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层领导力读后感(模板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层领导力读后感篇一

读完这本书的最大感受是，不管你是不是领导，都应该读一
读这一本书!所谓“领导力”即影响力，自己作为影响力中心，
如何塑造自己，如何影响他人，是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有人戏称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就是把你的钱放到我的口
袋，把我的思想放入你的脑袋。前一种人是老板，后一种人
是老师，两件事同时做到的是老婆。能把自己的思想放到别
人的脑袋里，其实就是一种领导。作为教师，需要把自己的
思想传播给学生，作为教育行业的领导者，还需要把自己的
思想传递给同事。作为一名普通人，其实也需要让自己的想
法去影响他人，你能影响到的地方便是你可以达到的地方。
衡量领导力的最佳标准就是影响力。

拿破仑曾说，你无法改变自己的起点，但你能改变前进方向。
你有何打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的行动。作为一名中层
干部，首先要能出色地领导自己，即管理好自己，包括：控
制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优先次序，工作精力、
思考、言论和个人生活。其实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的能力，
只有管理好自己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一个人，如果无
法领导自己，那别人不会服从他的领导;如果无法领导自己，
也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无法领导自己，他人也将不愿与
之合作。

领导自己，需要一定的方法。你对自己的思想有多少投入，



它就会给你多少产出。花一分钟进行思考，常常比一小时的
谈话和茫然工作还要高效。

自我管理大致相当于自律，但是想要突破管理层，你必须还
要有创新思维。自我发展和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是领导者
与其追随者最本质的区别。不管在什么行业，每个人只要了
解自己的工作内容并出色完成，那便有可能成为行业内的翘
楚。但是如果他们只具备而且只愿意运用这种技能，那大概
不会向上发展成为领导。领导需要发挥才能，完成多项不同
的工作。以运动来做比喻，这不像是单项的跑步，而是十项
全能的比赛。职位能给你提供创造影响力的机会，但是职位
无法塑造领导者。反过来，领导者可以塑造职位。优秀的领
导很少考虑界限，他们更关注机遇。

对于中层干部来说，影响力包括向上的影响，也包括向下的
影响。影响上司最佳的方式是为上司增值。对于上司来说，
他更希望你能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案，这就是
为上司减负，而不是什么事情都等待上司做指示，让上司来
考虑怎么做。如果组织的中层“无为”，会让高层领导在推
进事务上产生更多负担。对某些领导而言，这种中层更像一
个累赘。

影响下属的最佳方式是挖掘潜力，让一起做事的同事在工作
过程中找到成就感与获得感。决策可以靠经验、靠助手、靠
智慧;执行力可以靠制度、权力、职责，只有影响力是靠人格、
靠领导者个人的威信、美誉度，以自己的个人品质影响团队
的思想、行为、习惯甚至甚至决策。当然，除非你心甘情愿
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努力，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否则你永远没
资格身居高位。你不能通过敲别人的脑袋来领导，那是人身
攻击，不是领导。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领导力的提升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决不会一蹴而就。“人生成功的秘诀就是时刻做好准备，等
待时机到来。”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只要他能够做到



严于律己、坚持不懈，就一定能为实现目标做好准备。前重
量级拳王乔·弗雷泽曾经说过：“你可以制订出一份拳击计
划或者人生规划。可当比赛开始的时候，你就只能依仗自己
的反应能力了。你所有的付出都会在赛场上得到体现。如果
你曾在黎明前的暗夜里偷奸耍滑，那在拳击场里明亮的灯光
下，你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中层领导力读后感篇二

阅读了《中层领导力》的后半部分内容，可以归纳为两句话：
横向领导的核心是帮助同级成功！向下领导的核心是增加下
属价值！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领导力”会将它和“控制”联系在一起，
认为领导力是让他人言听计从的能力，实际上真正的领导力
是能实现企业、自身和他人共赢的一种能力。这也是为什么
在本书中，作者一直强调要做全方位领导者，要为上司增值，
要帮助同级成功，要挖掘下属潜力。本周的主题为如何帮助
同级成功以及如何传递愿景。

没有了职级的差别，横向领导更多考验的是人际交往的功力，
因此横向领导的起点是关怀，设身处地地去发掘每个人的价
值，想方设法的去喜欢他们，帮助他们成功。这让我想到一
句话“下等人，人踩人；中等人，人比人；上等人，人抬人。
”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对此文中提到了七大原则，分别是：理解、联系并完成领导
力圆环、赞美比竞争更重要、成为朋友、避免办公室政治、
扩大人脉圈、让闪光创意脱颖而出、不要假装完美。这里只
分享一点，即如何扩大人脉圈。作者给出了一个指导性建议，
我们可以根据三个方向来扩展，一是结识时间长的人，二是
与自己经验相同的人，三是对自己有好印象的人。当我们走
出安乐窝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即使关系建立失败，也可以



积累经验，学到知识。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个人而言最
需要注意的就是“超越个人偏见”。当我们要走出自己熟识
的人脉圈时就应该摒弃自己的偏见，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崭新
的世界。因此要主动和这类人交往，努力找到彼此的共同点。

在准备传递愿景时，要问问自己：“想让他们知道什么，让
他们怎样行动？我们为何要这样？”这是前提。

接下来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尊重曾经为企业发展做
出努力和牺牲的人，让现在的员工感到安全感，对未来充满
希望，这种连接会让愿景的传递得到动力。

要让愿景体现在清晰可见的目标上，这些目标能体现出领导
者和追随者的价值，这样才能增强大家对愿景的认可和信心，
在实现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会竭尽全力。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感情、有温情、有热情的故事作为支
撑，故事的最大好处就是它能让愿景充满热情和感染力，能
燃起大家的无限斗志。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本领导力操作手册，更是职业经理人在
职涯发展中的系统的思想引领，值得一读再读。

中层领导力读后感篇三

阅读了《中层领导力》的'后半部分内容，可以归纳为两句话：
横向领导的核心是帮助同级成功！向下领导的核心是增加下
属价值！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领导力”会将它和“控制”联系在一起，
认为领导力是让他人言听计从的能力，实际上真正的领导力
是能实现企业、自身和他人共赢的一种能力。这也是为什么
在本书中，作者一直强调要做全方位领导者，要为上司增值，
要帮助同级成功，要挖掘下属潜力。本周的主题为如何帮助



同级成功以及如何传递愿景。

没有了职级的差别，横向领导更多考验的是人际交往的功力，
因此横向领导的起点是关怀，设身处地地去发掘每个人的价
值，想方设法的去喜欢他们，帮助他们成功。这让我想到一
句话“下等人，人踩人；中等人，人比人；上等人，人抬人。
”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对此文中提到了七大原则，分别是：理解、联系并完成领导
力圆环、赞美比竞争更重要、成为朋友、避免办公室政治、
扩大人脉圈、让闪光创意脱颖而出、不要假装完美。这里只
分享一点，即如何扩大人脉圈。作者给出了一个指导性建议，
我们可以根据三个方向来扩展，一是结识时间长的人，二是
与自己经验相同的人，三是对自己有好印象的人。当我们走
出安乐窝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即使关系建立失败，也可以
积累经验，学到知识。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个人而言最
需要注意的就是“超越个人偏见”。当我们要走出自己熟识
的人脉圈时就应该摒弃自己的偏见，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崭新
的世界。因此要主动和这类人交往，努力找到彼此的共同点。

在准备传递愿景时，要问问自己：“想让他们知道什么，让
他们怎样行动？我们为何要这样？”这是前提。

接下来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尊重曾经为企业发展做
出努力和牺牲的人，让现在的员工感到安全感，对未来充满
希望，这种连接会让愿景的传递得到动力。

要让愿景体现在清晰可见的目标上，这些目标能体现出领导
者和追随者的价值，这样才能增强大家对愿景的认可和信心，
在实现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会竭尽全力。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感情、有温情、有热情的故事作为支
撑，故事的最大好处就是它能让愿景充满热情和感染力，能
燃起大家的无限斗志。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本领导力操作手册，更是职业经理人在
职涯发展中的系统的思想引领，值得一读再读。

中层领导力读后感篇四

本书的精髓归纳为一句话：影响上司最佳的方式是为上司增
值，领导下属的最佳方式是挖掘潜力！

本周看了三章，分别是中层领导力的7个误区，中层领导者普
遍面临的挑战及向上领导的原则。今天将分享我的几点感受，
并附上前三章的精彩书摘。

不是！！！任何一个想在职场有为之人，都不能错过此本书！
我看完前三章，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相遇恨晚！

1、所谓“领导力”即影响力，自己作为影响力中心，如何塑
造自己，如何影响他人，是亘古不变的命题。你能影响到的
地方便是你可以达到的地方。

1、出色地领导自己。

（1）要点是控制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优先次序，
工作精力、思考、言论和个人生活。

（2）通过这七个方面让自己明确努力方向，更好的管理自己，
让客户觉得自己是可信赖的，是有交流和沟通价值的，这是
通过管理自己增强影响力而达到吸引客户的目的。

2、为上司减负。

在这里可以视为为顾客减负，提升专业度，收集充分的资料
并进行分析是为客户减负的最好方式。比如当客户需要了解
香港保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这之前已经收集并整理好国
内所有保险的种类及收益，国外保险的注意事项等资料，为



其提供最为合适的投资方式让客户不必在众多保险项目中晕
头转向，这便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3、心甘情愿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为什么有的大咖愿意跟踪一个客户好几年？他们已经有着非
常不错的客户资源，有着不菲的收入，为什么还要去“啃硬
骨头”？当我们心甘情愿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努力的时候，全
心全意投入工作，才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念念不忘，必
有回响。

4、为人际关系投资

销售就是要搞定人，说的也就是人际关系。融洽的关系是与
顾客相处的基本原则。

5、为每次占用上司的时间做好准备

与客户的每一次见面都是战斗，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
样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也能让客户更加喜欢与你见面。

6、明白何时进何时退

7、不断进步

永远要记得自己的定位——私人银行家！是否能紧跟时代发
展，掌握投资最好机遇，是否能让客户从试水变成信任，这
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1、管理好自己！

这是实现管理职能的第一步。只有管理好了自己，才能赢得
他人的尊重，影响他人。

2、为上司减负！



对待工作要有责无旁贷的态度！做好本职工作是底线，此外
要主动承担“额外”的工作并进行思考，当在工作中发现问
题应该积极寻找解决途径，无条件地拥护领导的决策，并保
持良好的沟通。在与上司的每一次沟通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并积极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样的工作模式是一个合格下
属应具备的。

3、不断进步

做培训的人对这一点的感受更为明显，“老师”的称呼更多
的是责任。能引导学员看到新的世界，能将公司文化融入到
学员骨髓，能解决学员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自己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步，越是不能一蹴而就能看到效果的事情，越能考
验一个人。

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内容摘抄：

衡量领导力的最佳标准就是影响力。

如果组织的中层“无为”，会让高层领导在推进事务上产生
更多负担，对某些领导而言，这种中层更像一个累赘。

职位能给你提供机会......职位无法塑造领导者，但是领导
者可以塑造职位。

优秀的领导很少考虑界限，他们更关注机遇。

信任虽是一砖一瓦堆砌起来，但是受到冲击时，倒塌的会是
一整面墙。

只要了解自己的工作内容并出色完成，那便可能成为行业内
的翘楚。但是如果他们只具备而且只愿意运用这种技能，那



大概不会向上发展成为领导。领导需要发挥才能，完成多项
不同的工作，以运动来做比喻，这不像是单项的跑步，而是
十项全能的比赛。

如果每个人都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渴望，那个鼓舞他所有计划
和行动的渴望，那渴望一定是“得到赞扬”。

愿景可能由一个人制定，但是需要很多人齐心协力才能实现。

如果你的行为像驴一样，那就别怪骑你的人侮辱你。

如果你想得到晋升，向上领导比拍马屁管用多了。

你对自己的思想有多少投入，它就会给你多少产出。

花一分钟进行思考，常常比一小时的谈话和茫然工作还要高
效。

如果我无法领导自己，那他人不会服从我的领导。

如果我无法领导自己，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

如果我无法领导自己，他人将不愿与我合作。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他曾经在桌上竖起一块标志，上面写
着“责无旁贷”。

要想赢得上司的信任，一种方法就是直言相告。

多走一英里就没有交通堵塞。

全力以赴的人从不后悔。

除非你心甘情愿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努力，全心全意投入工作，
否则你永远没资格身居高位。



自我管理大致相当于自律......但是想要突破管理层，你必
须创新思维。

多年来我一直用“积极贡献”这个表达来形容某人在会谈中
提出建设性意见或者在会议上为他人锦上添花。

一件礼物能为送礼者开门，并使他有机会见到伟人。

前世界拳击冠军乔弗雷泽说：“你可以为拳击比赛制定计划，
也可以规划一生，但真正上场时，你只能依靠反射动作。在
赛场的千盏明灯下，人们就能从这些反射动作中看到你每天
早晨进行练习的情况。”如果你不认真工作，那早晚会被人
发现。

你不能通过敲别人的脑袋来领导，那是人身攻击，不是领导。

如果你不愿持续学习，不断进步，那你作为领导者就会不断
进步。

中层领导七大误区简要回顾：

1、职位误区：不居高位，无法领导。

2、目的误区：身居高位之后再学习怎样领导。

3、影响力误区：身居高位，人们自然服从。

4、经验不足误区：身居高位我就能掌控一切。

5、自由误区：成为领导后我就无拘无束。

6、潜力误区：身不在高层就无法发挥潜力。

7、破罐子破摔误区：做不成领导者就不必领导。



中层领导者普遍面临的挑战：

1、压力挑战：困于中层带来的压力。

2、挫败感挑战：上司平庸无能。

3、多重角色挑战：只有一人，身兼数职。

4、自尊心挑战：埋没于中层。

5、成就感挑战：领导喜欢前线而不是中层。

6、愿景挑战：如果指定愿景没你的份儿，那就是很难真心拥
护。

7、影响力挑战：超越职位影响他人困难重重。

全方位领导者向上领导的原则：

1、出色地领导自己。

2、为上司减负。

3、心甘情愿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4、领导——做的要比管理的更多。

5、为人际关系投资。

6、为每次占用上司的时间做好准备。

7、明白何时进何时退。

8、成为公司骨干。



9、不断进步。

中层领导力读后感篇五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会有不少感想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层领导力》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借
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领导力，是当下管理学里一个特别时髦的词语。甚至有人说，
当今时代就是一个“领导力的时代”。所以，市场上关于领
导力的书籍也就特别多，即使一下子找不出上百本，但要在
书店里找出数十本，绝对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是领导者不可通过后天努力被塑造，还是我们被美幻缥缈
的“领导力”蒙住了眼睛？崔秉权、姜珍求、金贤基、韩桑
烨，4位来自韩国的领导力专家，在他们最新的畅销书《中层
领导力：来自世界500强的'中层内训课》中说：“调查显示，
75.6%的员工离开公司的理由实际上是对上司不满。也就是说，
员工离职并非是炒公司的鱿鱼，而是炒上司的鱿鱼”。这就
是真-相所在，领导力，不是让人厌倦的光环，不是令人失望
的描述，而是努力成为受人尊敬的上司。

不像以往的领导力着作，《中层领导力》没有变着花样去重
复领导者任务、领导者特质等陈词滥调，而是直击问题核心
所在，送给企业中层“十面镜子”：无能上司造就低能下属；
监工上司造就爱搞小动作的下属；独裁上司造就盲从下属；
自命不凡的上司没人帮；推卸责任的上司让下属无所归依；
表里不一的上司造就关系疏远的下属；不近人情的上司没人
受得了；追求统一声音的上司抹杀创新思维；偏心上司造就
一个应声虫和众多反对派。

这本书，刚刚开始读，里面的内容还蛮有意思，尤其是作者
跟实际公司情况相仿，模拟了一些公司里各种各样的上司工



作作风，发现原来之前我接触过的上司当中那些是真正有实
力的上司，哪些是装作"有能力"的废物上司了，这本书很适
用于“中层管理人”，因为作为中层管理人都会有至少这本
书里面3~4个烦恼，人无完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掌握管理
技能，才能更好的做好“中层管理人”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