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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
累和分享。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庄子心得体会篇一

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之一，他的思想对
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对于人生、天地之间的关系
等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他的名句更是深入人心。对于这些
名句的理解与思考，让我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庄子名句提醒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宁静。庄子在
《庄子》一书中曾说：“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诗意的名
句可以理解为，心境平和，心如止水，才能与天地相融，与
自然共同呼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各种压力和烦
恼，忧虑不断涌上心头。而庄子的名句正是提醒我们要保持
平静的心境，忧愁烦恼都与我们的心态有关，内心平和才能
真正感受到天地的宽广与安宁。

其次，庄子名句启示我们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逍
遥游》中，庄子提到“人生得一知己，何惧之有”。这句名
句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庄子认为，人是自然万物的一部
分，与自然相互依存，所以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对于现
代社会来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常常处于矛盾之中，我们
追求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庄
子的名句提醒我们，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与自然共
同发展与进步。



再次，庄子名句告诉我们要保持淡泊名利的心态。在《大宗
师》中，庄子提到了“以为名不曰吾名，以为功不曰吾功”。
这句名句提醒着我们，不要过分追求追逐名利，名利是虚幻
的，功名是浮云，而内心的平静和道德的修养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追逐外在的名利时，内心将更加自由和坦
然，真正体验到内心的自由和舒畅。

另外，庄子名句还告诉我们要善于享受现在的生活。在《秋
水》中，庄子写道：“北海之水，溢于润泽，天地之间”。
这句名句意味着要像北海之水一样，无所畏惧地展现自己的
才华和魅力。人生短暂，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享受生活的
乐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困难和挫折，但只要保持积
极的心态，我们可以放飞自我，享受人生。

最后，庄子名句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庄子关于
“蝴蝶的梦”的名句，最能表达出这一点。他说：“昔者庄
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这句名句表达了
庄子对梦境与现实之间模糊的界限的思考，以及对人生真实
性的质疑。这句名句带给我们的是深思，让我们思考人生的
本质和真实意义。人生犹如一场梦境，我们应该要有所追求
和目标，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总之，庄子的名句深入人心，表达了对于人生、自然等问题
的独特见解。通过对这些名句的思考与理解，我领悟到内心
的安宁与宁静、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淡泊名利、享受现在生
活以及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都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
重要的指引。我们应该多读庄子名句，思考其中的哲理，将
之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庄子心得体会篇二

2、“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酒·杂篇·列御寇》

4、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庄酒·让王》

6、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酒·知北游》

9、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庄酒·盗跖》

10、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酒·田酒方》

16、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刻意》

17、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刻意》

21、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於冰。《秋水》

22、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理也。《庄酒·渔父》

23、节饮食以养胃，多读书以养胆。

25、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

26、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酒·渔
夫》

28、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游》

30、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

31、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
遥游》

32、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逍遥游》

34、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

36、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齐物论》



37、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

38、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 不可，方不可方可。《齐
物论》

39、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

49、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

52、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人
间世》

53、绝迹易，无 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
《人间世》

54、朝受命而夕饮冰。《人间世》

55、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间世》

56、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人间世》

59、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德充符》

60、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
《德充符》

62、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大宗师》

64、小惑易方，大惑易性。《骈拇》

68、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胠箧》

69、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胠
箧》



70、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

76、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庄酒·外篇·天地》

81、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庄酒·杂篇·徐
无鬼》

82、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庄酒·杂篇·外物》

83、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酒·杂篇·天下》

庄子心得体会篇三

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思想深
刻而丰富。他主张人应该追求无为而治、守拙无为的生活态
度，并主张超脱俗物的思维方式。他的《庄子》一书中有一
章专门讲述了外物的问题，外物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究竟有
什么意义？在我研读庄子之后，我深入思考并获得了一些体
会和认识。

首先，庄子告诉我们外物并非人生的唯一追求。我们常常把
对外物的追求当成人生的意义，追求地位、财富和名声，不
断地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然而，庄子认为这种追求没有尽
头，永无止境。他以水为例，指出水可以滋润百姓，但水自
己没有目标和追求，它只是自然地流淌，不断滋养万物。庄
子以此告诫人们，应该放下对于外物的追求，追求内在的自
我修养和内心的平静。

其次，庄子认为外物对于心灵来说是干扰和负担。外物给人
们带来的追求和焦虑，常常使人们忘记了内心的真正需要。
人们为了追求名利而奔波劳碌，却在过程中失去了对于生活
本质的理解。庄子告诉人们，应该抛弃对于外物的追求，并
返璞归真。只有当人们摆脱了对外物的依赖，才能够找到内
心真正的安宁和自由。



再次，庄子认为，外物有时候也是一种束缚，限制了人们的
思维和发展。人们过份关注外物，不断追求物质的满足，却
忽略了内心的发展和个体的成长。以庄子的话来说，“阿房
宫之不可以不去也，车舆之不可以不违也”。他通过这样的
例子告诉人们，真正的成长不是通过追逐外物来实现的，而
是通过内心的修炼和自我提高获得。

最后，庄子希望人们能够超越外物的束缚，达到“心经天
境”。他告诉人们，人类与天地共通，应该放下欲望和追逐，
体验到自然的流动和宇宙的奥妙。只有当人们超越了物质的
界限，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人生的奇妙和意义。庄子以达摩祖
师坐等懒神的故事告诫人们，须是目无所见，耳不闻听，心
中空灵，超然物外，方能达到内心的宁静和释放。

综上所述，庄子对于外物的思考和观点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人生并非只是为了追求物质的世俗，而应该寻求内心的寂静
与平和。外物对于人生而言并非唯一的价值追求，相反，它
常常成为人的束缚和负担。我们应该摒弃对物质的过度追求，
回归内心的自我修行，追求真正的自由与解脱。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超越外物的限制，体味到真正的人生意义。

庄子心得体会篇四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读了庄子这本书，你会不会有
很多感触呢？不妨把你的读书心得写下来吧。下面是本站带
来的读庄子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今天爸爸给我买了两本书，分别是《老子》、《庄子》。我
读了《庄子》有一些感受想和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时我们认为自
己知道的很多了，但是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很多很多事情。我
们不了解，不知道的就不应该妄下结论。



庄子那本书买回来搁在那里半年了，也没有看过，因为我和
同事们在地摊上转的的时候，一位同事买了本史记，因为这
个代表了文化人的象征。但是，我买了本庄子，可能是附庸
风雅吧。

庄子这本书放在那里半年没看过，他在哪里静静的躺着，可
能是在睡觉，弥散在一种逍遥的氛围中。也可能在等待着，
等待懂他的人出现。

翻看庄子这本书看的时候，第一个感觉特别难懂，本来我对
古文就不懂，再加上每一行里面冒出些生僻字，可以说是难
上加难，没文化真可怕的写照浮现在脸上。再就是他的意义
特别难理解，对于我，通过解释加译文依然领略不了其要旨。
但是，有时候也能读上几句可以说只能认识字的几句话，感
觉又是朗朗上口，字字珠玑，就是说一句话，一个字，都闪
现着智慧的光芒，有时候看到的，似乎还有自己生活的影子，
立即有种羞愧的感觉。

庄子的精神很博大，说实话严格领会庄子的意义更是难上加
难，庄子的思想似乎在天边飘荡，而自己就好像是井底之蛙。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我们每个人也许在这社会上拼搏，成功
也罢，失败也罢，但是，缺忘掉了一件事情，我来到这个社
会上是干什么的，漫无目的，似乎也在飘荡，但是，不知道
怎么飘荡，不知道飘到那里去，这件事情应该谁都解决不了，
只能是扣住心扉问自己。自己连自己想做啥都不知道，还能
问出什么。

庄子的思想飘逸峻异，并没有说明我们该怎么做，不像孔子。
但是，感觉到是要让人站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看问题，我们
在物理学的坐标常常是地球，但是，庄子的坐标可能定在了
太空。让人感觉坐在太空中看一切事物的流动。

庄子的思想可以说很难解读，只能慢慢的从中一遍一遍体会，
有些小说看一遍就算完了，但是，庄子的小说感觉到看几十



遍都闲少，庄子指明了大道，让人呆滞的思想有似乎变得有
了点火光，我们中国人在20xx多年前就有了这种思想，是件
了不起的事情。

庄子的思想很博大，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庄子的思想来看待历
史，政治学家可以通过庄子的思想来审视政治，商人还可以
通过庄子的思想来经商。对于老百姓的我来说，还能从庄子
的思想里面得到什么东西，估计可能就是不断的审视自己，
把自己的所有不良的东西剔除。

没有一个精神基础，感觉到有时候就漫无目的，茫然失措，
就像是随风而摇摆的树叶，不淡定。我觉得是最最失败的地
方，也不是说做出什么大事，就是没有一个思想基础，可能
那个目标是虚无的，指导我们的只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没有一个切合自己实用的方向和目标，有可能就是真的空虚
一场，梦一场。

不断的重新认识自己，不断的改变自己，让自己能赶上这个
社会前进的步伐，社会就这个样子，他是一种存在，不能因
为我们的喜好而改变，他在不断的变化，如果有错，也只能
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自己就是社会的一份子。不行崖异之事。

读了庄子，感觉到连庄子的门都没有进去，只能是不断的在
生活中体会，如果没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如果不从生活中体
悟，庄子这本书，真的很难领略其真。当然了，还要不断的
学习，凝练，不能荒废人生。

《庄子》是讨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论着。我觉得庄
子想说明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不要老从一面看问题。自以
为是也是一种极端，以一技之长为耀也是极端。世界是和谐
的。人与人也应是和谐的。

所谓的“坚白论”，山人以为，讨论的两派其实已经不是在
讨论同一问题了：一个论述某物有何种属性〖即白与坚〗，



另一派则是论某特性〖即白与坚〗是该物特有的个性还是许
多物质都可以有的共性。

其实，综观中国的哲学，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非
常现实。对于那种“万物起源”、“谁创造人”等等之类扯
不清道不白的问题采用回避的态度。对于大自然则采用接受
它、并与之相容的态度。不追求绝对、不走极端，只求中庸。
而要“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山人认为是受西方影响
而来的。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就是试图征服自然、改造自
然的一个例子。而中国的医学、气功、养生之道等等则是顺
其自然、接受自然、融于自然的例子，典型说法是所谓
的“天人合一”。

许多人把庄子与道家放在一起，与儒家相对。山人以为，儒
家侧重与社会及社会体系;老子强调人与自然;而墨家则重客
体与其自然属性;反观庄子，则是这些的融合。只是墨家的论
点采用的较少一点。而过多地将儒家、老子相容。强调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都是一种和谐的共存，无主次之别。这也是
与儒家的最大不同。在儒家中，要有等级之分，要有对自我
的克制(这一点又与“无我”相近)。

自然了，从当政者的角度看，儒家是有利于朝廷的。但庄子
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此，儒家成为封建社会中的
主体思想而被当政者大力提倡。可是同时，庄子的思想又作
为主要的旁支而存在，没有收到异常的压制。而法家因为是
强调客体、鄙弃主要因人的主观而形成的社会体系、结构，
从而无生存之地。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真正懂得生命的人，
没有觉得拥有生命而可喜，面对死亡来临而可怕。那情形，
该像路边的野花，庄子对妻子的去世就“鼓盆而歌”。真人
不易，学者说儒家教人入世，道家导人出世，曾经，至亲的
人离世，让我感到生命无奈，生活疲惫，很多时连“世”也
分不清，混混沌沌，顾此失彼，随波逐流，以为明了的事多



了，却是越发失了方寸和方向。我翻开书，参照已心。

有时，成年人比少年成熟，是成年人多经历了几场葬礼。生
死是庄子一个永恒的命题，也是的，生死纠集了一切利益所
在，物质、精神、爱憎，是人就逃不了。朋友学佛，说人世
是苦难的集合体，要历无数生离死别，得失祸患，来日要去
西方极乐世界，下世不要为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
忧”，庄子也说“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乎。”所
以庄子说，我们要懂得“顺应”，去面对，当你已无能力握
着的本文来自站的领头羊时候，去放开。世上没什么是理所
当然，或是横加于人的。多经历了葬礼，我懂得无论对人对
物，如果只去忧患失去的悲哀，而不感恩曾经相遇相守的幸
运，那去到哪个世界，也并不能真正快乐。有人问佛祖，什
么是佛?佛说，无忧是佛。原来，现在脚下的土地，也可以是
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力量。生命
在思潮里庞杂，回归自然便直观，生命是八个数目字和一条
小桥，像德兰修女1910—1997，周1898—1976，在看这篇文
章的人，生命尚缺四个数字。我是人类社会的瑰宝，也是大
自然的一棵草，我笑笑自勉，能踏上小桥赏过风光，“活好
当下”活出真我就不“悲乎”。

何为真我?生活的本原，生命的本初，愿望的本真，书里娓娓
而出。外面实在太吵了，在信息、物质、欲望膨胀的今天，
滋长出原始森林里蔓藤一样的人际网，已天天疲于奔命，却
发觉满足更难，快乐变小。“心为形役”原来心被外物奴役
着，心当然是高兴不起来。是时候静下心来，听听自己的声
音。见过有种培训课程，学员要每日停下来和自己的手手脚
脚，耳朵肚子身体各部说说话，关心它们过得怎么样。这近
本文来自站的领头羊公于庄子的观心入门。“吾所谓聪者，
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
见而已矣。”庄子说的耳聪目明，不在于听得、看得有多高
远，而是能听见自己的声音，看见自己的心。心要见，必先
静。“水静尤明，况精神乎，圣人之心静乎。”水能映本文
来源：照天地万物，是水清静的时候，风浪大作之下水映不



出东西，人心亦然，心湖急流暗涌，世界万物也照不进人的
心。

“庄子把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人叫善养生者。”以心为镜，
才可看清现状，联系过去，看到未来。“前半生不要怕，后
半生不要悔。”闭上目，静静的，我问我自己的心，你曾经
有过什么样的梦，怎样努力过?你心里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一幅画卷?“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
不务生之所无奈何。”懂得生命真谛的人，不会花时间在不
该当的事情上，不会因为执拗、较劲追逐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于丹老师说，为了娶绝色女子，为了虚荣嫁给富商，离开了
爱情，于是此生与他(她)错过了;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一撮米，
结果猴子给逮着了。“丧己于物，失性本文来自站的领头羊
于俗，谓倒置之民。”将眼前的利益和自己的心分开，以心
为镜照见自己，再去思索问题，我看到了前面的清朗。“一
个人的心态，决定他的生活状态。”且好的心态，比生活中
好的技巧和技艺重要，像运动员往往场上显不出场下的好成
绩;搭在板凳上的板条我可以轻易走过，但横到悬崖上就我就
却步了。静心达而见心，心能“以天合天”，能以一颗清明
的心，以规律迎合规律，忘利忘名忘我，做事做人都会游刃
有余，做得更好。

书禅明了一种“道法自然”的生命状态，以真求真，以真发
现真，“大道合乎自然”是庄子所有理论的核心。“大道合
乎自然”，不是人们平常断章取义的无为、懈怠、隐世避事，
“大道合乎自然”我们才能最后获到大自然里“和缓的凝聚
力”。天地运行，万物更迭，四时有序，生生不息，正是天
地间有着一股和缓的凝聚力。大圣大哲，能聚贤纳士传授至
理，是他们不可或缺地拥有和缓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五千年
泱泱大国，骨子里就是有着一股和缓的凝聚力，团结共济和
谐发展，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里不息不灭。“和缓的凝聚
力”，让我们的心恒久澄静清明，精神有了足够的强大，便
能找到自己心的大道。



静而观己心，洞明规律，勉力，顺应!

庄子心得体会篇五

庄子被誉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奇才，其思想精妙深邃，给后世
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最近，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庄子讲座，
深受启发和感悟。通过这次讲座，我进一步领略到了庄子的
思想魅力，结合自身的体悟，有三个方面的体会想要与大家
分享。

首先，庄子的“相对论”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庄子
强调的是相对而言的世界观，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事物并没
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相对的好和坏。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
的观念截然不同。我们往往习惯性地以自己的标准来评价事
物，对于好的事情我们欣喜若狂，对于坏的事情我们则抱怨
不已。然而，正如庄子所言：“智者乐水，圣者乐山”，他
认为水与山都有自己的美丽之处，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
待，或许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这让我明白了人们的喜好和
快乐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是我们自己的主观
评判。

其次，庄子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庄子认为，人生的追求应该是返璞归真，回归到本性的状态。
他以无为而治为理论基础，主张放下功利之心，与自然合一。
在这个焦虑和竞争的社会中，我们常常为遥不可及的目标而
努力，生活在压力和焦虑中。庄子提醒我们，要认识自己的
真实需求，懂得适时放下，返璞归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庄子的这一思想让我深思自己的生
活，有时放下束缚，静心体会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快乐。

最后，庄子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给我带来了启迪。庄
子提出“道”的观念，认为万物皆有道，只要与道合一，就
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倡导顺应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



系。这让我想起了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我们无休止地开发
和消耗自然资源，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庄子的思想
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只有顺应自然，我
们才能真正获得幸福与自由。

通过这次讲座，我深深感受到了庄子的思想的独特魅力。他
的思考和观点不仅能够启迪我们当下的生活，更能够指导我
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庄子强调的相对论思想、返璞归
真和顺应自然的观点，对于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
高个人素质都极为有益。我深信，只有真正理解和领悟了庄
子的思想，我们才能更好地与自己和这个世界建立起和谐的
关系。

庄子心得体会篇六

真正对此生有通达之心的人，不追求那些生命中没有价值的
东西;真正对命运有通达之心的人，不追求那些生命中永远达
不到的目的。

在艾尔基尔这个地区，经常发生猴子偷庄稼的事情，人们防
不胜防。后来人们发明了一种装米容器，有细细的瓶颈，使
猴子能够伸进去，拿着米却出不来。没有一只猴子愿意放下
手中的米，使自己逃生。

人们都会对猴子的故事，哑然失笑。而，生活中的人们，会
有多少为了“手中的那把米”，而耗尽自己的一生，难以放
手呢?人们往往都会关注生命中不是太重要的东西，往往都会
追逐生命中有些永远达不到或者不需要达到的东西，而错过
了生命和生活的真正意义。为生活所累，为虚名所累，为旁
人的目光所累，为名利所累，这一切看似重于一切，却其实
远比生活的真正意义渺小的多。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这么一
把看似最重要的“手中的那把米”，而忘记了生命中还有很
多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



印度的土著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忙碌三天，就要休息一天。
他们说，他们走的太快了，就会丢掉自己的灵魂，他们停下
来，就是要等等自己的灵魂，让灵魂能够追得上忙碌了三天
的疲惫的身躯。

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印度的土著人，享受一下生活，不是懒惰，
也不是拖延，而是寻找生活中的平衡，只有习惯这种态度，
才能够准确快速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不至于为了其他东西迷
失了自己。

所谓达生之道，即为对生命的一种通达之心。用感恩的心态
来善待生命，用满足的心态来善待生活，生命，也许就会更
加珍贵，生活，也许就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