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砥砺奋斗勤学练 务实笃行向未来

《第五项修炼》读后感

踏上管理岗位，越来越觉得读书对于提升自我成长的重要性。

2023 年 3 月我偶然间在知乎上翻到彼得·圣吉先生所著的《第五项

修炼》，虽然文字有些难懂，但我苦咬三个月后，还是有很多收获忍

不住想通过文字进行表达和记录。

我现在所在的学校，或者说泸县教育发展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

难。那么我们的教育想要在适应教育改革浪潮和生源锐减大趋势发展

中勇立潮头、拥有一席之地，或许借可以鉴彼得·圣吉博士在《第五

项修炼》一书中所倡导的学习型团队模式。即很多有共同理想的人组

成一个大的学习型群体，使人们在团体中都能以自己的理想为目标，

不断的前进，同时在团队中不断发挥自己的潜能，敢于挑战极限，不

断创新，帮助他人，和其他人一起，共同创造知识的成果。

学区制的试行也好，学习型团队的组建也好，可能更多的需要我

们在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达成这样的共识：

修炼一：自我超越，胜而越己

还记得在校长助理任职培训期间一位专家讲过的一句话：我们每

一位教师、每一个管理者都要有成为“卓越教师”的生命自觉，卓尔

不凡、胜而越己。

自我超越就是一种强大格局。自我超越的人应该有着广阔宏远的

胸襟和格局，他们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愿景，不以挫折和困难为敌，而

是把他们当做盟友，想办法去运用和享受它们。

自我超越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当我们面对目标时能不断理清并不

断加深个人的真正愿望，集中精力、培养耐心，并客观的观察现实。

自我超越就是一种投入状态。对于能够自我超越的人，他们对待

生命的态度就好像雕刻家一样，全心投入，不断的创新和超越，是一

种真正的学习。

自我超越就是一种强劲动力。尊重事实的真相、允许自己的不完



美和无知，更明白如何修炼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修炼二：改善心智，学会接纳

在团队中，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团队的成功合作，

需要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打开自己的心扉的同时，也要接受别人的想

法和意见。

也就是说改善心智模式十分重要，它是团队合作成功的重要保

证。如何做到呢？我们需要时常自省与反三、主动学习新信息、面对

困难和挑战积极面对主动处理。

修炼三：共同理想，凝心聚力

如果团队拥有共同的理想，那么，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会为了这个

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而这种共同的理想就是团队中的“凝聚力”。

国家大力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教育人都希望能实现国育

才、为党育人这一目标，每一所学校的教职工都希望自己的学校发展

好，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正是这相同的目标把我每个人凝聚在一

起，这种凝聚力超越了个人的想法，成为了团队的共同理想，才能使

教育事业才谱写新的篇章。

修炼四：团队学习，思辨思维

思想是可以传递的，不同方向的思想能够使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

决。团队学习的修练从“深度探讨”开始，深度探讨是一个团队的所

有成员，在思考了所有问题之后，毫无保留的说出心中的思考而进入

真正共同思考的能力。

换言之，即在群体中让想法自由交流，以发现远比个人思考更深

入的见解。同时，在深入讨论当中，每个人都能获得超过自己思想数

倍的思想。

修炼五：全局思考，宏观调控

问题的解决和完善取决于我们的思考方式。系统思考使我们由看

片段到看整体；系统思考让我们看见小而效果集中的高杠杆点；系统

思考产生以小博大的力量。

我们是群体中的组成部分，要时时刻刻想着群体的愿望。身在团



体中，想要看清所有的事情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需要牺牲自己的利

益，来保护群体的利益。从全局宏观的角度思考群体的价值取向，进

而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达到个人价值与全局价值的平衡。

通过学习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及组织中几种潜在的巨大力

量来源一它们是最根本、 最持久、但却是最不明显的。当掌握这些

力量，个人的生命空间会变得很大，才能成为个全神贯注做自己真正

想做的事。

阅读会让我们内心笃定却又不会过于固执，我们读过的每一本

书，都会成为思想和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立体而厚重。

我始终相信：精神的丰盈，胜过世间万千浮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