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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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的心得感悟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
得感悟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篇一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是中国古代先秦诸
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哲学
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
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
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可道，非常道”。相信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是《道德
经》开篇的一句话，似乎老子什么也不想说了，因为可以说
出来的道不是恒常大道。是呀！语言在描述很多高深事物的
时候总显得捉襟见肘，而老子开篇就告诉我们：不要局限于
文字和语言。正如佛语所言：教外别物，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见性成佛。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好多的时候，我感觉老子的智慧与常人的思维是相悖逆的，
但细细品味，却蕴藏着深厚的哲理。我们常说：做人要能屈
能伸，韩信做到了。只有每天把自己放得很低，才能够学到
东西。这就如佛语所言：空才能有，放下才能承担。好多的
时候，我们无法做出选择，因为可以选择的太多，就像电视
的频道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完整地看完一个节目。选
择太多往往会使人迷惑，以至最后一事无成。太多的时候后，
我们需要有项羽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其实人生就如白驹过
隙，少一些选择往往是件好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德经》中几次说到水，比如“上
善若水”、“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乃
生命之源，造福万物却不求回报。“水滴石穿”的智慧让我
们明白何为“柔弱胜刚强”。水本无形，但把水放到什么容
器，它就会变成什么形状，所以水的'无形是至形，李小龙截
拳道中的“以无法胜有法，以无限胜有限”正好与此殊途同
归。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要学习水的智。一句“自知者智，自
胜者强”蕴含了无尽的深意。《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人贵有自知之明，而事实却是：太多的人螳臂当
车或是妄自菲薄，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恰恰就是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所以每天都要不断的战胜自
己，超越自己，正如《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真正的强者是战胜自己
的人。

读书之中充满了乐趣，而读《道德经》这本充满哲理的书更
是乐趣无穷。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
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等身之书，可抵
百万雄师”，而我觉得，读书要有选择性，同时要能够站在
作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学会感同身受。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
使用知识的主体是人，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
妙，存乎一心”。（梁银祥）

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篇二

开篇之前我认为就应先提一个成语——紫气东来。传说老子
当年西游函谷关，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便出关相迎，
果见一道骨仙风的老者驾青牛翩跹而来，尹喜见这老者长须
如雪，有圣人之象。于是留老子于关内，并请他作一篇文章
再行西游。老子不好推辞，便著《道德经》以警后人。

《道德经》只有五千余字，后人分其八十一章。虽然字数不
多，却是章章锦绣，字字珠玑。可谓旷世奇书。个中道理自然
“玄之又玄”，故而让很多人望“道”兴叹。这也不奇，毕



竟此书森罗万象，其中涵盖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辩证
方法，包括治国之道、处世哲学、人性修养、军事哲学、养
生之道的智慧。

中外许多人都曾给《道德经》写过书评，还有人曾为其写书。
例如鲁迅，他曾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
不知人生真谛。”再比如说日本的鲁川芳郎，他认为此书有
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给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一种神奇
的力量。的确，《道德经》一书告诉我们就应怎样释然的`对
待事物，怎样体悟万物的阴阳两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一个乐观的人生观、世界
观看待天下万物。

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篇三

老子《道德经》是一部灰常好的中华珍宝，包含了丰厚的人
生哲理。还记得小时分跟着他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那时分还不晓得这是出自何处，更别说是什么意
义了。时过几载，再次看这部道家代表巨作，固然还是不能
完整了解，但是至少有一些些本人的感受。

《道德经》倡导欲壑难填、无为而治。千百年来，上至帝王
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聪慧宝典
中吸取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华。当今社会科
学兴旺，社会经济高速开展，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殷实，
而肉体财富却越来越贫乏，道德沦丧的现象日益严重，我想
我们更应该从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找到本人的人生原则，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静心是安心工作之本。人们的心境到达
虚静的状态，才会时辰坚持狂妄自大、不骄不躁的作风，才
会在社会中、生活中、工作中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

人们常说：读史而明鉴，读典可明智。老子在《道德经》之
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
说消极而无所作为，这是对老子《道德经》的误解，老子本



意是在教人遵道而行，不妄为，而有作为。只要“不妄为”
才干更好地有所大作为，也就是说“不妄为”是有所作为的
保证。什么是“有为”呢?尽心扮好社会角色，干好本职工作，
担起家庭义务，就是“有作为”。是的，在世欲纷争的当今
社会中，如能尽心安心于本职的话，那他的心态肯定是经常
处于静心、净心的状态，没有进入静心、净心的`心境，他是
收敛不了他那不安份的心的。即神不外驰，心不外思，由是
说：静心、净心是尽心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道德经》可谓言简意赅，一字千金，字字无动于衷，字字
催人深思，足可见老子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信手拈来的写作技
巧及惨绝人环的创新才能。实是信服信服!再加上一些经典事
例，点睛之笔，妙笔生花，意境深远，呼应前文，升华主题，
把作者本人要表达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人无限打动和
难过，有浑然天成之感，实乃中之极品，古文中之绝笔!

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篇四

心里纠结了一下，不知道自己工作忙的时候能不能坚持下来;
可是又想听听，毕竟是难道的机会，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传
统经典，就填了报名表。填表也挺复杂，并非一般性的简历，
而是好几页的问题，每个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仓促间能答出
来的，还得绞尽脑汁想想。

等被录取为正式学员后，才发现还可以旁听的。只能说是缘
分。要是一开始知道可以旁听，可能就偷个懒了，毕竟没有
那么多要求，所以该着咱成为道五正式学员吧。

那么就开始读经吧，打出来11页，一看也有点望而生畏的感
觉，一天读一遍吧，看来是完不成20遍的任务了。上课前，
脑子里一直想象，老师是怎样的严厉?会一个一个抽查?“恩，
你读了几遍?”

忐忐忑忑地来到学堂，发现老师是慈祥睿智的，学长们是友



爱亲切的，气氛是宽松自由的，倒觉得挺符合道德经的精神。

第一讲，老师重点推荐了诵读的学习方式，认为这是中国古
代传流下来的好的学习方式，可以不断让意识沉淀下来，有
重大的调节身心的作用。而且最好是一次连续诵读三遍，不
要入脑，直接入心。

我突然觉得我第一次对这种“机械式”的读书方式产生认同，
一方面老师的语气并没有强硬和逼迫，另一方面，我自己多
年来的学习经验正是对这种理论的一种印证。

我记得中学学英语的时候，因为很喜欢，几乎没有刻意去背
过单词。就是早读课认真读课文，体会英语在舌头上跳跃的
感觉，英语的听说读写以及语感一直都很好。到了大学，开
始有听力课，发现也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虽然中学的时候
没有上过听力课，但因为自己朗读的过程中，自己的耳朵也
相当于接受了听力训练，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吃力。而且在大
学生普遍睡懒觉的氛围中，每天我一大早起来就背着英语书
到湖边读两篇课文，这样下来，连考试前都不需要特别复习，
就可以次次第一，且比第二名多十分左右。当时经济也比较
拮据，备考四六级也买不起应考的教辅书，学校发了一本教
辅，就把那本教辅反复做两遍。仅此而已。

遇到生疏的单词，多数同学会选择偷懒，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就欣然去翻字典，顺便看看例句、搭配以及词性变化，反
而最终记忆深刻的是我，而问单词的那个人往往记忆是短时
的。

这不正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的注解么，最笨的方法往
往能取得最实在的效果。就像卖油翁一样，“唯手熟尔”。
今天我们为了学习，搞出了很多炫目的高科技，电脑、ipad、
学习机以及各种介绍学习妙法的图书，但关键在人，其他的
不过是工具。如果那个人没有一颗向学的心，再炫目的工具
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回到我这段时间的读经感受：第一天读，儿子就很感兴趣，
脑袋伸过来靠着我坐从头听到尾，老公也很感兴趣，拿起来
看了看，问有没有解释。所以，读经不一定非要逼着孩子每
天读，自己读就是榜样。头两天读下来，基本上还是入脑的，
每一句都想要努力地理解一下什么意思，有些句子比较耳熟
能详的，读起来比较有感觉，多数句子没听过的，读起来就
要琢磨到底什么意思。第三四天就对着一本解释的书看看，
连贯性地了解一下意思。第五六天再读的时候终于舒服点了，
虽然那意思基本上又忘了，但感觉至少是个老朋友了。早上
起来，会突然冒出几个句子;老公有时候问个问题，我也能突
然想出个道德经的句子应对。现在是第二周，对句子比较熟
了以后，不求甚解，读的时候已经是麻木状态了，就好像那
些句子粘在舌头上出去的。我读的时候，老公和儿子也会躺
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也会几个句子。挺好!我想坚持到课程
结束，一定会有质变的.。

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篇五

一、道，是可以言说的，但言说出来的道，并不完全等同于
永恒不变的道，即常道。

二、道，非常幽深，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万物，却塞不满天
地，若有若无，象在天帝存在之前就存在了。

三、道，永远不会消失，像玄妙的母性，是天地万物的来源
和根本，生养万物延绵不绝，用之不尽。

四、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不亮不暗，无头无绪，
不可描述，无状无物，恍恍惚惚，不见首尾。

五、道，无形而有象、有物、有精华，是可以信验的。

六、道，比天地生的还早，静极虚极，从来没有变过，永久
地推动万物运行而不会把自己消耗殆尽。道很大，会变化消



逝地无影无踪，但是还会变回来。

七、道，出口的地方，就是“无”，而“无”平淡无味，不
可见，不可闻，用不完。

八、道，运动的方向是返回到弱小乃至于无，道的功用就是
把强的往弱的方向推动。

九、道，是隐性的，无法命名。但道能施给万物、成就万物。

十、道，即为无之极。无极生出太极为一，太极生阴阳为二，
阴阳加太极为三，阴阳的不同组合变化，就生成了万物。

概括起来，道是无之极点，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消灭之根源，
是宇宙第一因。

当然，《道德经》里面讲的道，分三个层次，我们这里讨论
的道，是“常道”，即最根本的道。另外两个层次，一
是“天道”，即宇宙法则、自然规律。如“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二是“德道”，即人与道的关系。如“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那么，为什么道是宇宙第一因呢？

其实《道德经》也讲了，“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也就是说“无”是天地的开始。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老子写
《道德经》，是受到《易经》的启发。而《易经》里最基本
的一对关系，就是无和有，也就是阴和阳的关系。无和有排
列组合，产生天地万物的卦象。比如，任何物质，就
是“有”，细分下去，无情无尽，最终一定是“无”。而无
的极点，就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一就是无，二就是无和有，三就是无和有的排列组合。
无限排列组合下去，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万物。



那么，为什么天地万物不把宇宙撑破呢？因为，道还会消灭
万物，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有一个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
的过程。

道德经读后感：道，看不见，摸不着，闻不见，听不见，但
它确实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可以验证的。

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篇六

上课上到一半，看着窗外的大树，看着街上的行人，或者想
着什么事情，心就会飞到别出去，那样，上课就什么也学不
到了。发呆也一样。我曾经试过，但不久就被识破。因为那
时候的我会两眼无神，呆呆地盯着一个方向。现在的我们，
和以前的我们有不同：做某事时，身边受到影响，即使是轻
微的，都足以让我们烦躁不安，甚至是分心。或许，只有那
些圣人，那些得道者才会做到吧。做到“营魄抱一，专气致
柔”对于已经懂得一些世间道理的我，已经很难了。

当我们在做某事时受到影响，或者是分心的时候，不妨想想
这句话吧。努力朝“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的方向努力，说
不定在某一天，你我就能做到。

道德方面的读书感悟篇七

函谷忽见骑牛像，心中方明是老聃。

若无一部一言道德天荒破，世事几多尽浑沌？

那令人惊叹的五千言，是一位智者思考的结晶；是一位隐士
对后世的嘱托；亦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哲学的成果！

说到《道德经》，中外很多人都曾给其写过书评。譬如鲁迅
曾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
谛。”再比如说卢川芳郎，他认为此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它给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作为读
者的我，更加切身的感受到，八十一章、五千字的《道德
经》，是章章锦绣，字字珠玑。可以说，它是一部旷世奇书！

它森罗万象，涵盖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辩证方法，包
括治国之道、处世哲学、人性修养、军事哲学、养生之道的
智慧。但是，其中给我思考最多的，还是“上善若水”。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
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
无尤。”“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致坚。”“上善若水”，
仅此一句话，便叫人体会到了水的意境、善与德的境界。

的确，“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历来是中华美德的一种概
括。低调，不争，适应，柔韧，恰似水之大智慧，水之高品
性。因此，何谓“道”？“水”即是！

水，乃生命之源，宇宙之本。万物生长，皆赖于水。水有如
此之功，却并不邀功；有如此之德，然不求回馈。她，恩泽
万物而不事张扬，惠及众生而德行谦卑。

水，不与万物争，不与事事计。人进我退，彼挤我溢，能屈
能伸。她，看开、大气、超脱、逍遥，故无诟病，少非议。

水，形易变而性难变。倒杯里而成杯之形状，倒碗里而成碗
之形状，倒锅里而成锅之形状，外形虽成了别人的外形，品
性仍然是自己的品性，放弃该放弃的，坚守该坚守的，外圆
内方，灵活自如。

水，看似无力，实则有力，表面软弱，内心坚强。坚硬易折，
柔软耐久。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以柔克刚，以软胜硬。

尽管水乃平常之物，举目所及，比比皆是，但她却蕴含非凡



智慧和品性，远非凡人所及，值得世人好好反省和仿效。

再回过头来，品味老子对于水的看法。

在老子看来，天下最大的善性莫若水，水不仅是衡量个人道
德品质的标准与处世修养的尺度，同时更体现出一种顺其自
然而与世无争的人生心态。上善若水，老子认为水是天地之
间最有善德的事物。水柔弱而不争，养育万物，无所不容，
无所不用而泽被万物；水行天道，顺自然，处卑下而不亢，
始终如一而勇往直前。

老子以水喻道；以水喻德；以水喻政。以水喻道，说的是道
的雄浑而不张扬；以水喻德，说的是侯王的虚怀若谷心怀天
下；以水喻政，说的是以百姓心为心的无为而治。不得不说，
老子思想的哲学体系是严密的。因为侯王心中有道，就会有
德，而后就能依照心中的道与德为政，而达到无为而治的高
境界了。道，德，政，此三者，是统一的，特点也是相似的，
老子找了个最为贴近的喻体，那便是水了。

道如水，德如水，政如水，一国便达到了长治久安的最高境
界。水，纯净、透明、如此简单。其实，往往，最简单的东
西却是最好的。它以无招胜有招，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写
老子所倡导的无为，是顺应民心的无所作为，是一种简单的
为政之道，也是一种最高境界的治世之道。

老子说水，他说恒道像水，玄德像水，圣王治国也应当像水。
我说，纯净如水，会收获一份纯美的结果；穿过世俗的纷繁，
会回到最初的纯净。我想，这就是老子“上善若水”的处世
哲学在如今的现实意义吧！

“上善若水”堪称我们的座右铭！

一句“上善若水”，使《道德经》更多了几分玄妙外的灵动。
水映《道德经》，万古英灵智慧开。俯览人间多少事，至今



思圣人，函谷关口，一片紫气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