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周易心得体会(汇总7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优
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学周易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介绍周易的概况和重要性（300字）

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被誉为“中国文
化的根本手册”。它是中国古代先贤们对宇宙规律和人生命
运的探求及总结，是一部包含哲学、宇宙观、道德伦理等方
面内容的典籍。周易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向我们
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精神。因此，学习和
诵读周易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和塑造良好品质具有重要的
意义。

第二段：诵读周易的益处（300字）

诵读周易可以让我们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作为一个古老而
庄严的经典，周易揭示了宇宙的起源、发展以及人与宇宙之
间的关系。通过诵读周易，我们能够洞察更深的事物本质并
体悟到自然的变化和宇宙的法则。此外，周易也能够提供给
我们一种处事的智慧。通过理解其中的易理，我们可以在日
常生活中作出更明智的决策，而不是盲从于表面的事物。周
易告诉我们追求诚信、和谐和实践的价值观，这对我们的修
养和品格发展非常有帮助。

第三段：我的诵读周易体验（300字）

我在诵读周易的过程中，深刻地体验到了其中的智慧和启发。
周易不仅让我对宇宙万物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



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懂得了要在不断学习与变化中寻
找自己的位置。我以前对周易的印象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但
通过诵读，我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智慧，这让我对
自己和世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第四段：诵读周易的困惑和挑战（200字）

然而，诵读周易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理论较为复杂，且
多含象征性的表达，对于初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会感到困
惑和难以理解。此外，由于周易的篇幅较长，诵读整体过程
也较为艰巨，需要较大的耐心和毅力。所以，对于学习周易
的人来说，理解和消化其中的智慧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第五段：总结和展望（200字）

通过诵读周易，我学到了如何运用观察、思考和总结的方法
来认识以及处理问题。周易也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宇宙和人生
无常的变化，并教会了我适应和改变的智慧。虽然学习周易
可能有挑战，但只要我们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持续的努力，
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收获。我希望未来能在诵读周易的过程中
探索更多的道理和智慧，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和品质。

通过诵读周易，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看待世界和自己，深
入理解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尽管学习周易可能会遇到挑战，
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可以获得智慧和灵感。所以，
每个人都应该从周易中汲取智慧和启示，将其应用到生活中，
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品格。

学周易心得体会篇二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在不经意间，我便经历一又一场成人礼之后的思想熏陶。她
默默无闻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变迁；她慢条斯理地向我展示



中国瑰丽的文化；她她语重心长地教我做人的道理。 《周易》
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它是“五经”之一，以占
卜为形式，涉及哲学思想，认识宇宙，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
对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起过重要
的作用。《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它认为世界
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周
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千姿百态的
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周易》
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

《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
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
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
是或《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
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周易》
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进一步完善，是我国先人的集体创作，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里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也是
如此。孔子就说过人们“日用而不知”。今天，我们都还会
说道某某人阴阳怪气，某某人又变卦了，或者扭转乾坤，否
极泰来之类的口语和成语，而这些词汇都是直接从《易经》
里来的。

犹忆中学时代，语文老师要求没人找一句名言。我当时交上
去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名言告诉我们，
遇到问题了就要试图改变，改变了问题就可以解决，解决了
就可以长久的保持下去。年少的我殊不知这句话就是出自
《周易》。浅读《周易》之后发现，作为群经之首，它的博
大精深远远不是我所能读懂的。在这里，只能粗略的谈一下
我的鄙见。

象书中第一卦，“乾”卦，乾为天，说的是君子要效仿天的
美德以“自强不息”，这是告戒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自始至
终，不要半途而废；还说‘潜龙勿用’是说万事不要强出头，



能办的就办，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千万不要去做，通俗的
解释就是说，枪大出头鸟。 “坤”卦，坤为地，是要我们效
仿大地的美德“厚德载物”。这是教我们做人要有博大和宽
广的胸怀，做人不要斤斤计较；“恒”卦，“阴极必反，阳
极必至”的道理，是告诉我们，任何事只要持之以恒，就有
成功的希望。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事物的量变，
必然要达到质的变化。对于做人或做事而言，都要掌
握“度”的含义，万事都不要过“度”，过“度”后，一定
要引起反方向的变化。

古人云：不看《周易》，不能为将相，这话自有一定的道理
和依据。纵观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几个谋略家，象姜子牙、张
良、诸葛亮，包括近代伟人---毛主席，这些人对《周易》都
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

不断改变和调整目标的方向性。只要我们朝着目标不断努力，
自强不息，终会有所得也！

特别是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关注国家时事新
闻，引领时代前进的潮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继承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把沉淀已久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在祖先积
淀下来的经验和教诲中，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立志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学周易心得体会篇三

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研究周易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够
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个人的研究过程
中，我不仅对周易的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体会到了它
在实践中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周易研究中
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理论学习



在研究周易的过程中，我首先进行了理论的学习。周易主要
包括六十四卦、阴阳、五行等基本概念。通过学习这些理论，
我对周易的整体框架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了解到，周易是一
种通过卦象来解读自然现象和人生命运的系统。它的核心思
想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并通过对阴阳关系和五行相克相
生的理解，揭示了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

第三段：实践应用

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我开始尝试将周易的知识应用到实践
中。最初，我尝试使用周易卦象来解读自己的命运。例如，
根据周易的理论，我可以根据出生年月日来计算自己的八卦，
并通过解读八卦的变化，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未来走势。
虽然这种方法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它帮助我对自己的发展
方向和潜在的挑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除了个人命理的应用，我在工作中也发现了周易的实用性。
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我经常需要做出决策和处理复杂的
人际关系。在这方面，我学习了周易中关于决策和变化的思
想，尤其是“将息与时，纳百祸为福”的观点。这个原则告
诉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保持灵活性和开放心态，
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方向。我从中学到了如何更好地应对
工作中的困境，把握机遇和化解危机。

第四段：认识限制

尽管周易给我的帮助很大，我也意识到它并非万能。周易是
一种观察和思考的工具，而不是它本身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答案。有时候，在使用周易的理论和方法时，我也会遇到困
惑和疑惑。这时，我会提醒自己要保持批判性思维，不要盲
目迷信，而是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和实际情况，理性地进行判
断和决策。

第五段：思考与展望



通过周易的研究，我认识到人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
不是一成不变的。周易告诉我们，只有不断适应变化，与时
俱进，才能把握机遇和面对挑战。在未来的研究中，我希望
能够进一步理解和应用周易的思想，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
质和智慧。同时，我也希望周易的智慧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
受和运用，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结

通过对周易的研究，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得到
了实际应用的经验。周易教会了我如何在变化不息的环境中
保持稳定和灵活性，如何分析问题并做出决策。我相信，这
些经验和收获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同
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对周易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从而提升自身的智慧和生活质量。

学周易心得体会篇四

在不经意间，我便经历了一场思想的熏陶。她默默无闻地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变迁;她慢条斯理地向我展示中国瑰丽的文
化;她她语重心长地教我做人的道理。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它是“五经”之
一，以占卜为形式，涉及哲学思想，认识宇宙，人类发展的
方方面面，对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发
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
它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
《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世界上千姿百
态的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周
易》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

《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
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
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



是或《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
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周易》
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进一步完善，是我国先人的集体创作，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里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也是
如此。孔子就说过人们“日用而不知”。今天，我们都还会
说道某某人阴阳怪气，某某人又变卦了，或者扭转乾坤，否
极泰来之类的口语和成语，而这些词汇都是直接从《易经》
里来的。

犹忆中学时代，我看《周易》只觉得它讲的是做人的大道理，
寒假期间浅读《周易》之后发现，作为群经之首，它的博大
精深远远不是我所能读懂的。在这里，只能粗略的谈一下我
的鄙见。

《周易》的第一卦，“乾”卦，为纯阳之卦也是全书之首，
乾为天为帝王为君子，说的是君子要效仿天的美德以“自强
不息”，这是告戒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自始至终，不要半途
而废;从初九的‘潜龙勿用’到用九的‘群龙无首’讲的是作
为一个君子一生应走的历程。第二卦，“坤”卦，为纯阴之
卦，坤为地，是要我们效仿大地的美德“厚德载物”。这是
教我们做人要有博大和宽广的胸怀，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古人云：不看《周易》，不能为将相，这话自有一定的道理
和依据。纵观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几个谋略家，象姜子牙、张
良、诸葛亮，这些人对《周易》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

时代的发展至今，虽日新月异，勿庸置疑，人类的发展所依
赖的最基本的要素是人力资本。西方经济学家卢卡斯更是归
结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其实，这也就是强调人力素质的重
要性。通俗地讲，人力素质就是指知识结构，我们常常把知
识结构分为广度和深度两种，所谓深度是指具有某方面专长、
术业有专攻的人;所谓广度是指一种综合素质，一种综合能力
的运用。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
俯仰人间今古，那么首先，应具备极强的自信心。其次，我
们应当耐得住寂寞，学习一种昆虫——蚕的精神，蚕不断地
吃食桑叶，摄取营养，再把自己裹覆起来，在不经意间，咬
破茧壳，长出翅膀。再次，我们应当正确分析前进道路上个
人的差异性，如何不断调整与环境的适应性，与外围空间形
成一种良好的关系，把握并借助环境的力量，从而缩短到达
目标的距离。最后，我们在前进中尚需不断改变和调整目标
的方向性。只要我们朝着目标不断努力，自强不息，终会有
所得也!

特别是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关注国家时事新
闻，引领时代前进的潮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继承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把沉淀已久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在祖先积
淀下来的经验和教诲中，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立志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学周易心得体会篇五

作为中华文化的基石之一，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一部兼备哲学、宗教和文化的经典著作，它对于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此背
景下，周易的诵读始终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修养之一。本文
将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分享我对周易诵读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诵读周易的好处

首先，诵读周易可以使我们敏锐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并获得
一种超越视觉和听觉的感悟方式。其次，周易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系，我们可以从周易中学习到如何保持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方式。再次，周易是一本有关人生哲学的书，我们可
以从中学习到关于人生中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方面的知识，
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人生修养。



第三段：如何诵读周易

周易的诵读是需要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和集中精神的状态。首
先，找到安静的空间并配合舒缓的音乐或环绕声可以帮助我
们进入诵读状态。其次，保持心态平静，并且将自己放松，
让身体从头到脚逐渐放松。最后，在诵读过程中保持专注，
关注身体的呼吸，并且重复感受和记忆关键句子和段落。

第四段：我的诵读经验

在我的诵读经验中，我逐步探索出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诵读模
式。我先在家里找一段时间专门诵读，保持集中并逐渐掌握
周易的核心思想和理念。之后，在自然环境中继续诵读，听
周围的自然声音，感受自然环境，并与周易中的哲学思想产
生共鸣。我还尝试在周易诵读过程中做一些冥想和呼吸练习，
这有助于放松身体和观察内心。

第五段：总结

总体来说，周易的诵读是我们接触传统文化和自我修养的一
种途径。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深入
的影响和积极的启示，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心灵和身
体的健康状况。在诵读周易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专注、
放松自己、跟随自己的节奏，逐渐进入沉浸式的状态。我希
望我对周易的诵读心得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让我们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和精神的营养。

学周易心得体会篇六

职掌卜筮，是先秦史官与《周易》关系之最突出的纽带。在
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可
谓是不遗余力。阅读先秦文献，人们有时会为史官们据《易》
占筮的准确而感到惊讶。例如，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占



筮，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陈侯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并执掌
大权，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后来历史的发展果如其言。
如何来解释史官们的这一类“神奇的”预测呢?其关键，是先
秦史官对《周易》变化观精髓的理解和运用。《周易》是一
部谈事物变化的书。前人称“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
不易等。不少先哲认为：“易”之精义实为“变易”。《说
文解字》引《秘书》：“易”原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为
阳，月为阴，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阴阳者，变
化也。《周易》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蕴、 “卦”的构成方
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对《周易》义
理的阐述等等，无不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变化观。

从表面上看，周史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是占筮的结果，其实，
周史在为陈国占筮之前，已对陈、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
一定的了解，即“先人事而后说卦”，在此基础上，再依据
《周易》的变化观去分析、推测其前景，就得出了这些结论。
知道了这个例子所蕴含的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易》
筮有时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历史发展变化结局的'奥秘。

先秦史官以《易》占筮，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以
《易》占筮，凭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
人事，从根本来说是难以成功的。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
也会结合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笼罩在
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并非科学的方法。其次，
先秦史官的以《易》占筮，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
意性。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讲《周
易》要讲八项。然而，在每次占筮时，并不会八项内容都讲，
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选择
哪项或哪几项来讲，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占
筮的结果，也可以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只需选择其中的一
种或几种来作论断。主观随意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牵强附会
的特点也很显著。

先秦史官所掌职责非常丰富，堪称是当时的“通才”，而



《周易》是一部既简明又涉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著作，
可谓“通学”;作为“通才”的先秦史官与作为“通学”著作的
《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职责要
求，先秦史官堪称是《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
传承者。他们偶尔表现出的运用《周易》对于具体人和事的
发展进行准确预测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对于《周易》变
化观的活用，以及对于拟预测人和事的历史、现状的观察和
了解。而其这方面的败笔与尴尬，正好说明《周易》唯心、
神秘思想本身的致命缺陷。深入探讨先秦史官与《周易》的
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对于《周易》以及中国古代
史学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晓平《先秦史官
与周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易》是古代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易”有“变易、简
易、不易”之义，很多先哲认为“变易”是其中最核心的意
义。

b.《周易》主要讲变化，“易”最初为象形字，上为“日”，
下为“月”，代表阴和阳，表示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
万物。

c.《周易》中的“爻”的意蕴、“卦”的构成方式、八卦及六
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等等，无不表现出一种变化
观。

d.《周易》既简明又涉猎广泛，包括宇宙万物、社会人生，可谓
“通学”，古人常用它来占卜，预测吉凶和事物的发展变化。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先秦时期，史官堪称是当时的“通才”，所掌职责非常
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用《周易》来占卜。



b.先秦史官与《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是《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传承者。

c.如果史官能理解和运用《周易》变化观的精髓，重视对历
史和现状的了解，就能科学地预测历史的发展变化。

d.从先秦史官与《周易》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地探讨，对
于研究《周易》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史有重大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易》被古人用于占筮，有时准确得令人惊讶，周代史官
用它对陈国后代的兴衰所作的两点预测，后被历史的发展所
证实。

b.《周易》内容丰富，春秋时学者讲《周易》要讲八项，但各
项内容很可能不一致，甚至还会出现两项之间矛盾对立的现
象。

c.用《周易》占筮，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同一结论，也可以
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在具体操作上牵强附会，具有主观随
意性。

d.《易》用以占筮，凭蓍草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和
事，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思想的体现，从根本来说难以成
功。

1 c(理解错误。错在“十翼”，表现变化观的是“十翼”对
《周易》义理的阐释。)

2 c(理解错误。用《周易》占卜，并非科学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