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比列教学反思与改进 六年
级教学反思(精选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道德实践心得体会篇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扎实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吸引力、
亲和力，吸引全市干部群众投身道德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市
民思想道德修养、社会文明程度和文明城市建设水平，郑州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道德讲堂”系
列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强化好人好报的道德取向，用健
康向上的道德风尚引领城市发展，为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提
升公民道德素质，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做出了不懈努
力和积极贡献。

道德是文明之基，城市的发展需要道德力量来推动。公务员
是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者，是行政
管理活动的和管理者，其道德面貌如何，能否在各自岗位上
以身作则，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作为国家工作
人员更应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自觉提升自身形象，在文明
城市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

公务员职业道德以其社会示范和社会导向作用直接影响政风
和社会风气。它是社会的主体性道德，在各行各业的职业道
德中居于首要地位。实践也证明，社会和堕落往往是从国家
官员的xx和堕落开始的。因此，我们应该以“官德”建设带
动全民的、各行各业的道德建设。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
是防治xx，促成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现象严重破坏了政府的



威望，对此，我们不仅要以法控权，强化吏治，而且应该从
治本做起，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公务员保持廉洁的自觉
性，构筑防治的第一道线。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合格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于部，必须首先有坚
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自觉从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
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形象和的
高度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自觉维护和服从大局，这是国家公务员应具备的起码觉悟。
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一定要自觉地、无条件地牺牲
局部利益，保证全局“一盘棋”，决不能在口头上喊“保持
一致”，行动上却各行其是。

我们的公务员队伍绝大多数是党的一员，所以更应自觉加强
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每一名国家公务员都要时刻不
忘党的宗旨和党的纪律，在繁重的工作实践和复杂的社会生
活中，自觉加强党性锻炼，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党
性原则要求，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在各种场合
和各种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

希望我们以举办“道德讲堂”为载体，以道德模范为榜样，
宣传文明，弘扬道德，站在更高的起点，继续发扬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精神，持续提升自身素质和单位文明程度，以良好
的道德风貌迎接党的胜利召开。

道德实践心得体会篇二

刚读完《道德经》，我从中遭到很多启迪。作者老子是我国
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这本书是老子的乱世之道和人
生哲学，而非我原以为的道德教材。固然只要20多页，可是
由于领悟力有限，通读全书，能了解的必须有十之二三。



首先，老子概括了当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变化，事物都
向它相反的方向变去。指出“物极必反”的通则，简直无论
在哪一方面皆是如此的。

老子认识生活世界，看待生活的态度，主张贵柔、守雌，反
对坚强和进取，老子的思想是无为。

如今的人普通都以为他的思想十分消极，其实他的思想更多
的包含了对广阔劳动人民的酷爱。他期望经过它的思想来影
响统治阶级，让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涵养生息，让老百姓安
居乐业。

我以为“无为”包含着顺其自然不勉强去做的指导思想，因
而能够浸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比方说教育理念中也能够
自创。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学习是一件盲目自愿的事
情，学生只要主动的学习，把学习当成一件欢乐的事，才干
够学有所成，这就需求我们教育者在教育理论中引导学生欢
乐、简便、盲目、自愿的学习。教育中的无为而治，不是不
论，而是因势利导，绝不拔苗滋长。不顺应自然规律，滥施
各种生长激素，不尊重孩子的意愿自觉参与各种奥数，学钢
琴，拉小提琴等培训常常适得其反。

同时老子的“物极必反”的思想似乎在预言今日的社会。人
类所追求的所谓文化，所谓科技，现代化，都应当是为人类
效劳的，可是环境污染，能源耗尽，消费率提高，失业率上
升，贫富差距的拉大，似乎又和所谓高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人们为了保住工作而工作，无暇关注本身和家庭，有
时间的时分没钱，有钱的时分没时间。又或者说两者都没有。
这样的社会又怎能说是美妙的呢在高度兴旺之后，人类当有
所回归，以免到达极致走向另一面，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老子不愧是我国古代十分巨大的思想家，并且在如今，他在
全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孔子。老子的学说“玄之又玄”，
可是我却没有能发现“众妙之门”，自古以来研讨老子的人



太多太多，但我总以为体会到“物极必反”，“无为”之类
的人生哲学，对个人来说更有意义。我以为他的许多观念值
得我们去深深地思索。

道德实践心得体会篇三

《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
的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
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老子》的文体，不像是《论语》那样的语录集，也不像一
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是由一些简短精赅的
哲理格言组成。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
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各章的先后顺序也不能准确地确
定。《老子》中的语言没有太多的修饰，但所包涵的道理玄
奥而深刻，需要反复的体会。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

《老子》又称为《道德经》，是因为由“道”、“德”两部
分的论述组成的。道的部分是老子关于道的论述。德的部分
是老子关于仁义、礼信的论述。

一、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1、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
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
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
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
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
的东西。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
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



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
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
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道是一
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道”
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
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
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
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
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2、道为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不是指具体的事物而言的，
而“德”为具体事物生的原理。

在老子看来，德是道寓于具体事物的表现，也就是说德是物
体从道那里得到，而可以成为事物的原理。“道生之，德畜
之”，这句是老子对于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老子看
来，物体的具体表现是“形”，而物体之所以可以成为物体
本身，是道德两者作用的结果，也是自然作用的结果。

二、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
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
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
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认为
“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
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指的
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而如
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而
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



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老子称
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
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样的论述。

三、老子在为人处事的做法上的观点。

因为一个事物的发展至极点，必然会向其反面发展变化。所
以要能维持它的发展而不至于变为它的反面，就必然要先了
解它的反面，在发展过程中不让其到达极点。有人说老子的
哲学是强人的哲学，他教导强者要收敛光芒，以弱居之。这
是老子正反两面会互相转换的理论的运用。如三十六章
云：“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自居于弱势、
静态而保持一种弹性，促使敌对一方向膨胀、夸张发展以至
成为脆弱，即产生盛衰的对转，这确实是看得很深。

老子强调“不盈”、“不争”、“致虚极，守静笃”，“柔
弱胜刚强”。老子的这一原则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即不
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老
子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说，学习知识要积累，
要用加法，步步肯定;而把握或悟“道”，则要用减法，步步
否定。老子认为，真正的智慧，必须从否定入手，层层除去
表面的偏见、执着、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也就是说，
面对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
进而层层追寻真理之内在本质。

四、老子对仁义、礼的见解。

不同于儒家学派的观点。《老子》十八章说：“大道废，有
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意思是说：大“道”被废弃之后，才有所谓“仁义”。出
现了聪明智慧，才有严重的虚伪。家庭陷于纠纷，才有所谓
孝慈。国家陷于昏乱，才有所谓忠臣。《老子》三十八章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但不是说老子视就反礼，因
为礼有形式与内容两个层次，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即
反对形式复杂的礼仪条规。

在老子看来，我们所讲的仁义和伦常，都是因为“道”丧失
的结果。而且只有在大道荒废、国家混乱和家庭不和的时代，
仁义礼法才会成为社会的需要。所以老子认为应该废止文明
和仁义，从小康社会回到“大道之行也”的“公天下”时代，
即没有邪-恶，不需要道德规范制约人们行为的，真正充满道
德、仁义、孝慈、信义的小国寡民时代。小国寡民的社会是
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式，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乐其俗”。

五、老子的政治及社会哲学

《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在政治方面，
《老子》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
种文化礼仪来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
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
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
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因为物极必反的规律，所以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如果太过于
强调某一反面，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老
子所主张的政治哲学和行事方式的核心是“无为”。即注重
于取消一切导致混乱的源泉。以无为为之，以不治治
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在老子看来，“无为”是圣人“治天下”、“取天下”的基
本原则。老子提倡“无为”，其形上依据是“道常无为而无
不为”，其现实政治理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



则无不治”。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发的。老子认为，“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无为”也指感物而动，
遇事而为，事先没有设想要做什么事。

老子的“无为”，由于是针对“有为”而提出来的，因此容
易被人理解成“无所作为”、“不为”，将无为视作政治上
的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是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无
为。“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行为方式，其基本特征
就是“因其自然”。而“因其自然”，指的就是顺应事物的
自然发展趋势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自然就是事物不假外力
而自己如此的状态。“因其自然”的“因”，是因循、沿袭
的意思。因循的前提是要承认和肯定事物的自然发展趋
势。“因其自然”思想也反映了古代农民的普遍愿望。在政
治上，“因其自然”的主旨是希望帝王顺应民心、不要刚愎
自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对
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当然“因其自然”的思想也有消
极的一面，如果太过因顺自发的行为没有很好的规范管理，
社会也会变得很混乱，缺乏秩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
“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
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
解有一定的作用。

道德实践心得体会篇四

现实的社会也许是一片黑暗，那么我祈祷，现实的人们不久
也会返璞归真;高尚的人们也许是黑暗中唯一发光的皎皎圆月，
那么我祈祷，微弱的月光快快变成耀眼的日光。

儿时的我一无所知：不懂政治——那是一门高深的学科;不了
解社会——也许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不知道“活雷锋”是什
么——看似遥不可及。这是天真无邪的我。终于接触了政治，
终于了解了社会，终于知道了、看到了几个“活雷锋”。这



时，我早已恨透了现实社会。还好，虽然内心深处已被蒙上
了一层灰，但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挡住了，这是我的一次奇
想——道德与现实可以并存。

你一定觉得很好笑。不会的，你听我慢慢道来。

现实，是一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时人们所产生的观念，也就
是在待人处事时，发生争议时，有很好的职场经验得出的应
变能力。他们不再像儿时的天真，但他们也许是变得成熟了，
而并非“没有道德”。可是，有些人可就“现实”得过头咯。
拎起大包小包往领导家一坐，一面点头哈腰、低三下四，一面
“含蓄”地说明了事情来由，“您看……”“好好……”这
不是现实，而是假丑恶的表现。

而道德，是指品德高尚。如果一个人很现实，那就并不代表
他没有道德。一个有丰富职场经验的昆明女子，得知宁夏一
个重患小孩想吃石榴(宁夏一带不盛产石榴)，毫不犹豫地将
一箱石榴空运过去。他的乐于助人值得我们学习，这位女子
虽不是天真的小女孩，他在社会中“身经百战，久经沙场”，
可以说她是一个现实的人，但他依然保留着道德与人的本
性“真善美”，这是难得可贵的。

希望社会上有更多“活雷锋”!

如果你已不再天真，没关系，你只要还有道德，也可以让这
个社会千姿百态…

道德实践心得体会篇五

《道德经》我认真读了一年，每一段都是以前背过的，现在
每一段具体的文字都忘了，只留下一点点体会，无法用准确
的文字来描述。然而，在反思我的经历时，有几点经常出现，
记录如下：



年轻的时候，我常说某某真的很神奇，但是到了他这个年纪，
我就觉得他很正常。每当你认为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时，你总
是面临着最终的苦果。我有点明白《道德经》里的弱点是个
好东西，因为我自己真的做不了神一样的事，知识、思维、
技能都是有限的。正是因为明白了原来的自己在理解、思考、
能力等方面确实有限，所以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因为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处理好人和事。在每一次治疗中，
我都看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和事的闪光点。

正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自我极限存在的确定性，我们才明白
自我是软弱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人观察、记录和整
理出来的，构成了书籍和数据的文字记录。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是有限的，所以记录的数据会是片面的，后续的结论更有
可能是片面的。每当我看到一个记录，我就开始试图通过文
本的表面来还原事实。当我无法回到录制的场景时，我会有
疑问。这大概是好奇吧。我在生活中通过书、人、事来学习，
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忽略了一些
东西，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正确。当我没有欲望，头脑安静
的时候，得到正确结论的概率就越高；当我的情绪起伏不定，
被贪婪、无知等杂念包围的时候，我一定会得出一个偏差的
结论，导致我陷入困境。每次得出结论，我总是多看几遍，
免得得出偏差的结论。这大概就是我认为的谦虚吧。

是阴阳中性线，属于阴阳蟹。不至于走极端，但我觉得应该
保证小我在最大的可能性里。因为我保留了最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有最多的帮助，最多的解决方案，
最好的处理环境，最后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走向极端意味着
不断减少自我获得的可能性。极端的话，只有一条路：“痛
苦之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想着没事干的学习，没事干的发展。有
收获，却无话可说。

如果你想少出问题，那就努力平时多出问题。如果你想要更



多的钱，你通常不会以钱为目标。想要大的成就，就要把平
时的成就让给伴侣，不要一丝一毫的成就。这是源于水靠近
道路的事实。此刻的中国，因为严重西化，对外国的东西越
来越渴望，所以无法乞求，内心不平，偏见偏激。中国的追
求是不败的，在自己的环境中不断修正最低下限；西方的追
求是赢，这是在不断提升自尊的环境下的最高极限。这个真
的很有意思。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他动的越多，消耗的越多。动作
越频繁，反弹压力越大。在追求权力主宰的过程中，人是真
的在做，天是看的。

道德实践心得体会篇六

《道德经》，以其精炼的八十一章，写出了世间万物的博大
精深。从社会中的政治，谈到经济，有时又涉及到教育，从
中又写了军事，用这些实际中的事物来体现老子的哲学思想。
在优美的文字中构造了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
观、人生观以及方法论的框架。

一开始我根本是看不懂的，在旁边注解的帮忙下才稍微明白
一点，就这一点点，让我领略了他的辩证的哲学思想。

读完到《道德经》，使我对这位古代贤哲提出的以提高道德
修养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有了正确的认识，自身的
人文知识、个人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本事也有了提高。比
如在第四十五章中，老子用辩证的思想阐释有些事物表面看
来是一种情景，实质上又是一种情景，表面情景与实际情景
有时完全相反。“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
穷”就是体现了这一点。还有“躁胜寒，靓胜炅”则说明事
物的对立面常常互相制约，异常是对立面的主导方面作用更
大。

《道德经》的第六十三章说出了做事的原则，即“无为而无



不为”的原则。也说出了“天下之难作于细，天下之大作于
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从而说明在办事情
是要从客观条件出发，一旦条件成熟，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
同时也告诫我们处理问题要从容易的地方下手，实现远大的
目标，要从细微的地方下手。处理问题时，要是遇到微易的
事物，万不可掉以轻心，或许细微的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
老子也说出了“合抱之木，作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垒土;
百仞之高，始于足下”，说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从小
到大的`。我们做事情时必须有恒心一点一滴的去完成，不然
就会功亏一篑，半途而废。

《道德经》的许多哲学限于我的学识，不能完全理解，可是
读它真是获益匪浅。在我读完《道德经》后，忽然想起古代
的另一位教育家----孔子，于是就有了比较的念头。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据说孔子还对饮食有研究。作为
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孔子不及老子，孔子的哲学不能算作
作哲学，他的观点，我认为其实是对现实中事物的一般发展
规律的总结，只是别人照着孔子的言行去行事时，还没有发
现或许很少发现错误。孔子的哲学，我认为并没有上升到理
论的高度，只能说是孔子比别人多了一项概括的本事。比
如“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都是一般人们的生活规律，生活常识，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价
值，说明了一点，就是一张教别人如何做菜的烹饪单子，别
人看到只需要照着上头的步骤，基本上不需要研究什么的。

可是老子不一样。他的《道德经》从一开始的“道可道也，
非恒道也。铭刻名也，非恒名也。”到最终的“和大怨，必
有余怨，焉能够为善是以圣人右介，而不亦责于人。故有德
思介，无德思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都是告诉人们做
人的道理，为人处事的哲学。如果从开始你不认真体会，你
就没有办法领会到这些深刻的观点。他用一种朴素的语言，
用哲学中辩证的方法写出了客观的自然规律，书中包含着朴
素的辩证法因素。



最终我感激徐教师能为我们大学生读经的活动作了一个很好
的开端，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远古的精髓，让我们对于我
们伟大的民族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使我们在现代礼貌的熏
陶下不会忘记我们以前的礼貌，从而增加我们的文化及道德
修养。我真诚期望你的可能继续开展下去。

道德实践心得体会篇七

人的一生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有时候人们不能再其中好好
的把握自我，以至于身败名裂，不能保全。所以，怎样才能
在得意或失意的时候保全自我，是自我的心智足够清醒，不
至于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就需要人生的大智慧，而《道
德经》就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示。

大明江山，之后几乎也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
藏”了。所以，我们要懂得物极必反，适可而止的道理。要
真正做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
其耻”，大智若愚，韬光养晦，明哲保身。

有得就有失，这是世间的不二法则。那么应对失意，应对挫
折，道家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做呢？“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
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
子告诉我们，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所以，失意只
是暂时的，事物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境遇会有好变坏或有坏
变好，所以失意之后就会通达。“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恶，故几于道”，“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之”。所以，人要善于居下位，居于弱势，这样人们就容
易把你忽略，不会排挤你，嫉妒你，此时你就有足够的大的
潜力和发展空间，发挥自我的才能，准备有一天一鸣惊人，
以天下之至弱驰骋天下之至坚。

最终，用庄子的《齐物论》中国的一段话概括就是：“且夫
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
古所谓悬解也。”人们仅有安时处顺，不管得意与示意都能



处之泰然，这样才能超越人世间的倒悬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