庆贺的!

但是有机会实现梦想和是不是容易实现梦想又是两码事。在
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前，我们更可能被世界抛弃，被国际规则
淘汰出局，这对民族、对自己只是一种悲剧，没有人会因此
对你怜悯和关心，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发展的必
然规律，这个规律叫做——优胜劣汰!

我们惟有不断不断的努力才可能在平坦的世界中拥有自己的
立足之地!

一、把握梦想的质量。

弗里德曼先生在书中也谈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恐怖分
子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实现更有效率的破坏，一些黑暗的事物
可以凭借全球网络迅速传播。自从人类掌握了超自然的技术
之后，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生存或是灭亡，从未如此
赤裸裸地摆放在人们面前。

戴维·尼勒曼和本·拉登都想实现自己的航空梦想，不同的
是尼勒曼的目的地是到肯尼迪国际机场，本·拉登的目的是
要降低曼哈顿的高度。

梦想差异的后果是：戴维·尼勒曼使用他乐观的想象力和平
坦世界提供的有效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他建立了成
功的新航线，又把生意中得到的利润返回到为员工设立的灾
难基金中;本·拉登和他的门徒也使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许多相



同的技术发动了恐怖袭击，他们把象征美国力量的两个巨大
标志夷为平地。

所以说，梦想的品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重要。在
我们为全球化欢呼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外在的技术只是表
面现象，他们不过是工具而已。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精神文明
的进步极不协调，当刀耕火种演变成电脑网络之后，人性的
进步微乎其微。有许多东西，不是简单地技术发展就能改变
的，人性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不过是外在表现形式罢了。
更何况，这种外在的力量，已经足以使人类走向毁灭。教育
不仅仅在学校里学习各种知识，而是要将公平、正义、民主
和法制等思想深入人心，各级政府应该有更多的事要做。

所以第一步的，维护梦想的质量!最大限度发展德育!

二、在平坦的世界争取自己的生存价值。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争取不争取价值的事，而是为了生存，我
们必须努力，不努力就要被淘汰。《世界是平的》也讲述了
瞪羚和狮子的故事：瞪羚不能比跑得最快的狮子慢，才能生
存;而狮子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瞪羚快才不至于饿死，因此，
它们每天早上起来就必须奔跑。当今世界已经变平了，平坦
世界的生存法则和自然界一样，你不竞争，就得灭亡!

1、要保持一种上进的激情。想在平坦的世界争取一席之地，
状态当然无与伦比的重要，中医里讲精气神，没有这种斗志
昂扬的状态，事情成功的机会就会很渺茫。在全球化1.0 版
本中，国家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在全球
化2.0 版本中，公司必须改变思路;而全球化3.0 版本则是对
个人的挑战，它不仅要求人们掌握一定的技能，还需要人们
在心理上有一定的适应力、自我激励和应变力。我们每一个
人必须更加努力，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
水平不断上升。



书中有个公式值得一提：cq+pqiq。cq代表好奇心商，pq代表激
情商。既然平坦的世界已经来了，我们应该更有激情的生活。
有激情才能在坚持的过程中快乐起来，有活力才能更加快乐
地坚持下去，现实社会中，没有比这更好的良药了。一个充
满激情的人才是永远打不跨的人!

2、行动上要积极主动。有激情的第二步当然是积极主动。否
则，满腔的壮志就成了空中楼阁寻不到落点。平坦的世界，
机会多，消失的也快。你不争取，别人会马上收入囊中，所
以渴望成功的人必须积极主动，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3、掌握学习的能力。在平坦的世界中首先需要培养“学习如
何学习”的能力——这是新时代条件下每个人都应当培养的
能力。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或部分工作都将不断受到数字化、
自动化和外包的挑战，而且新的工作和新的行业也将越来越
快地涌现。在这个世界里，要想脱颖而出不仅要看你了解事
物的多少，也要看你了解事物的方式。因为你今天了解的事
物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其速度之快恐怕你连想都想不到。

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场所，任何时候谁能从竞争中脱
颖而出谁就能享受胜利者的喜悦，而事实就是只有那些具有
强烈的事业心，工作勤勤恳恳，具备了较强的学习和创新能
力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那些缺少责任心又不具备学习能
力的人将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最终淹没在前进的洪流之中。

4、全面发展，掌握必备的知识。什么是必备的知识?年轻人
需要何种教育才能承担足以让他们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工作?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伊西多·拉比说：“提出好问题让我
成了科学家。”同样，我们也只有用百分比负责的态度不断
提问，不断的学习去掌握必备的知识才能让自己成为不可替
代的人，未来才会相对稳妥。甚至可以说，这是面对“平坦
的世界”的惟一明智的选择。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言“平坦的
世界的精神内涵是每一个劳动者将逐渐对自己的饭碗、风险
和经济安全负责，而政府和企业只是帮助人们形成这种能力。



”

我们要努力，掌握必备的知识，外力只是推动，主要发力点
还得落于自身。

5、做不可替代的工作。南丹·尼乐卡尼喜欢把平坦世界中的
工作分成“可替代的和不可替代的”。所谓可替代的是指能
够轻易被数字化、自动化或转移到国外的工作。不可替代当
然指你与众不同的特长，只有你或者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做到。
比如伟大的乔丹，他因为做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事，所以几
乎被当作神一样的追捧。

所以在这个世界活下去需要培养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人。这
个过程我们需要想象力，需要激情，需要必备的知识，需要
冷静的头脑，更需要不懈的努力!

6、努力练就创意的思维。

做到不可替代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可以说，当你好不容易达
到了不可替代的境界，依然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很
可能有朝一日，你所拥有的东西一下子就不属于你了。面对
这种可能，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努力练就创意的思维!物质
是短暂的，思维是永恒的。你有创意，就是有价值。创意并
不是很神秘的东西，而是一种积累在更高层次的爆发。想拥
有创意，就需要锻炼思维，勤于积累，广泛涉猎各种知识，
外加热爱生活，把这些全部做到，那就离创意思维不远了。

7、和他人友好相处。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是职场中人
的一大优势，在平坦世界中更是如此。平坦世界中将出现大
量新型中间性质的工作，这些工作要求和他人进行个性化的
频繁接触——这些个性化的频繁接触不可能被外包或自动化，
并且几乎总是价值链上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平坦的世
界里，任何时候得为人着想，技术、机器、事物、科技什么
的都可以先放下，先把人际关系练到位。要知道，任何的成



功都来自于人，这不是一种口号，一种制度，甚至不是一个
道德标准，它应该是一个渴望成功的人的内心真诚的流露、
本质的释放。阿兰·布兰德总结得最好也最一针见血：“也
许，正如我们最近几年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人际关系的处理
技能将变得比计算机技能更为可贵。性格怪异的人中就不能
主宰世界。”

8、保持我们的毅力与恒心。

没有想当然的力量，没有一簇而就的成功，上帝不会让我
们“得来全不费工夫”，想在平坦世界占据一席之地，需要
我们坚定不移的毅力与恒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付出吧，持久的付出。不断地学习吸收新知
识，不断地巩固已学到的知识并运用到实践中，世界的平台
才能有我们的位置。

共勉!

她世界读后感篇五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是当前畅销全球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
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在五百多年前，哥伦布使用现在看来是极其简陋的航海技术
穿越大洋，并安全返航，以此来证明"世界是圆的"。他们在
茫茫大海中折腾了71个昼夜，发现了第一块陆地。哥伦布深
信他沿着地球的另一个方向来到了印度，而实际上，那是后
来被命名为"亚美利加"的新大陆。不管怎样，在哥伦布之后，
"世界是圆的"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总是把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或者认识调动
出来与之进行一个广泛的对比，确实感到经济全球化汹涌而
来，同时也深感自己知识的匮乏，同一个时代生存在同一个
地球上，我竟然在自己狭隘的小圈子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实
在是令人震惊和羞愧。



几个世纪后，弗里德曼来到了真正的印度。他发现，这里的
人们在顶尖学府里接受教育之后，已经掌握了当今最先进的
科学技术。世界仿佛又骤然变平了——鼠标点击之间，在印
度就能够轻易调动遍布世界的产业链条。这就是《世界是平
的》所描述的"全球化3.0"。

弗里德曼不愧是记者身份，他用几近煽情的手法和大胆的想
象来解读全球化，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点象在看电
影，也有点象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悬疑小说。但读完之后，
冷静地做一分析，你就能读到作者本身并不是经济学家，因
为他对经济全球化的解释过于随意，有时为了生动就舍弃了
真理，所以你不要太过于认真，需要去伪存真。

弗里德曼指出，由于市场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全球
化，使这个世界的经济敏感得比流感来的还快，比禽流感的
传播还要迅猛。有点像“蝴蝶效应”。或者你仰天长叹一口
气，就引起了“卡特尼娜”飓风。你跺一跺脚，就引发
了“东南亚海啸”。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千丝万缕，
越来越荣辱与共。由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可能我们已经不
能辨别世界500强企业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必定抵挡不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的趋
势是不可阻挡的。在《世界是平的》一书出版之前，他已经
是美国公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世界是平的》
更让他赢得了大师的声誉。

弗里德曼对环境问题表示了高度的关注，指出引起环境问题
的原因经济的不合理发展，但同时指出解决环境问题还是得
靠科技，人类必须走一条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发展的道
路。我是读不太懂这本书的，但还是收获了紧迫感。深感国
家要强大，要走出狭隘，走出在世界低端市场徘徊的囹圄，
还是得靠人才。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无论是企业，
还是政府，如果缺乏全球战略型的人才，无疑是个巨大的硬
伤。企业缺乏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就难以在经济发展浪潮中



浮沉，国家缺乏全球视野的人才，就难以在世界范围内把握
自己的命运。此时此刻，我才深深理解了西方学者说的那句
话：“中国需要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更需要比尔盖茨”。

本书也提醒了我们，在铲平的世界竞技场上，我该如何提高
自己，让自己永远保持很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必须：

2).不断地巩固已学到的知识;

4).不断地了解同行业的发展状况。否则，自己有随时在平坦
的竞技场上站不稳的可能。一句话：准备好自己，随时迎接
新的挑战。

当前，中国正在走一条科技兴国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是适应
经济全球化的不二选择。不仅中国需要科技兴国，需要科学
发展，任何国家都需如此，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游戏
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