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道德经感悟 老子道德经心得感
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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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
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老子道德经感悟篇一

林语堂曾说：“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必
须会大笑，然后笑他自我竟然会这样笑，最终会觉得此刻很
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
自我就是如此。”我想这也是每一个人读《道德经》的感受
了吧。

其实每个民族都会有智者，会站在人群前面，站在天地之间
把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告诉给他的每一个人。告诉后人，这个
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怎样样才能活得更好，更长久，如
何才能不被别人，被自我灭亡。而老子便是这样貌的一位智
者。

老子将一切归咎于“道”，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间万
物都是由道衍生而成的，故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
周行不殆，能够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于是我们后人再次基础上理解的“道”便是——道是混沌是
无极，由此生出鸿蒙之气，内含阴阳，再生而为天地人三才，
进而构成世间万物。可是老子又说了“道可道，十分道;名可
名，十分名。”意思就是说道是不能用语言所说出来
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天道
关系。



“道”生万物，可是“道”亦为虚幻。在恍惚虚幻中，它含
万物之影象;有含形色之实体;其实老子的“道”，就是事物
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先于天地而生，周而复始。这天，
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自然界的发展是有规
律的，它存在于互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此是此，
彼是彼，任何事物都按其固有的轨迹运行。人们能够用必须
的方法去认识它、体验它、并按照客观规律改造它。由此观
之，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已经揭示了宇宙的起初和自然的
本源，这比之西方近现代的理论学说早了两千多年。

老子的“道”，寓意精深，无法企及。使得我们只能用仰望
的目光触及他深刻的思想。而老子所提倡的“徳”也被为后
世奉行为处世哲学。

“道”是事物固有的规律，是神秘难测而又隐蔽在事物内部
的东西，是不可理喻的东西，是不可及的。而“德”则
是“道之功”、“道之用”，是人们认知事物和改造事物的
一种人为行为，是能够理解理解的，是人们可及的。

“德”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之人必备
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以及为人处世之方法。他讲究“圣人无
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上善若水”“夫
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认为水之德是最近于圣
人之德的。而梦想中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五行之体，
水为最微，处于最末。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处众之
后，却常德众之先。以不争而争，以无私而私。这就是水的
最显著特性。水滋润万物却无取于万物，并且甘心停留在最
低洼、最潮湿的地方。宁处别人之所恶也不去与人争利，所
以别人也没有什么怨尤。水有其种种美德堪比圣人，堪谓
之“道”。可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往高处走，难免竞争，
有竞争就有争斗，有争斗自然就有流血牺牲。水比人明智，



甘居下位，滋润万物而不居功自傲，清净无为而又无所不为。
“上善若水”，就是一种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一种修德的
必备境界，一种养身之术。我们心中有德，必然愈加崇敬自
然和生命，我们离道就更近一层，更能体会到人生的终极哲
理。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
狗”、“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一言道破天下之事，
看破人生之理。世上本无善恶贵贱，人与人本无争斗之意，
天地万物本和谐融洽。但由于世人皆需追逐自我所需，觅求
自我生存发展之本，于是不断于天地之间人世之中苦心经营、
算计不已，一切仁义与邪恶也相反而成。天地本无成人与害
人之心，但却造就人际错综复杂，世间本无圣人之现，但却
成就社会等级。一切本自然，但却一切又进入繁杂之社会，
天地万物、圣人百姓本自然相处，无私无公、无善无恶;却人
与人终究摆脱不了关系往来，免不了融于社会，所以一切纷
争痛苦皆至。一切人之所想，一切人之欲，一切人之愿，一
切人之求，但所有种种皆需要人自我内省不已，都需要自我
能够达物达人进而才能达己。

当然每本书都有瑕疵，《道德经》也不例外，他的弊病在于
过于虚幻，有种避世的消极状态，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里，
这种消极状态断然是不行的。可是只要我们采撷其长，也会
有不少的收获。

读罢此书，掩卷暇思，不禁叹服古代人民对自然崇高的敬意，
对人生透彻的洞悉。这样如玑似玉的文字，清新畅怀的生活
方式，高屋建瓴的理论，虽不尽善尽美，也无可_了。

又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层次不一样，领悟的道就
有区别。道法自然，道亘古不变，看的就是不一样人不一样
心境的理解。读此罢，书受益良多，无以为馈，愿共享此书
之精华。



老子道德经心得感悟范文五篇

老子道德经感悟篇二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化名人，他创作了《道德
经》这本古代经典之作，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影响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在阅读《道德经》的过程中，我深受启发，并
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和感悟。

首先，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了“道”的重要性。“道”
是古代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老子思想的灵魂所在。我
深刻感受到，只有追求真理、秉持正确的道德观念，才能使
人类社会实现和谐共存和持久发展。人们应该顺应自然规律，
摒弃功利和个人利益的欲望，返璞归真，追求内心的宁静与
安宁，才能真正实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其次，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了“无为而治”的思
想。“无为而治”是老子特有的治国理政思想，主张不操之
过急，不过度干预，不强求结果。我在读《道德经》时深感
这种思想的智慧和深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琐事
所困扰，追求功名利禄，忘记了内心的真实需求，也忽视了
宏观规律的存在。而老子的思想则告诉我们，与其强求结果，
不如顺势而为，用心去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
最终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快乐。

此外，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倡导了“无欲”的生活态
度。“无欲”并不是指人们不能有追求和欲望，而是指人们
应该淡泊名利，看破红尘，追求内心的善良与平和。当一个
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时，他就能够摆脱尘世的纷扰和沉迷，找
到自己内心的净土。我认为，只有做到“无欲”，一个人才
能真正实现心灵的自由、解脱和升华。

此外，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出了“保持本性”的思想。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本性和独特的个性，只有保持



自己的本性，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成功。我深有感触，现
代社会往往会束缚人的本性，迫使每个人都去适应社会的规
则和要求。然而，在追求“道”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勇敢地
坚持自己的本性和原则，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动摇，才能真正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最后，在读完《道德经》后，我深感这是一本具有深刻智慧
和真理的著作。老子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后人，并且其思想
在中国千百年来一直被传承和弘扬。通过阅读《道德经》，
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让我更加
明确了自己在追求快乐和成功过程中应该坚守的原则和道德
观念。

综上所述，通过学习《道德经》，我深刻体会到老子思想的
博大精深和实践价值。他的思想不仅是对古代社会的思考和
批判，更是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和启迪。我相信，只有在真正
理解、领悟和践行《道德经》中的智慧和道德观念，人们才
能够真正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老子道德经感悟篇三

第一段：引入老子与道德经的背景（200字）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创作的一部重要著作。它
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道德经》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道德和人生哲学的观点，对于我们现代人
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启示。读《道德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
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以及找到如何做人、做事的正确方式。
在我对《道德经》的深入阅读中，我领悟到许多道德伦理的
智慧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理解（250字）

《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是我最深刻的领悟之一。“无



为而治”并非消极无为，而是指相信自然的智慧，顺应事物
本来的规律而有所为。它告诉我们，人类应当尊重自然，遵
循大道，而不是过度干涉和控制。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放
下背负的压力，心情更加轻松自在，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与他
人和谐相处。在日常生活中，我试图将“无为而治”的理念
应用到自己的言行中，渐渐感受到一种放下执着、从容应对
问题的方式。

第三段：倡导自知之道，追求内心的安宁（250字）

在《道德经》中，老子强调自知之道，认为内心的安宁才是
最真实的享受。通过自我反省和审视，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
自己的欲望和需求，进而修正自己的行为。内心的安宁不仅
使我们更加从容面对外界的变化和挑战，也让我们能够真正
体验生活的美好，并与他人建立更深厚的关系。因此，我时
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动机，询问自己是否目标明确，是否追求
内心真正的满足。这种自省让我发现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于功
成名就，更在于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第四段：践行道德，倡导仁爱之心（250字）

道德经中强调了“仁爱”这一价值观。老子认为，仁爱是人
类天性中最良善的一面，是人们在行为中追求的最高境界。
通过理解万物的共通性，我们能够培养起一颗心胸开阔、以
仁爱待人的心。在现实中，我努力践行仁爱之心，尊重他人
的自由和尊严，理解别人的困境和痛苦。这种善待他人的方
式让我与身边的人建立起更加深厚的信任和友情，也让我能
够感受到他人的温暖与关爱。

第五段：道法自然，追逐内心的自由与宁静（250字）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的重要理念，它呼吁人们能够按照
自然的规律生活。通过与自然相融合，我们能够摆脱繁琐的
经验和束缚，追求内心的自由与宁静。在我看来，这种自然



的追求并不是再去远离现代社会，而是在这个喧嚣尘世中寻
找一片宁静之地。我通过练习冥想和花园栽培等方式，与自
然亲近，享受大自然的美妙。这种沉思和与自然的连接，不
仅帮助净化我疲倦的内心，也让我更好地洞察并理解人与自
然的共生关系。

总结（100字）

通过对《道德经》的阅读和理解，我领悟到了无为而治、内
心安宁、仁爱之心以及道法自然等重要道德观念。这些观念
不仅指引着我们如何正确行动，也教导着我们如何平衡和和
谐地生活。通过践行这些原则，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
与他人建立起更为牢固的关系，并最终追求内心真正的自由
与宁静。

老子道德经感悟篇四

在图书馆借了一本《道德经》，看完后虽然觉得不能完全地
读懂老子的思想，但是心中还是感觉一片坦荡，觉得此书对
我们深有益处。

《道德经》这部著作是老子所写，但不是介绍老子生平事迹，
而是讲道论德，所以叫做《道德经》。《道德经》全书原本
分为上下篇共五千多言，上篇一章至三十七章主要讲“道”，
下篇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主要讲“德”。

老子说的道，是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我对《道德经》的
理解是无为而治和尊重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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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握自己，以至于身败名裂，不能保全。因此，怎样才能
在得意或失意的时候保全自己，是自己的心智足够清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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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得意的时候，家庭、事业顺风顺水，此时的人容易目空
一切，不可一世，狂妄自大。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招人嫉妒，
也会树敌太多，甚至招来杀生之祸。在老子看来，福气来临
时，我们要提醒自己祸根也来临了，自己不要那么盛气凌人，
要懂得谦恭，否则失意时就会走投无路。还有不能狂妄自大，
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天下无敌，强中自有强中手，肯定
有人比你会更厉害，更出色。但我们达到目标时也不能到出
炫耀，不能自负，不能骄傲，要有谦虚之心。

老子说“是以圣人出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
去。”老子认为，我们应该用顺其自然的“无为”的态度去
处理世间事务，这就是不言的教导;只有任凭万物生长而不加
干涉，而生养的万物又不据为自己所有;为万物的生长尽力而
为却不认为是自己的能耐，有功劳而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一
个人不居功自傲，所以他的功绩总是不会失去，而是永存。

无为是一种心境，是一种修养。假如我们能够做到无为，那
么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加的稳定。如今社会物欲横流，许许多
多的人在利欲面前迷失自我，假如我们能够做得到无为，那
么我们也将活得更轻松、更快乐。

老子道德经感悟篇五

老子说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代表作，被誉
为中国道家学派的经典之作。读过《道德经》后，我深感其
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智慧和人生哲理。在我的感悟中，《道
德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谦逊与柔和、无为而治，这些
思想与现代社会及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下面，我将结合自
身的学习和思考，分享我的关于《道德经》的心得体会。

首先，《道德经》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领悟。其
中的“道”被解释为自然规律或宇宙之道，其内涵包括了人
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德经》告诫我们要“顺应自然”，



不要逆其自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
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和生物物种的灭
绝。我们应该借鉴《道德经》的思想，提倡环保意识，保护
好我们的家园。

其次，《道德经》倡导谦逊和柔和的品德。《道德经》中说：
“柔弱胜刚强，柔能克刚。”对于一个人而言，谦逊和柔和
是成功的重要品质。一个谦逊的人，能够虚心地向别人学习，
接受批评和指导；一个柔和的人，能够以礼待人，关心他人
的感受。在现代社会，谦逊与柔和的品德显得尤为重要。只
有保持谦逊与柔和的心态，我们才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解
决问题。

第三，《道德经》强调“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德经》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这里的无为并非懒散或
无所作为，而是指不刻意去干预事物的运行。在现代社会，
我们经常忙于工作和生活种种琐事，往往充斥着焦虑和压力。
如果能够放下一切杂念，不强求事物的改变，并且用宽容的
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我们会发现明白了许多事物，
反而容易达到目标。

第四，《道德经》对于领导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考。道家注重
领导者的为人才能带动整个团队或国家。老子说：“天地之
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领导者只有保持
谦卑心态，虚怀若谷，才能带领团队或国家向更好的方向前
进。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同样适用，领导者若能以身作则，
与员工平等相处，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与建议，必能凝聚人
心，取得更好的成绩。

最后，《道德经》还给了我思考生活意义的启示。老子在
《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这句话传达着人与自然、宇宙间的一种秩序与关系，
告诉我们生命是辽阔而不可捉摸的，而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
是与宇宙间的大道相通。人生短暂，我们应该把握当下，追



求内心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实现自己的价值。

总之，《道德经》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哲理的书籍，其中所蕴
含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存、塑造良好的个人品质、
追求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以及思考人生的意义。读完《道德
经》，让我深感自己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我将从《道德
经》中获得的智慧和启示，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修
养，提升自我，谦逊从容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希望每位
读者都能从中汲取智慧，并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共鸣
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