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卓越到读后感 追求卓越读后感(汇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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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一

成功从无定式，卓越贵在创新。是的，没有人会反对彼得斯
的这些管理学论点，但是问题在于，托马斯彼得斯在书中加
以称赞的“卓越企业”，之后有不少或归于失败，或销声匿
迹，因而使人们对《追求卓越》一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彼
得斯错了么我们就应如何看待这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呢耐人寻
味的是，今日的企业领袖几乎没有人不承认深受托马斯彼得
斯提出的这8条原则的影响；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追求
卓越》以前一度几乎是美国商业的拯救者”这一事实。这天
重读《追求卓越》，仍然会为作者在那个“混乱、非连续的
时代”里所做的创新而振奋不已。

《追求卓越》给了全球各类企业一个共同的梦。这个梦把赤
裸裸的功利、尔虞我诈的竞争、勾心斗角的企业政治、生死
攸关的'管理等等，都精巧地包装起来，穿上了“皇帝的新
衣”。不管理论是否坚守，结论是否科学，有了梦就有了方
向。

以it业的标准来看，20年时间足够让《追求卓越》这本书流露
出越来越多的“黑色幽默”。但一切能够时过境迁，“追求
卓越”的梦想却依然在it业上空回荡。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二

自从在“必读的n本商业书”看到，已经期待多年了。书中观
点新奇大胆，震聋发聩，既痛陈当今企业管理的严重危机，
又授以变革和重生的全新方案，文思大胆，语言精炼，在引
人入胜中发人深省，是一部不同于所有企业管理着作的奇书。

《追求卓越》是管理学的经典。它主要是以探索成功企业的
特质为主线来写企业管理特质的。本书中大量的运用具有悠
久历史的成功企业来作为实例来诠释企业的管理特质。通
过ibm、惠普、麦当劳、强生、迪士尼、花旗、沃尔玛、通用
电气等美国经营最成功的企业进行研究，总结出了卓越企业
的八大特质。

作者托马斯·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开启了商业管理书籍的
第一次革命，真正将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密切地结合起来，
成为轰动整个管理世界的经典法则。在作者眼中，“卓越”
的标准是指企业除了表现在财务方面的长期的优异业绩外，
更重要的是具有高度的.创新精神。作者认为，尽管每个优秀
企业个性不同，但拥有许多共同的品质。这些品质基本上可
以总结为八大基本属性，即：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
新，以人助产，价值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
这些基本原理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企业的管理
和运营。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新，以人助产，价值
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这些指导性原理，仍
然是许多企业提升绩效和赢利水平的有效方法。虽然《追求
卓越》中提及的某些企业可能已经失败了，但这丝毫不会影
响八条原理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以及它给企业运营带来的深远
影响。正如彼得斯所言：“遵循这8条原则，你会赢，肯定会
赢，我永远不会这样说。我要说的是，忽视这8条原则，你会
失败，肯定会失败”。

与此同时，托马斯·彼得斯并没忘了警告人们：“任何一个
人如果蠢到看见一本商业书籍就全套照搬，那他就的的确确



是个白痴。”这个时代变化太迅速了，不可能仅仅依赖几条
准则就获取永久的成功。彼得斯强调：“我们应该贴一个警
告标签。注意！没有永恒的东西。任何东西吃得太多都会有
毒。请记住：商业中所有事情都是悖论。”大师的语言风格
泼辣。

《追求卓越》其实不仅仅是一本美国企业管理的圣经，其实
也是一种全人类的生活价值观。对于我们成长中的大学生具
有很大帮助，所以，我推荐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文档为doc格式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三

知识是人类发展的源泉，而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人类先进
思想思维的集中。不同类别的书能让我们懂得不同领域的先
进知识，今天，我读了一本叫《追求卓越》的书，因此有感
而发，随笔写下我的读后感。

作为世界最畅销的工商管理书籍之一的《追求卓越》，它将
工商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结合了不同
时代世界各国不同企业的不同管理模式，为我们很好的诠释
了：何谓卓越？怎么去追求卓越？什么是理性管理？要怎么
理性管理？此外，书中还概括了卓越、创新企业所具有的八
大特质，分别如下：

一、采取行动。

二、接近客户。

三、自主和创业精神。

四、以人为本。



五、亲身实践、价值驱动。

六、坚持本业。

七、组织单纯、人事精简。

八、宽严并济。

对此，我有以下看法：

采取行动。企业要卓越，不可能坐等就能达到目标，而是要
经过不断的主动行动。书中所提到的dec公司的成员们便是这
类懂得主动采取行动，在决策中分析，遵守执行、修改、再
尝试的标准运营程序，会不惜一切代价的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的人。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的行动，而且，公司的决策者懂
得转换不同的模式，将不同类型的人才组成不同的小组，并
把工作分配给小组，从而达到高效执行。

接近客户。企业不是顾客，因此，企业需要与客户接近才能
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从而设计出能满足最大量客户的需求。
那如何接近客户呢？沟通是最基本的手段，成功的企业会不
断仔细地聆听客户的意见，从顾客的想法中找到思路，设计
出创新的产品。

自主和创业精神。企业想要有创新的产品，除了需要顾客的
意见之外，必不可少的是会创新的人才。因此，企业不应该
限制公司成员们的创造力，规矩是用来规范员工的工作，而
不是扼杀他们的想象力。每个有创新思维的人都可能当发明
家和创业家，只要有大胆的想法，只要敢想敢做。

以人为本。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理解作者对这个词的理解，
他认为，卓越的企业不应该给人员灌输太多等级意识，或是
把资本投资视为改善效率的根本。在这些卓越企业中，公司
人才是质量和生产力的源泉，他们尊重个人的思想，赞许人



员的贡献，关注整个企业利益的同时，更关注人员个人的利
益。这就是以人为本。

亲身实践、价值驱动。企业中的决策者不仅起决策作用，也
同时有管理和监督作用。此外，只有亲身走走看看市场的发
展，亲耳听听消费者的心声才能有更好的应对问题的方案或
者更好的新改革新决策。

坚持本业。既企业不能偏离基础，我认为这是企业走在正轨
上的必要条件之一。

组织单纯、人事精简。大型企业不是非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才，
人太多既不便于决策，也不便于管理。所以人事要恰到好处，
工作才能被高效地完成。

宽严并济。宽，宽在优秀企业能将自治精神深入到工厂和产
品开发组中；而严，则严在企业核心的价值观不允许改变。
这类企业中，人员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创新的适合市场的产品，
但他们也绝对会坚持产品的质量，既坚持他们企业的核心价
值观。

总的来说，卓越企业要有高效积极的执行、创新的精神和理
性的管理。看完《追求卓越》这本书，我获益匪浅，引发我
更深入的思考。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四

《追求卓越》是全球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之一汤姆。彼得斯所
着，翻译家魏平所译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畅销书。

在《追求卓越》，汤姆彼得斯总结了自己60多年来成就卓越
至关重要的163个细节，涵盖了危机、机遇、睿智、态度、行
为、工作、领导、网络、人才、创新、学习等诸多方面，这
些事情在很多人眼里，只但是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但彼得



斯一再强调，不要小看这些小事情，小事情也很重要，这些
小事情成就了卓越，做好小事才能成大业!

彼得斯告诉我们，要“努力忘记以往的黄金时代——怀旧本
身具有毁灭性”。我想，这跟我们平时所说的“成绩是属于
过去”是一致的。他还说，“鼓励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但
同时提醒自己这一切可能不会很快结束，以便使自己全心全
意利用现有条件——事实上，品性完全由人们在应对逆境时
的反应所决定的。”很欣赏这种应对逆境的生活态度，他告
诉我们要有平常心，要正常应对挫折，应对困境，要“把损
失抛在脑后(忘记自己内心的痛苦)，立刻重新策马扬鞭”。

彼得斯还强调，“学习十分重要，不仅仅仅是学习一种技艺，
掌握某种知识，就是一些基本行为领域也需要学习。比如：
掌握感谢的方法、修复人际关系、倾听吸收应对他人观点、
有效质疑、持续联系的艺术、在争斗的派系之间实现和平与
繁荣、写作与演讲……这些都是企业效率的基石。”学习的
方面很广，学习的方法和形式很多。期望我的家人、朋友，
都能够好好学习，以平常心去应对生活，应对生活中的逆境。

关于迟到，彼得斯说，“迟到的后果也许比想象中的要严
重”。他说，迟到5分钟是迟到，迟到1或3分钟也是迟到。迟
到就是迟到。迟到比不到好吗绝对不是!早到就不迟到。早到
意味着敬意，早到意味着“我在乎”，早到会场并不表示你
很急切，而是证明你很守时。我想，早到几分钟与迟到几分
钟，在听会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至少，这证明了我们的
态度，所以，推荐以后大家还是要守时。

《追求卓越》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小哲理让我信服，在此不
一一列举。我只是期望在此后的日子里，我能更加追求卓越，
追求一些所谓的小事情，让自己的行为更令人愉快，让自己
的生活更充实，学习更开心，效率更高，让别人生活得更幸
福更愉悦!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五

《追求卓越》是一本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管理书籍。托马斯
彼得斯为管理设定了一个用心的目标，而非强调面临的难题。
书中透过对43家卓越组织的深入分析，捕捉到那些常常为传
统管理学者们所忽略，但却是企业经营最基本的要素:将注意
力放到顾客的身上，对人持续地关心，勇于实验，百折不挠
等。

在《追求卓越》中，托马斯彼得斯透过其“永久性革命”的
理论，向企业界阐述了如何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求得生
存和成功的道路。他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管理根本不存在一般
的模式，即使有也不是成功的标志，因为企业的成长不可能
总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按照昨日已有的模式运转，那么这天
则很可能要失败。当然，管理并非无理可循，它也有必须的
规则与原理，但正如有人所说:管理如下棋，管理的规则和范
例如棋谱，分析棋谱绝对对棋艺的精进有帮忙，但是棋谱不
可能重复，一旦自己置身于问题的迷阵之中，解决的方法便
没有现成的规则可循了。所以，原则自然要信守，但应用时
就要随机应变，而且要使自己明白，没有任何东西是能够永
恒不变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最好的”的管理模式，
任何拘泥于书本和信条的人都是傻瓜，难免遭遇失败的命运。

是《追求卓越》一书使托马斯彼得斯从麦肯锡公司的普通职
员一跃而为管理大师。《追求卓越》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本
销量超过百万的商业管理书籍。许多读者赞誉有加，称之
为“1982年以来美国工商管理的‘圣经’”。一时间，所有
的媒体与商界人士都在谈论着这本书，这本书甚至促成了商
业书籍出版业的成熟。当代管理学泰斗彼得德鲁克一语道破
天机:“彼得斯著作的力量就在于他强迫你关注最基本的东
西……它使管理听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容易。你所要做的
就是把这本书放回在枕头下，然后一切都会完成。”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六

自从在“必读的n本商业书”看到，已经期盼多年了。书中观
点新奇大胆，震聋发聩，既痛陈当今企业管理的严重危机，
又授以变革和重生的全新方案，文思大胆，语言精炼，在引
人入胜中发人深省，是一部不同于所有企业管理着作的奇书。

《追求卓越》是管理学的经典。它主要是以探索成功企业的
特质为主线来写企业管理特质的。本书中超多的运用具有悠
久历史的成功企业来作为实例来诠释企业的管理特质。透
过ibm、惠普、麦当劳、强生、迪士尼、花旗、沃尔玛、通用
电气等美国经营最成功的企业进行研究，总结出了卓越企业
的八大特质。

作者托马斯·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开启了商业管理书籍的
第一次革命，真正将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密切地结合起来，
成为轰动整个管理世界的经典法则。在作者眼中，“卓越”
的标准是指企业除了表此刻财务方面的长期的优异业绩外，
更重要的是具有高度的创新精神。作者认为，尽管每个优秀
企业个性不同，但拥有许多共同的品质。这些品质基本上能
够总结为八大基本属性，即：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
新，以人助产，价值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
这些基本原理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企业的管理
和运营。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新，以人助产，价值
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这些指导性原理，仍
然是许多企业提升绩效和赢利水平的有效方法。虽然《追求
卓越》中提及的某些企业可能已经失败了，但这丝毫不会影
响八条原理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以及它给企业运营带来的深远
影响。正如彼得斯所言：“遵循这8条原则，你会赢，肯定会
赢，我永远不会这样说。我要说的是，忽视这8条原则，你会
失败，肯定会失败”

与此同时，托马斯·彼得斯并没忘了警告人们：“任何一个
人如果蠢到看见一本商业书籍就全套照搬，那他就的的确确



是个白痴。”这个时代变化太迅速了，不可能仅仅依靠几条
准则就获取永久的成功。彼得斯强调：“我们就应贴一个警
告标签。注意!没有永恒的东西。任何东西吃得太多都会有毒。
请记住：商业中所有事情都是悖论。”大师的语言风格泼辣。

《追求卓越》其实不仅仅仅是一本美国企业管理的圣经，其
实也是一种全人类的生活价值观。对于我们成长中的大学生
具有很大帮忙，所以，我推荐大家有时间能够看一看这本书。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七

《追求卓越》开启了商业管理书籍的第一次革命。彼得斯本
人回顾本书时说：“《追求卓越》首次描述了那些行之有效
的东西。它的风格是刻意形成的。”作者的意图就是要恢复
管理学的基本面貌，赋予那些被管理专家们所视而不见但却
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东西以应有的地位。本书超越
了传统的理论框架，通过对43家卓越企业的分析，捕捉到企
业经营成功最基本的因素。《追求卓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以实际案例为基础，结合大量的事实、数据与分析，而且文
笔生动流畅，撷取案例说理浑然天成，引用名家理论如数家
珍，文中随处可见的精彩引言更是画龙点睛。因此，任何人
都可以从欣赏一个个的企业梦想中感受到激情。

，仅在美国就销售了600万册，全球发行量高达900万册！该
著作创造了“彼得斯时代”，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管理类书
籍，许多跨国大企业视彼得斯的著作为发展创新的经典。

为了探询管理艺术的秘密，作者花费数年时间辗转美国各地，
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取得了数百个大小公司的第一手材料。
样本涉及制造、信息、服务、销售、交通、食品等诸多行业，
其中有我们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跨国公司，如ibm、通用电气、
惠普、通用汽车、3m、麦当劳、宝洁等等。作者发现，尽管每
个优秀企业的个性不同，但拥有许多共同的品质，也就是八
大基本属性，即：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新；以人助



产；价值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

20xx年后，托马斯·彼得斯追述了这八条原理是如何诞生的：
“随着去百事公司演讲的时间越来越近，某天清晨6点左右，
我坐在桌前，从美州银行大楼的48层俯瞰旧金山湾。我闭上
眼睛，然后伏案在拍纸簿上写下了8条。从那时起，这8条就
没有改变 过，它们是《追求卓越》的8条基本原理。”

现在，让我们再次审视一下这八条原理：

（1）崇尚行动：偏好行动而不是沉思；

（2）贴近顾客：在产品和服务上接近顾客的需求；

（3）自主创新：鼓励自治和放松，而不是紧密监督；

（4）以人助产：对雇员的态度是鼓励其生产力，避免对立情
绪；

（5）价值驱动：以一种被称为“走动式管理”的方式，保持
与大家的紧密接触；

（7）精兵简政：组织结构简洁，人员精干；

（8）宽严并济：对目标同时保持松紧有度的特性但却不窒息
创新的控制系统。

这些基本原理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企业的管理
和运营。直到今天，崇尚行动、贴近顾客、精兵简政、不离
本行这些指导性原理，仍然是许多企业提升绩效和赢利水平
的有效方法。虽然《追求卓越》中提及的某些企业可能已经
失败了，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八条原理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以及
它给企业运营带来的深远影响。正如彼得斯所言：“遵循这8
条原则，你会赢，肯定会赢，我永远不会这样说。我要说的



是，忽视这8条原则，你会失败，肯定会失败”。

与此同时，托马斯·彼得斯并没忘了警告人们：“任何一个
人如果蠢到看见一本商业书籍就全套照搬，那他就的的确确
是个白痴。”这个时代变化太迅速了，不可能仅仅依赖几条
准则就获取永久的成功。彼得斯强调：“我们应该贴一个警
告标签。注意！没有永恒的东西。任何东西吃得太多都会有
毒。请记住：商业中所有事情都是悖论。”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八

拿到《再造卓越》这本书的时间正值五月份中旬，借着下班
或休息的时间阅读了吉姆·柯林斯的著作，在现在海洋般的
管理丛书中这是唯一一本研究企业衰落的书，这个书把企业
的衰落概括了五个阶段，企业无论大小要想发展必须有个好
的管理者、决策者，这个人要具有远见的眼光和洞察力，人
才的使用、管理、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注重人才内部培
养使用，造就企业发展的认同感！
很多企业赚了钱后就狂妄自大，夸大其词的吹嘘自己的成功
之路，紧接着是盲目扩张规模，甚至投资其他行业的发展，
过度追求高回报率。
做企业就像做人是一样的道理！我一直认为无论你做什么，
首先要会做人，每个人的成功就像企业走向成功一样！有的
人路越走越宽敞，有的人路越走越窄，最后消失在茫茫人海
中，就像春光无限好，只是在险峰，当你到达山顶，也意味
着准备开始下山了。正如吉姆.柯林斯先生的《再造卓越》为
我们所总结的:企业如何走上衰落和失败，并把衰落的过程解
析为五个阶段：狂妄自大、盲目扩张、漠视危机、寻找救命
稻草、被人遗忘或频临消亡。
《再造卓越》无论你是管理者，打工者，经理人还是企业老
板都是一本很值得受益的书籍！
在《再造卓越》一书中，作者吉姆·柯林斯根据企业衰落总
结出分五个阶段体现出来的现象，在最后的阶段，吉姆·柯
林斯给我们剖析了摩托罗拉、雷曼兄弟、电路城等公司的衰



落的原因，用逆向思维去分析这些阶段所呈现的状态，每个
实例都那么沉重、能让读者切身感受到当事人积重难返的无
奈。
第一阶段，狂妄自大。每个企业的狂妄自大的时候，往往是
在业绩最优秀的时间，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过度吹嘘自
己的成功之道，反面的意见是听不进去的，因为历史都是成
功者谱写，慢慢走向狂妄自大的深渊······
第二阶段，盲目扩张。有着第一阶段的成功，自然接下来就
是狂大规模或者扩大经营范围，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来盲目
的扩张，成功的时刻已经成为历史，在那一刻你成功了，但
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和环境，不一定能再现成功，时间在变，
环境在变，复制成功是不行的，我认为要经营好目前的成功
之时，还要面对新的挑战，管理，调研，策略，创
新······
第三阶段，漠视危机。在成功喜悦或扩张之时，也伴随着危
机悄然降临！这个时间段的危机往往在意识中不被引起重视，
在日常管理有所体现，业绩不佳现象，但被认为是暂时的，
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阶段，寻找救命稻草。在第三阶段中因为危机悄悄的降
临，而没有引起管理者或决策者的重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是人不行了呢？还是管理不行？有病乱投医，到处寻找灵丹
妙药，而不是寻找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第五阶段，被人遗忘或濒临灭亡。在第四阶段没有起死回生
的能力后，就会慢慢的走向被人遗忘或灭亡的方
向······
缴械投降就要保持好“鸵鸟心态”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能做到
基业长青。在社会的福祉角度考虑，与其让已经不再卓越的
公司用平庸的表现继续耗损股东们的资源，还不如让它们早
点消亡。
继续战斗，仅靠拥有希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多的资源
继续支撑你的战斗，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苟延残喘，而是为
了在世上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企业。这家企业一旦消失，就
会给世界带来不可弥补的缺憾。能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坚定
的意志、坚忍克己的领导者战胜艰险磨难，翻阅前进路上看



似不可逾越的险峰。
书的最后给出了我们如何经营自己的企业，企业复苏最重要
的路径就是重拾稳健的管理模式和坚定的战略思维，企业的
灵魂所在，在加上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有企业的生命所
在。
这本书值得我们去多阅读、多思考，因为许多相似的状况在
我们平常工作中常常发生，吉姆.柯林斯先生的衰落五步曲，
可以说放之四海皆准。他的管理理念值得我们人们所推崇和
借鉴，市场风云变幻，永远充满了变数，我们无法去控制它，
我们只能时时刻刻保持如履薄冰、居安思危的心态，不断创
新、正视缺点、永不放弃，因为失败不是一种表象，而是一
种心理状态。
本书看到最后，发现了一些很好、很实用的东西，让没有看
过这本书的读者亲自去发现这个惊喜吧！

从卓越到读后感篇九

最近有幸读了《做卓越的教师》，感慨颇多。书中涵盖了教
师的生涯规划、心理健康、班级管理、课堂教学、论文写作、
研修组织、家庭教育、魅力师训等，话语真挚，说理透彻，
作为一名教师的我读完之后受益匪浅。细细品味书中的一些
精彩语言颇有感想。

细细品味：”尊重、信任、理解、是每一个孩子精神生命所
必需的阳光、空气和水，是孩子心灵健康成长的必要条
件。“反思自己的教学生涯，以前总是感觉要让学生尊重你，
你就必须维护教师的威严，要说一不二，这样才能得到学生
的尊重，学生才会无条件地服从你的命令。于是我在课堂教
学中也就经常失去了笑容，板着面孔，渐渐地学生对我也
就”敬而远之“了。现在想来，我的这种做法是一个多么严
重的错误!每个学生都是生动活泼的人、发展的人、有尊严的
人、有个性的人。作为教师，就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蹲下



身子，以平等的.身份与学生交流沟通，还要有包容之心，宽
容之度。要有完善的人格魅力，要有人情味，能够用自身的
人格魅力感染学生，用爱心与责任心对待学生。这样才能使
学生乐于接近你，乐于学习你所任教的学科。

细细品味：”对一名教师来说，推动其教育事业发展应该有
两个轮子，一个叫做“情感”，一个叫做“思考”。我们应
该要有教学智慧，要有较高的教学机智，有较强的驾驭课堂
的能力;能在课堂教学中随机应变，游刃有余。在教学中还应
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共同探讨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探讨
教学的艺术，交流彼此的经验，共享成功的喜悦，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坚持记读书笔记、写教育日记、教学反思等。读
完这本书，感觉名师们深刻的教育思想、渊博与睿智的大家
风范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和启发，仔细回味每一个小故事，处
处精彩，在充满智慧的字里行间，点点滴滴无不引领着我们
做一名有智慧的教育者。

细细品味：“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每一次教学
设计、课堂教学，都有不完美的环节，之后需要我们不断的
反思、实践、创新。反思是人对获得知识的反观自照，反思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保鲜剂”。实际上我们在教学中往往喜
欢图省事，照搬照抄别人的教案，甚至课后案、教后案。其
实，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学风格，设计的教案各不相同，
我们不可能通用的，还是需要学习创新，根据自己的教学实
际设计教案。这就需要我们通过阅读教育名著、课改丛书、
听名家报告等，与课改为友，研究教育教学和新课改。学然
后知不足，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感悟中提高。只有充
分为自己“充电”、“蓄能”、“补钙”，落实教学新理念，
顺应教育新形势，设计出自己的个性教案，然后经过不断的
实践、补充、修改、反思，教师才能逐步成长!

读了《做卓越的教师》，仿佛进行了一次精神洗礼。我也
愿“做最好的老师”，踏踏实实上好每一堂课，仔仔细细批
改每一本作业，认认真真组织每一次活动，我高兴，学生也



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