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道德绑架心得体会(优秀7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
何写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
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道德绑架心得体会篇一

道德绑架是指通过道德规范或者伦理概念来强迫他人做出某
种行为或者接受某种观点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
遭遇到道德绑架的情况，无论是在家庭环境还是职场中。本
文将探讨道德绑架的影响及处理方式，并分享心得体会。

首先，道德绑架可能对被绑架者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当一
个人被他人的道德标准所束缚，被迫接受与自身意愿相悖的
决策时，他可能会感到焦虑、无助甚至绝望。这种负面情绪
可能会导致个人的自尊心受损，最终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因此，被绑架者需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拒绝
被他人绑架，开展一种积极的自我解放。

其次，道德绑架经常发生在家庭环境中。父母、配偶等亲友
可能利用自身的权威地位或感情纽带来施加道德绑架的行为。
对待这种情况，被绑架者需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首先，
要明确自身的价值观和底线，坚守自己的原则。其次，要学
会与亲友进行有效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寻求
共识和妥协。最后，对于无法摆脱道德绑架的情况，被绑架
者需要学会保持心理平衡，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不轻易屈服
于他人的意志。

道德绑架在职场中也常见。上司或同事往往会利用职权或者
团队压力来强迫他人接受某项决策或者行为准则。在这种情
况下，被绑架者需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职业权益。首先，要了



解自己的职责和权益，并将其与其他人的期望和要求进行对
比。其次，要学会与上司或同事进行合理、有效的沟通，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困扰，并争取得到公平的评价和机会。最后，
如果无法得到公正对待，被绑架者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寻求
外部的帮助和支持。

面对道德绑架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是否存在对他人
施加道德绑架的行为。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不
试图通过道德规范来操控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同时，我们应
该提倡开放、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尊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职场环境。

综上所述，道德绑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家庭和职场
中都有可能发生。被绑架者需要学会保护自身权益，维护个
人价值和底线。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倡导
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只有通过开放、平等的沟通和协商，
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职场环境。

道德绑架心得体会篇二

今天，在很多公共场所，都有着大片的绿茵茵的草坪。这些
草坪虽然绿得可爱，绿得怜人，但对于一个有着强烈公德意
识的人来说，却不敢漫步其上，更不敢心安理得、自由惬意
地躺着，与小草亲密接触。因为，大多数草坪上，都立着牌
子，写有“小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之类的话语，意为散
步的人们要讲究一点公德，不要踩坏了草坪。原来，小草占
领的大片场地，仅是供人们欣赏的。但是，小草的领地是扩
大了，可人们的活动范围却缩小了，虽然美其名曰“绿化环
境、造福人类”，但如此一来，为了那些绿色的视野冲击，
人们失去的却是更多的可以放松的活动空间，真不知是草地
在为民众服务，还是民众在为草地服务，正如“不知是狗在
摇尾巴，还是尾巴在摇狗”。如此，那些有着道德修养的人
们，也就因着道德而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空间。



公共汽车上，尊老爱幼是传统的美德，给年老体弱者让座是
一种闪光的社会行为，勿庸置疑。但凡事都不能绝对，公共
汽车上也常常有为工作、为事业、为生活奔波劳累抑或体力
不支的年青人，一天的劳顿常使得他们更需要一个座位去靠
一靠，歇一歇，较之一些尚有体力的老者，他们或许更迫切
需要一个位置。但显而易见的是，不会有人为其让座，这还
其次，关键是倘若他们占得先机，得了一个座位，但身边又
站着一位精神癯烁的年老者，这一刻的他，是让座还是不让
呢?在公众的眼里，冲着德行，他自然要让;但冲着“救急不
救老”的实际需求，他可以不让。不过，公众的德行观，使
得再需要位置的有德行的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会站起来，
给老者让座。这一刻的他，无疑是被道德“梆架”了。这种
道德的行为，似乎浸润了很多的无奈与辛酸。

道德，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优良品质，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无
形的稳定调和剂，在光芒四射的正义外衣下，涌动的是一种
本真的善良、诚挚的友爱和人性化的宽容。那些脱离了道德
本真的一些“德行”，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道德”，
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伪道德”，甚或是一种道德的虚无阴
影。这犹如喝酒，不胜酒力者硬是梆架于“感情深一口闷”的
“真理”，吃下许多感情并不深、不得不逆着性子而为之的
酒，于人于己其实都脱不了一个“伪”字。

其实，这都是道德梆架惹的祸，我们该给那些被绑架了的道
德松梆，让那些本真的、纯正的德行之光洒布于公众的心灵
之上，使其大放异彩，无拘无束，真正惠泽出人间的真爱。

道德绑架心得体会篇三

近年来，道德绑架现象在社会上愈发普遍，对个人和社会的
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作为一名年轻人，我们应该保持警觉，
加强道德自觉，对此加以警惕。最近，我观看了一部关于道
德绑架的纪录片，让我深受触动。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与大
家分享我所得到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观看这部纪录片让我深刻认识到道德绑架是一种以道
德伦理为工具来迫使他人接受一种事先确定的观点或行为的
行为方式。这种绑架往往伴随着舆论的一致，借助大众的力
量来迫使个人服从。我意识到在我们追逐道义标准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保持对个体的尊重和包容。道义上的统一并不意
味着思维上的统一，我们应该在尊重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通
过对话和辩论来取得共识。

其次，观看这部纪录片也让我反思了自身的行为与价值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由于社会舆论或者他人影响，放弃
了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道
德标准，而忽略了自己真实的内心需求和情感。我深刻认识
到，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和价值观的基础上，
而不是盲目追求外界的声音。

第三点，观看这部纪录片也让我对质疑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在纪录片中，许多道德绑架的受害者往往没有勇气
去质疑和反驳。他们迷信着权威，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去提出
异议。然而，正是因为少数人的质疑和勇气，才有可能让道
德绑架得以揭露和批判。我们应该坚持怀疑精神，不盲目追
从，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决定自己的信念和行为。

此外，观看这部纪录片还让我认识到，道德绑架的背后往往
存在着权力的施压和控制。许多道德准则和标准，背后潜藏
着某些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利益。在纪录片中，我看到了许多
人在道德绑架中成为了受害者，他们没有能力去辨别真假，
只能任凭其摆布。这给了我警示，我们不能被权威和舆论操
控，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

综上所述，观看道德绑架的纪录片给了我许多深刻的启示与
思考。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应该保持独立和自由，不被外
界的声音和压力所束缚。我们应该保持怀疑和质疑的精神，
通过对话和辩论来取得合理的共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
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不被道德绑架所摆布。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追求真正的道德和尊严。

道德绑架心得体会篇四

子贡赎人而不取其金，在多数人眼中看来这是圣人之举，是
行善的标杆。可孔子却不加赞赏反而批评他的所作所为。诚
然，子贡的行善本意十分纯粹，但他的一个自以为更加高尚
的举动却无形中提升了道德的准则，纵然人人都渴望向子贡
学习，但是世人对于行善之后是否该领取奖金的态度已然悄
悄发生了转变。

一笔赎金对于子贡这样的大户人家来说或许并不算什么，然
而对于辛苦躬耕一辈子的农户人家来说将是不菲的巨款。未
听闻子贡之事时，他们遇见鲁人会毫不犹豫的赎回，而后坦
然接受应得的嘉奖。如若鲁国君主将子贡事迹大肆宣扬，人
尽皆知之后，我们不妨假设，普通农户再次遇到鲁人时定会
有所犹豫，他们会想到，从国家拿回先垫付下的赎金可能都
会遭到世人的非议，甚至纠结之下他们选择了漠视需要帮助
的人。子贡一举，已为当时之人造成了无形的道德绑架。

如今，世界的经济巨头颇多，他们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背后
仍然保有一颗行善济世之心，实在值得我们的称赞。比尔盖
茨宣布过世之后捐出全部敌国的财富，巴菲特拍卖个人午餐
所获金额如数捐出，索罗斯、戈登摩尔也都捐献了过半的资
产。然而巨头行善的背后却无形中带来了道德绑架，在大多
数普通人眼中捐款似乎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是对
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业大亨来说。天津爆炸案之后，千万网
友竟在马云微博评论中纷纷留言逼捐。“你这么有钱，为什
么不捐一个亿?”“你不捐款，我们就抵制淘宝!”。这样的
言论一番番地攻击着马云，万千网友躲在电脑屏幕之后握紧
了腰包，暗喜自己的“高尚”。

行善本为一件好事，然而在太多人潜意识之中却还只是一个
标榜自己的工具。他们在有意无意之中，炫耀着自己的高尚



之举，他们将向善的道德起点一步步哄抬着，渐渐“取不
取”“捐不捐”并不再可以由一个个体所能决定了，平凡的
百姓开始选择漠视，占据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们被推上了道德
的邢台。无形的道德绑架就此形成，道德观发生了质的偏差，
行善不再来自于我们一颗崇高的济世之心，开始成为了社会
人物维护个人形象的无奈之举、被迫之举。

这样的绑架实在可怕，麻痹了普通人的善良之心，挟持着社
会人物的选择权利，这样的行善早已成为压在心中的负担。
如若当打破无形的道德绑架，每一位行善之人实属关键，他
们应当有一颗纯粹之心，应当低调而行之，更应当时刻注意
而非肆意抬高着行善的门槛。

道德绑架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言（诱导）

道德绑架是一种常见而危险的心理操作，其目的是迫使他人
按照绑架者的意愿行事。在医学领域中，道德绑架也十分常
见，医生们常常面临着来自患者、家属或社会的道德压力，
导致医者心灵的痛苦与摇摆。通过从业多年，我逐渐明白了
如何应对道德绑架，并在实践中体悟到了一些心得与体会。

第二段：道德绑架的现象（阐述）

道德绑架医生的现象十分普遍，一方面是因为医生的职业特
征，患者和家属往往将重任和希望寄托于医生，当结果不能
满足他们的期望时，就会使用道德绑架的手法。另一方面，
道德绑架被社会普遍接受并且常常被强调，这加剧了医生接
受绑架的压力和痛苦。

第三段：道德绑架的危害（分析）

道德绑架对医生的危害是深远的。首先，医生可能被迫违背



自己的医学道德和职业准则，为了满足患者或家属的需求而
做出不合适的医疗行为。其次，医生被道德绑架后，可能陷
入心理扭曲的状态，产生自责、焦虑、抑郁和厌恶等负面情
绪，对工作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最后，长期受道德绑架的
医生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专业判断力和医学独立性，只凭患者
需求或社会舆论作为依据进行决策，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命安
全与权益。

第四段：应对道德绑架（论证）

尽管道德绑架给医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但我们必须
坚守医学道德与职业准则。首先，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医学
伦理观念，明确自己的责任和职责，不让道德绑架迷惑和摧
毁自己的忠诚。其次，我们要与患者和家属保持良好的沟通，
积极倾听他们的需求和疑虑，并尽可能地提供恰当的解释和
建议。第三，我们要建立积极的心理抵抗能力，学会妥善处
理道德冲突，不过度对外界舆论和压力作出回应。最后，我
们需要寻求同行间的支持与理解，与同事们相互配合，共同
面对道德绑架的问题，使我们的职业更充实与完美。

第五段：个人体会（总结）

在长期从医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道德绑架对医生的严重
危害，也痛苦地经历过道德绑架带来的心理冲击。然而，我
坚信只有坚守医学道德与职业准则，抵制和反抗道德绑架，
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合格的医生，给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不为外界的道德绑架
所左右，站稳自己的立场，勇敢地拥抱并克服各种挑战，为
患者的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对道德绑架医生的现象、危害和应对方法的分析，我愿
以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告诫每一位医生：道德绑架是一个严肃
的课题，我们不能被它束缚，而是要坚守我们的信念，为真
正的医者而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医学界的楷



模，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道德绑架心得体会篇六

那天遇见乞丐乞讨，便翻找兜里的零钱，刚好有三个五毛钱
的钢镚。正要给乞丐时，有两位看着比较有钱的大妈凑了过
来，一把将我的手扒拉到一边，一人给乞丐10块钱。我愣了
一下，才把三个可怜的钢镚小心的放在那两张纸币上面。乞
丐托举双手，不停冲两位大妈感谢，似乎没我什么事儿了。

也罢，我这人就这样，向来碰见乞丐，总是要表示表示的，
至于乞丐理不理我，从未想过。我转身要走，就感觉有人扯
住了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那两位大妈。

找我有什么事么？我一脸茫然。其中一位叉着腰相当不屑地
看着我，十分不高兴地说，我俩老太太都一人给了乞丐10块
钱，你怎么才给一块五，你看合适么？另一位大妈也叉着腰，
不时的附和。我完全蒙了，我这是遇见神了，他们三个不会
是一伙的吧？想自己也算是“行善”多年，还头一次碰见这
样的。两位大妈见我像个似的杵在那，便提高了嗓门，指责
我没同情心，不善良，不讲公德。围观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但是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要求我再给乞丐10块钱，否则
甭想离开。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扔下10块钱后才得以脱身。

离开了很远，突然又听见两位大妈的声音：现在的年轻人怎
么这样呢。得，我又罪加一等，我竟因为10块钱，把其他年
轻人都给连累了。

一件根本与那两位大妈没有任何关系的事，两个根本与我没
有任何关系的人，就这样神奇地变得有了关系。什么都甭说，
我感谢那个乞丐！

林子大了，什么鸟人都有，你见到的，远远不及这世界存在
的。



朋友养只小狗，平时宠爱有加，却从不带着出门。有一天，
小狗一直蜷在客厅的角落，只是偶尔望望门口。朋友以为小
狗病了，便将宠物店的医生请到家里为小狗诊治。医生随便
询问了朋友几句，又摸摸小狗的.脑袋。小狗见到生人立马兴
奋起来，围着医生转，还不时地汪汪几下。医生说小狗在楼
上太久了，领出去遛遛就会好的。

朋友倒是听话，抱起小狗就去公园了。公园里有很多人，大
家都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朋友。朋友看看自己怀里的小狗，心
想，可能自己抱着小狗显得太另类，于是就把小狗放到地上。
小狗第一次被领到公园，都谈不上兴奋，简直疯掉了，开始
撒欢儿地蹽，见谁跟谁汪汪几声，还不时地钻到人的裤裆下，
咬人家裤脚。有害怕的，特别是小孩子，都以为小狗要咬他
们，一边忙着躲闪，一边厉声尖叫。

有人开始指责朋友，一个公共场合，怎么能把狗撒开呢，太
没有道德，太没有公德，太缺德。不一会儿，围过来好几个
人，你一言，他一嘴，无一例外，都在指责朋友。朋友满头
大汗，抱起小狗转着圈不停地给大家作揖赔罪。朋友定下神
来一瞧周围这几个人，有隔壁单元的李家大爷，有兄弟单位
的王师傅，有曾经一起打过牌的张婶，有一起聊过天的赵大
哥……都熟人。朋友差点喷血，他们昨天还带着各自的小狗
在公园遛来着，今天竟责备起别人了。朋友无语，抱着小狗
冲出了包围圈，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领小狗出来了。

朋友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在一旁一直呵呵地乐。临别，我
跟他说，那天可能是社会道德日。

道德绑架心得体会篇七

《道德绑架》是一本引起广泛关注的书，在不同的时代和领
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道德绑架”问
题尤其值得深思。书中的第六章，针对“道德绑架”的态度
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本文将结合自己的体会和书中的观点，



分析第六章内容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和指引。

第二段：忽视情感

现代社会在强调理性的同时，也忽视了情感的重要性。这种
趋势在高科技发展和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交和职场问题时，为了追求效率和
利益，过于强调理性，放弃了感性。这使得很多道德行为变
得越来越机械和失去温度。《道德绑架》第六章指出，情感
是我们判断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关注情感并给予它们
应有的重视，不仅能让我们在道德选择上做出更准确更有温
度的决策，也能调节我们的心态和情感状态，促进我们的身
心健康。

第三段：个体、群体与文化

个体的思考和判断一般是深入细致的，而群体的判断则常常
追求一致性。在个体和群体判断的基础上，文化也会对道德
判断产生影响。不同文化对于道德标准的理解存在差异，它
们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相互矛盾之处。《道德绑架》第六
章指出，对于不同的情境和问题，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判断
模式，从而达到更合理的决策。这要求我们在接触不同文化
背景和社交模式的同时，积极学习和交流，充分利用多维度
的判断来补偿自己的不足，在多元化的环境中做出更好的决
策。

第四段：利益与道德的博弈

在现代社会，人们常常要面对利益与道德的博弈。这种博弈
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利益和道德标准置
于权衡之中。然而，很多时候是利益胜过道德而导致一些不
良行为。《道德绑架》第六章提到，“道德是规范，人的利
益却是具有支配能力的动因”。这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动因，实事求是地对待利益与



道德之间的关系，不能让判断和行为出现偏差。

第五段：回归本质

在本章的讨论中，作者强调对于道德问题的判断要注重身处
情境的个体情感和客体情境本身的特征。这需要我们不斤斤
计较地取向外在道德标准或自我感觉，而是充分回归到内心
的本质需求和价值观。此时，我们要注重自我认知和反思，
从而重塑自己的道德体系，不断从内向外地提升自己的道德
品质。

结论：回归自我，发挥感性

该书第六章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道德思考和工具，能够帮助
人们现实中应对各种画面复杂的道德决策。回归自我，注重
感性，发挥个体思考与群体智慧，不过分以他人意见为重，
透过复杂情境表面，寻找本质，这是摆脱道德绑架的一个途
径。总之，道德问题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和挑战的课题，需要
我们时刻保持敏感并积极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