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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优质的心得
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
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阅读道德经心得体会篇一

公司组织学习了曾仕强教授讲的《道德经的奥秘》，通过这
次学习我对与老子阐述的思想已有了大概的了解。根据我的
所学所得，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老子就讲了正确的处世态度是功成身退。不要富贵而骄，持
才傲物，锋芒毕露。要淡泊名利和地位，才能功成身退。事
物发展本来就是向着自己相反的一面，福祸相随，因此在这
里奉劝大家见好就收，不要贪图名利，要收敛。第十章，也
是讲的修身，这一段用了六句疑问，其实疑问本身就是最好
的答案，老子指出人们不管是形体还是精神，不管是主观努
力还是客观实际，都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就必须做到心静，
洗清杂念，懂得规律，加深自己的道德修养。

这与我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我
要怎么做?从一开始，我的'生活就面临很多选择，在没有考
虑清楚的时候，就去胡乱选择，导致事情的发展一步步到了
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如果在一开始，就能静下心来仔细考
虑，也许事情就不会到进退两难的地步。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不去干扰事物发展的
规律。老子在第二章首次提出无为的思想，并指出“是以圣
人处无为只事，行不言之教”。这里老子指出圣人要能够依
照客观规律，处理事情是要去违背事物发展的本质。第三章



进一步阐述无为，他既不讲人性恶，也不讲人性善，而说人
本来是一张白纸，是纯洁质朴的。不要去贵难得之货，不去
尚贤，不见可欲，保持人们的本性。

从这里可以结合我们公司的发展情况，有很多时候，公司发
展到一定的阶段，遇到的困难是肯定有的，我们能怎么做呢?
如果急功近利，反而会适得其反。

老子在第七章提出了“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我把这种
无私精神理解为“不争而善胜”。遇到事情退让无争，将自
己置与度外，反而能保全身。这与第八章讲水的特性又紧密
的联系在了一起。在第八章，老子用水来比喻人，来教导人。
完善的人格要具备水的特性，要可以忍辱负重，任劳任怨，
能尽力的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不会与别人争夺名
利，这就是老子的“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

阅读道德经心得体会篇二

通过阅读《道德经释义》，使得我对《道德经》有了一定的
了解，并通过此书净化了我的身心。对于《道德经》的内容，
我理解的主要是讲求“尊重规律”。

尊重规律，坚持按规律办事，一切都会顺利，而违背规律会
得到大自然的惩罚。在第三十九章中，他是这样阐述
的：“昔之得一者”古来大凡按规律办事的人，“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天下正。”这句话承接上句举了很多例证明尊重
规律的好处。上天尊重规律可以清澈，大地尊重规律可以安
宁，神灵尊重规律可以带来安宁，河流尊重规律可以水满，
自然界万事万物尊重规律就可以生生不息，君侯大王尊重规
律就可以得到天下。

现在的一些人，毫不尊重规律。破坏生态平衡。



活剥珍惜动物皮毛来“美丽”自己，各种皮草近几年疯狂流
行。各种动物皮毛成了时装界的“宠儿”。从活剥浣熊皮毛、
狐狸皮毛、老虎豹子皮毛、貂皮等等这些，杀害珍稀保护动
物来美化温暖人类自己。毫无知觉的残害无辜生命。

不负责任的饲养宠物后遗弃。现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人们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除了满足衣食住行之外，还要满足人类
的爱心和同情心。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人，却并非真正爱
护小动物，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时之快。毫无责任感。在
喂养宠物之前不考虑清楚，头脑发热的就将这些宠物用来填
补人类内心实际万恶的那一面。在新鲜感过后，不再照顾它
们，甚至遗弃它们。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流浪猫狗不断地大
量地增加形成恶性循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规律。

生态链面临断裂。进一步影响了全球气候环境，人类生存环
境因为自己对自然规律的不尊重、重视而面临威胁。没有买
卖，就没有杀害。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道德经》两个观点。

一、对立统一之辩证关系。“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
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这是
说，任何事物都由正反两种因素组合而成。它们互相联系、
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为其根。有正必有反，
二者对待存在，相反相成。

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
已。”

分人类的.无责任感，导致流浪猫狗剧增。金无足赤，人无完
人。任何美的和善的事物，本身都包含着不美不善的一面。
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美会转化为不美，善会转化
为不善，乃是大道运化之必然，亦是事物发展之规律。把美
的事物当成永恒的美，把善的事物视为绝对的善，必然事与



愿违，导致恶的，不善的结果。

阅读道德经心得体会篇三

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道德的引领和规范，而《道德经》则
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阅读《道德经》后，深深感受到了其思想的深邃和智慧
的博大，因此产生了深刻的感悟，相信能够得到启迪的不仅
是作者，还有许多人。以下就个人对《道德经》的阅读心得
与体会进行阐述。

第二段：人生的真谛

《道德经》中的“道”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以“道”为
核心表达了个人对人类和宇宙存在的看法。个人理解“人生
贵有涯，而知之无涯”，即有限的人生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和
积累无限的知识和智慧。同时，《道德经》也强调了人生的
短暂性，提醒人们珍惜今天，学会认知和体验当下的美好，
而不是一味追逐功名利禄。

第三段：行事的方式

《道德经》对待行事的方式，倡导的是一种和谐、理性、自
主和内在的方式。作者不仅主张调整个体自身的心态，更重
要的是提倡个体把握时机，适时作出行动，避免盲目和浮躁。
同时还提出“去除一切杂念，保持平静思考”，认为只有内
外和谐，才能真正地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合。

第四段：追求幸福

人生的追求是每个人不断探索的问题，《道德经》也为人生
问题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作者认为，人的内心追求的是
真、善、美，创造充满生命力的环境和自由，开启自己内心



的芬芳，找到自己独特的人生地位。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在
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人生的追求和发展方向，不断追寻真正
的幸福。

第五段：个人感想

《道德经》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其思想深邃、智慧博大、
持续强制的魅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思考了生命价值和意
义，思考廉洁奉公、助人为乐、理性思考规避盲从的重要性。
在此，我感慨于《道德经》的伟大和深刻，也深刻认识到自
身需要不断修炼，积累智慧，追求真、善、美，让自己愈发
成为有价值的人。

结论：

在《道德经》的诸多主题中，很多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
呼应现代社会的价值和道德关怀。它不仅为中国传统思想和
行为准则提供了有益的指引，也让人们更好地探索自己的人
生方向。眼前的世界是瞬息万变，道德的引领和角色的充分
发挥是我们在这个急速变化时代中摆脱困境、发展生命的根
本，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并不断践行道德准则，让自己成为一
名有品德且富有价值的人。

阅读道德经心得体会篇四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瑰宝，书中蕴含的
哲学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在学习《道德
经》时，深刻领悟到了其中蕴含的深刻、博大、优美的思想
精华，更是为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指引注入了更多的信仰力量。

第二段：“道德经”中对人性的反思

《道德经》所倡导的“慈、仁、信、爱”等道德原则，强调
了人性的善良。作者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值得尊重的，并倡



导我们不断地反思自己，发现并保持内心的善良本质。反思
别人，不如反思自己；反省自己，不如返璞归真。这些思想，
让我深刻感受到，在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善良、
体贴、宽容的人。

第三段：“道德经”中对思想方式的启示

《道德经》所强调的“道法自然”，是以一种谨慎的、权衡
利弊的心态，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法则。没有什么是可
以彻底确认的，唯有遵循并了解大自然的规律，才能够顺应
自然，以不变应万变。这种思想方式，让我在处理事情时，
不再急功近利、想要一步登天，而是更加懂得在自然之中，
学会随遇而安、以一种宣泄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事物。

第四段：“道德经”对社会道德的约束

《道德经》给社会应该保持道德廉洁的定义。它强调，在我
们的社会中，道德应该是日常生活的最高准则，而人的内在
品质是不应该受到外界所玷污的。唯有坚持道德和品质，才
能够成就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些思想，不仅仅只是对我
们每个人个体的勉励，更是对我们全体人类都提出了不断向
往、追求进步的要求。

第五段：总结

在读过《道德经》之后，我知道了自己的生活始终受到了道
德与法律的约束，并了解到，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或许只看似
自由，但实际上它还包括了无数不变的原则与规律，只有我
们不断的努力，才能够释放自己内在的潜力，让自己更加富
有和快乐，成就自己人生。我认为，《道德经》的哲学思想，
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哲学，更是一种价值观与意义体系，
这种体系，值得我们一生不懈地去学习、探究和实践。



阅读道德经心得体会篇五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著的一部经典著作，内容详
尽阐述了道的概念及其应用。在学习和阅读道德经的时候，
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老子的思想，也能够借鉴其中的智慧，扩
大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自我修养。

第一段：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德经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它赞扬的是不
为自己的利益而劳碌，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不断地去自我
完善，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境界。我在阅读道德经的过程中
深深体会到，人类现代社会强调的应该是合理利用自己的资
源，而不是过分追求功利，更不是以权谋私，从自我保护走
向自我发展，这对于我们信仰修养而言有着无比的意义。

第二段：道德经中的“以柔克刚”

在道德经的世界里，有时候我们会意识到，在治理事物时，
柔弱大于刚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暴力，只会导致更大
的矛盾造成更大的灾难。换句话说，体谅对方、寻找妥协、
隐藏更自我都是可以带来更大收益的选择。道德经告诉我们，
柔的力量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力量，是一种有益于相互合作
和相互理解的力量。这在当今社会中尤为重要，特别是在人
际关系中，这种做法更是切实可行的。

第三段：道德经中的“自然万物”

在道德经中，作者强调了一种对自然界的尊重，并以自然界
的所有生命为目标。道德经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是合理、
理性和完美的，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极大地启发了我们的
自然环保之心。我从道德经中好像理解到，如果我们更多地
倾听自然规律，更加尊重自然，就会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和
他人，这种认识会让我们建立长期的、更有意义的关系。



第四段：道德经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德经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实现人类
的自我完善。修身是指培养自己的品德，做一个品行端正的
人；齐家是指管理好家庭，促进家庭中的和谐与幸福；治国
平天下是指推进社会、协调和规划的工作，以实现国家和世
界的和平稳定。从根本上讲，道德经的这种思想体系，对我
们现代人来说仍然很有意义。

第五段：结语

道德经的精髓在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和自然界之间的关
系。这本书启示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它所要求的修养和素养
的目的，是道德与人类文明的最终目标。通过此书的学习，
我们必须要学会把握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物和价值，并努力
去实现更有益的选择。因此，经过多次地反复阅读和深入的
思考，我愈发地认识到，道德经是一部让人心灵受益的伟大
著作，带给我们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它本身意义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