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运营之光读后感(模板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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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之光读后感篇一

什么是运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产品除了产品和用
户体验驱动外运营则是产品走向用户阶段最直接的连接者，
运营通过一切手段干预产品，帮助产品和用户之间建立起更
好的联系。

其工作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拉新，引流，转化，二是用户
维系；即带着宏观角度理解运营，带着微观和落地心态去执
行运营。

运营按照职能划分为五类：内容运营，用户运营，活动运营，
产品运营，渠道运营。

产品与运营的关系：产品负责界定和提供长期用户价值，运
营负责创造短期用户价值+协助产品完善长期价值。

运营方法论：运营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必备的基础素质和思
维方式，工作习惯（如投入产出比意识，流程化和精细化意
识，回报后置意识等）；至少一项可以拿得出手，能直接带
来产出的运营硬技能（如文案，内容包装和生产，活动策划，
用户推动和维系和数据分析和战略测定）

2个意识：目标导向意识，效率意识。前者区别于纯粹的职能
支持类工作，更趋向于通过对问题的归纳分析以及整理，以
设定目标为导向；后者区别于初级运营，高级运营一定在把
事情逻辑理顺以后，找到目标和更容易有所产出的地方再开



始投入。

3个底层方法：1.让自己拥有对于新鲜事物的高度敏感；2.让
自己拥有对用户的洞察；3.学会具有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表达。

4个关键性运营思维：1.流程化思维-梳理流程，从流程中找
到解决方案；2.精细化思维-将大问题拆解为无数细小细节执
行；3.杠杆化思维-需要有层次递进，通过杠杆来撬动更大市
场；4.生态思维-能搭建起一个生态，清楚知道其中价值关系
和逻辑。

运营的一些宏观规律和逻辑：

规律1：带着短线的线性思维投入运营，往往很难做好运营；

规律3：早期产品运营，一定是围绕着口碑来进行的，把早期
用户当做是最好的朋友看待。

给互联网人的3个建议：1.拥有更多机会和选择；2.行业技能
和思维认知的提升；3.面对选择，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知
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运营之光读后感篇二

初识这本书是前同事和好友的推荐。说起来，跟他还缘分颇
深，起码在两家公司有过交集，不过岗位和职责不同，他一
直潜心互联网运营，推荐其专业相关的书一定是不会错。确
实如此！开卷不久，此书立马拉进了我和作者的距离，因为
作者的良好习惯我也有――“但凡我在朋友圈、微信群等地
方看到有超过3个人都在提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过的概念，我就
一定会专门抽出至少30-50分钟的时间，去把这个我从来没听
过的东西彻头彻尾搞清楚”。嗯，我也这样！

本书解答了互联网运营是什么？运营的分类及其方法论？更



宏观一些的运营规律和逻辑？甚至，作者自己提出的对互联
网的一些哲学思考，甚好！摘录部分观点，不展开，以为忘
却的记忆！

3、“概念层面的运营应当要大于市场”；

9、互联网运营从业者的分类：

1）内容生产、维护型的运营：比如新媒体运营；

2）创意策划、创意营销型的运营：活动策划，如事件、小游
戏或h5等；

5）销售型的运营：如线下商家拓展；

6）强执行、项目推动型的运营：常规性、推动执行类的工作；

7）策略型的运营：逻辑清晰、强大，说话表达十分清晰有条
理，对数据也敏感。

10、互联网运营的能力晋级矩阵作者：见识现智

运营之光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买自我借调至集团策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之时，因工作
需要，想找一些相关的运营素材和知识等，评分8.0以上，知
乎也重点推荐。

打开书籍，首先有一堆互联网名人的强力推荐，还有作者自
己的推荐序、再版序、自序引言等。总之让人有种云云亦
云“这是一本好书”的感觉。

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运营的概念、来源、技能、工作方法、
规律、逻辑、以及运营职业的成长、规划、思考等。



读书中，我实在不知道全书说了一些什么，比如运营的概念
就不清晰、互联网运营与其余的运营区别在哪？怎样开展互
联网运营等，这些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予答复，等等。读者
读者，就发现越发的坚持不下去了。

或许这样评价这本书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但作为一名读者，
我有责任来阐述一下我的观点，以求共勉。

1.书本内在逻辑不清晰，整体结构不明朗，对运营没有宏大
的解析，没有把运营两个字说清楚。

2.举例不够透彻或者不够明晰，外行人不懂、或许内行人会
认为很啰嗦，案例中的中心不突出、牵扯的知识点和面很广，
导致主题不集中、观点很杂乱。

3.某些观点，虽然是作者自身的感触和心得，很真实动人，
但是只触及了皮毛，没有深究、也没有分析，知识罗列了大
量的案例来进行佐证和强调，总感觉是为了写而写、为了论
证而论证。

为什么要写此读后感？首先是我感受到了作者的努力表达，
这与我有共鸣，努力写出来的东西未达实效与预期，这点更
有共鸣。其次是感觉我与作者或许都处在一个写文章方法和
表达的瓶颈期，这是一个很疼苦的时期，需要更为痛苦的磨
练与积累，痛定思痛，必然通透。最后希望能站在作者与读
者的角度，与之神交、与之共勉。

运营之光读后感篇四

今天读完了运营之光，作者是一名从事运营8年之久的大牛。
分享下书中的一些观点给大家。

1、未来互联网下半场拼的是运营；以前互联网创业热潮时候，
大家都是开发产品，去抢占市场，这时研发和产品就受市场



青睐，现在很多市场已经有产品，用户对产品体验的需求更
高，如何保持和稳固用户数，这时就是运营发挥作用。

2、运营是很杂但是很有趣的工作；有些刚入行的新人不太理
解运营的工作，运营有的是能输出优质的内容，有的是搞定
人，有的是能策划活动，所以运营是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工
作，当你的工作获得用户认可时，当产品粉丝不断增长时，
会发现运营的乐趣。

3、运营的职业发展如何？有的人纠结于做运营是该去大公司
还是小公司，大公司流程制度完善但自己可能只是个螺丝钉，
小公司从0到1独立负责一款产品但是风险很大，作者认为最
好对于一名新人来说，是先去大公司磨炼一下自己的各项技
能，然后再去独立负责一个完整的产品运营，作者说他成长
最快的时候就是创业的那段时间。

运营之光读后感篇五

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于运营是有些许困惑的。今天给大
家分享《运营之光》这本书，希望读完这本书，能帮你解决
这方面的疑惑。一千个人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相信每个
人读了这本书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运营，是一个大的概念，但它又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生活即运营，运营即生活。为什么会出现运营这个概念
呢？从互联网发展的阶段开始，我们的商业模式就在不断地
发生改变，从最初的实体交易买卖，到线上的虚拟商店交易，
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消费人群和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
改变，所以我们需要一套灵活且不断创新的教程去不断刺激
我们的消费者，直到他们与我们达成共鸣，再影响更多可以
与我们达成共鸣的人。

此次疫情影响，给各中小型企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每个人
都有深深的危机感，也一直在问自己：在这个多变的世界，



明天和意外总不会提前预告，一个人一个企业到底要拥有什
么样的能力，才能有绝处逢生随时重启的自信。可能现在我
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
机会，各企业迅速调整了战略方案，销售、教学、管理从线
下转为线上模式，并且迅速制定出了一整套运营流程，并且
收获了不少的流量，我们也在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我们
是有希望有力量的中国人，一切考验都是我们的机会和挑战。

运营其实就是带着产品搞事情，运营人员应该是天生的导演，
哪些产品角色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吸引哪些群体，
必须是一部完整精彩的戏。好的运营人是策划者，执行者，
管控者，必须要有以回报后置的理念和方式，把事情做到极
致的心态，敢于接受挑战，正面困难！

比如公司给到一整套的线上维护教程，里面每个时间点做什
么，怎么做，注意事项，以及话术和相关的资料辅助非常的
详细。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大方向，整理出一套适合自己销
售运营的流程方案，根据人员特点做好分工，再将整套流程
跟参与人员进行宣导。更重要的接下来的.就是操作流程：

1、剧本。先把相关的团队人员在群里布置好，哪些扮演什么
角色

3、进剧组。跟客户进行沟通和铺垫之后邀请进入我们的大家
庭，以朋友的方式去沟通。

5、优化成型

6、宣传

从《运营之光》这一本书中你都可以找到答案，你能看到自
己身上的短板，也能看到你能够努力去创造的可能性，不管
你是运营小白还是行业精英，只要你愿意学习挑战，哪怕只
是作坊式的运营，只要功夫下的深，作坊也能熬成金拱门。



在这个行业间相互模仿，千篇一律的市场中，人人想要利益，
人人都要盈利，要想走得长远不仅要有优秀的运营模式，更
要有走心的运营管理，尤其是从线下转为线上模式，在虚构
的网络中，用心才能搭建真实的信任，用爱才能成就创造的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