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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易筋经学后感篇一

易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
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品之一。易经，顾名思义，就是
一本讲解变化的经书，它自古以来就被广泛的应用于军事、
政治、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而在个人修行和发展方面，
易经则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
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第二段：易经的基本概念

易经是一本由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和
六十四卦组成的经典，它揭示了世间万物之间的相互变化和
关系。其中，八卦则代表着宇宙的八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都
有自己的特点、属性和方位，而六十四卦则是由两个八卦组
成的。易经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概念，如阴阳、五行、天干、
地支等，这些概念构成了易经的整体框架。易经中的这些概
念都是与自然和宇宙深度相关的，并且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生命和宇宙的本质。

第三段：易经的主要思想

易经中最重要的思想当属“三才”和“五行”。三才包括天、
地和人，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得整个世界不断



运转。五行则包括金、木、水、火和土，它们代表着自然中
的不同元素，这些元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自
然的生态系统。易经认为，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中也存在着
三才和五行的影响，我们需要在精神、心灵和人格上保持平
衡和和谐，才能真正地获得内心的喜悦和平静。

第四段：易经对个人修行的帮助

易经对个人修行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修养和性格养
成等方面。通过研究易经可以让人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在
生活中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和自己的情感问题。此外，易经
也可以帮助人在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方面做出明智决策。易
经中的一卦一爻和阴阳变化等概念，也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度
地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感状态。

第五段：结论

总之，易经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经典，它包含了深邃的思想
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然和宇宙。在个
人修行的过程中，易经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达到内外和谐的状态。
因此，我们应该珍视、学习并应用好易经的各种思想和概念。

易筋经学后感篇二

《六韬三略》曰: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
万物盈;万物寻。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

天时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四季更轮往复，
正如世间一治一乱;昼夜晨昏交替，又似政权一起一伏。人的
一生，像潮水般有起有落;人世的悲欢与离合，恰似月亮的阴
晴与圆缺，草枯草长，国合国分;一盈一虚，一阴一阳。

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人世就是自然的化身，这一思想在《周



易》这部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你读几页《周易》后，
就会被这其中阐述的道理深深吸引，为中国古人的智慧而发
出由衷的赞叹。

《周易》曰:乾道变化，各在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
庶物，万国咸宁。乾阳之气的作用变化无穷，能使万物各自
端正属性和寿命，保持住太和之气，以利于体现正道。乾阳
之气凌驾在万物之上，使天下显得安宁。当正午阳光强烈的
时候，花草林木伸展着枝条，绿叶正努力进行这光合作用，
处处一派生机盎然的样子。到了晚上，星月当空时，枝叶又
都收敛了。此时，昼属阳，夜属阴。人类社会也是一样，当
政治清明，君臣勤政时，贤能得志，人民富裕，万向咸宁，
四海升平。当政治昏暗，奸佞当道时，焚书坑儒，盗贼蜂拥，
生灵涂炭，军阀割据。此时，治属阳，乱属阴。

《周易》向我们传递的，正是这一思想。《周易》的精髓，
也正在于这些思想。治时，不要过于得意，因为夏天来了，
秋天就不会远了;乱时，也不要过于悲观，因为冬天到了，春
天就不会远了。甚至，人们不必畏惧死亡，死亡是任何人都
无法逃避的。就像果子熟了会落，晴空久了会雨一样，没有
什么值得畏惧的，一切都是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在正常地运行。

《周易》让我们明白了许多。为人立世，凡是都要遵循自然
的规律。符合自然的，就是值得提倡的;违背自然的，就是不
可取的。而如今，人类却想方设法地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人类自以为科技已经很先进了，似乎可以与大自然一较高下。
但人类殊不知道，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幼稚的孩童，一
旦大自然报复人类，那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读《周易》，就是为了了解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我们积极地
学习《周易》，推广《周易》的博大精神，不仅是为了向世
界展示中国古人的智慧，更是为了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所
以，我认为，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研究《周易》，是十分
有意义的!



易筋经学后感篇三

易经，又称《周易》，是我国哲学领域中的重要典籍之一。
自古以来，易经被视为一部灵秀的智慧之书，它以“道法自
然”为核心，规划出一套完整的宇宙体系。在阅读易经的过
程中，人们可以深刻地领悟到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包括人
生的发展和带来的启示。在我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得到了以
下关于易经的心得体会。

首先，易经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智慧的人。在易经中，有一
句名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句话意味
着，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宇宙的运行规律。只
有这样，他们才能开阔眼界，收获洞见，甚至能够预测未来。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获得智慧并不容易，他需要读书、
思考和经验的积累。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追求盲目地追求知
识。我们需要得到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地思考和解析，
理解我们学习的内容，并灵活地运用他们。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其次，易经提醒我们要注重自我调节。易经中常常会强调内
心的安宁和平衡。事实上，易经只是一本探讨自然、宇宙、
人的哲学书籍；但是，它乃是来源于道家、儒家、阴阳家等
众多学派的哲学精华。易经中的“中正”，通过讲述人与周
围环境的关系，探索了人生的大问题，例如：如何应对困难？
如何慎重对待机遇？如何坚定迈向自己的目标？等等。它提
供了一个平衡的思想方案，通过对阴阳的应用，强调了平衡
的作用，并指导传统文化道德约束的实践。只有平衡和正中，
才是我们应该向往的人生哲学。

第三，易经推崇中庸。在易经中，中庸是重要的哲学概念。
它强调的是不偏不倚，不过犹如と柔韧兼备，鲁迅用中庸来
形容“如花之在花、如柳之在柳、如松之在松”。这个概念
总结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如何走到一条重要的道
路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总是陷于困境或犹豫于选择的时



候，我们可以依据中庸、转换思想方案，并真正做出正确的
决策。同时，中庸的理念也告诉我们不能偏执，要宽容。因
此，此法在人生道路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四，易经强调了突出自我实现的意义。易经不仅注重自我
平衡调节，同样也注重个体的发展和实现。在易经的哲学思
想中，追求自我实现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的目标和成就都
应是独立存在。在个人实现方面，易经赋予每个人独特
的“正道”，至今仍有不少人在依据这一圣杯来追求自己的
成长。在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努力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
毅力和诚信，我们才能够实现自我理想和真正意义的自由。

最后，易经灵活地运用了天人合一哲学。易经中的哲学思想
没有限定在思想方案上面，它们与人际关系、地域和环境息
息相关。这启示了我们要注重身边的人和事，感悟此中大道。
根据易经的原理，自然、人、社会三者是统一的，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关注和探究哲学问题和认识事实真相，更利好于启
迪我们的观念和判断力，进一步提升自我认知和实践能力，
从容应对未来复杂的情境和天下大事。

总体而言，易经是一本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哲学书籍。通过
阅读、思考和观察，我们可以获得前人的智慧与成就。这也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更深入了解“道”的机会。在人
的一生中，我们需要有学有思有遗憾地做一个具有智慧和尊
严的人。

易筋经学后感篇四

最近几日听了台湾学者曾仕强教授讲的易经，很有兴趣。又
上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颇有心得，在此发表与大家分享。

易经最早的雏形，是远古(距今七千年前)伏羲画出来的，如
图所示。后人称其为“伏羲八卦”，中央一个圆，圆内有一
对阴阳鱼，称为太极，周围八个方向各有一个图案，分别由



横满(阳)横缺(阴)二元素组成不同的结构，称为八卦。由于
当时没有文字，此图就称为“无字天书”。

殷商末年周文王根据“伏羲八卦”演译出64卦，并做了注解，
撰写了卦辞爻辞，共有4000多字，此称周易，也就是易经，
为什么称其为易经呢?我们来看“易”字的含义：易代表包罗
万象的宇宙有一个简单的模式，变化是永恒的，其变化的规
律是不变的。另外易字从外形来看，相当于上日下月，由此
演变而成，有的古书称“上日下月为易”，“易字，从月从
日阴阳具矣。”经字原义是织布的纵线，与纬线相对应。

“经线正，纬线才能成”，所以织布中的经线是最重要的，
故有经络、经脉、经典、经文等等。

综上，所以称之为易经，是因为它描述了宇宙万物变化和变
化规律的学问。

易筋经学后感篇五

所谓变易，是《易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
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当中，没
有一事、没有一物、没有一情况、没有一思想是不变的，不
可能不变，一定要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钟坐下
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时
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
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所以学
《易》先要知道“变”，高等智慧的人，不但知变而且能适
应这个变，这就是为什么不学易不能为将相的道理了。

二、简易

简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有许多是我们的智慧知识没有办
法了解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常常跟朋友们讲，也
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个对比，天地间“有其理无其事”的现



象，那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有
其事不知其理”的，那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换句话说，宇宙
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
它的原理，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
理而已。

三、不易

第三不易，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的，可是却有一项永远
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能变出来万象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
那是永恒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
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萨”。哲学家叫
它是“本体”，科学家叫它是“功能”。管它是什么名称，
反正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能变万有、
万物、万事的“它”是不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