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哲学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心得体
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
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哲学心得体会篇一

中国哲学概论是一门借助于历史和文化背景，探索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的学科。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我对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将从五个方面阐述我对中国哲学
概论学习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学习中国哲学概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和强调人的
关系，注重和谐、均衡的发展，而西方哲学则更加注重个人
的理性思考和个人自由。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使我对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
深刻体会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强调与社会和谐共处，追求
完美的境界。

其次，学习中国哲学概论让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自省。中
国古代哲学思想强调反思和自我修养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孔
子的“修齐治平”和庄子的“道”等思想，我意识到人的内
心修养和道德品质对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只有在个人的自身
修养和道德品质得到提升的基础上，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与
发展。因此，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人生价值，并努
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第三，学习中国哲学概论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
独到之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注重“仁爱”和“仁心”，强



调为他人着想和关爱他人。这种关注他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
人类情感和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还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
和相互依存。通过学习这些智慧，我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独
特的文化魅力和价值观。

第四，学习中国哲学概论让我对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有了更
多的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它以
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丰富的内涵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色。通
过学习中国哲学概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骄傲有了
更强的认同感。我深深悟到，只有通过对自己文化的学习和
传承，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最后，学习中国哲学概论让我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多的
思考。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深刻而丰富，它蕴含着丰富的智慧
和独到的见解。通过学习中国哲学概论，我对未来的学习和
研究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希望能将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与现代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传统智慧在当代的应用和发
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学习中国哲学概论，我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了更加全
面的认识。我学会了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人生价值，开始
注重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品质。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的智慧与独到之处，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同。
此外，学习中国哲学概论也让我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多
的思考和期待。这门课程让我得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开启
了我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之路。

中国哲学心得体会篇二

这些天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才发觉原来自己对中
国的哲学思想一窍不通.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从这只有300来
页的书本里看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在中华上下5000千年的历
史的发展脉络.



冯在着本书里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儒家,法家,道家,名家,
墨家~~~其实我也不清楚怎么去说,哲学的东西真是好难懂啊!
不过他的这本书已经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了.是我看到过的哲学
书中最好读的(虽然没有看过几本,呵呵~)

在这本书的第一句: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
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中
国哲学在重要性.

从这本书了解了八卦的由来,各个思想学派的发展历史,各个
学派中的代表人物.中国的哲学的精神,儒家文化何以在中国
能有如此的地位,自我感觉各家的思想就是一个相互吸收和借
鉴的历史,不知哲学是否都是形而上的,或许哲学就是这样吧.
我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想都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各方面的
条件的影响,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哲学思想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有意或无意地随着发展.

书上也说了些东方的哲学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的差别,毕竟
两者的物质,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基础不同,所以理所当然地
有差别.但是两者都是人类的优秀的文明的一部份,如果能把
两者优秀的成分相结合利用,正如本书上所说的中过哲学上负
的方法和西方哲学正的方法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虽然自己简直就是没有水平,但是还幻想达到抛砖引玉的效
果!希望大家能体谅,或许当我看这本书第二次的时候会有所
感悟!

中国哲学心得体会篇三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邃
的思想，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习中国哲学概论的过程中，我深受启发，对中国哲学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本文将从“传统中国哲学的核心概
念”、“中国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中国哲学与当



代社会的关系”、“中国哲学对我个人的影响”和“中国哲
学的独特之处”五个方面，来探讨我在学习中国哲学概论中
的心得体会。

首先，传统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于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有
着重要影响。传统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包括“道”、“德”、
“命运”等。对于中国人来说，道是指宇宙间最高的原则，
是一种超越个体的道德准则。而德是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基本准则。另外，命运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
概念，它强调人类的命运是由天命和个人努力共同决定的。
这些核心概念的存在，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中注重和
谐、平衡、奉献的价值观。在我个人看来，这些核心概念在
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规范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中国哲学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哲学强
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在传统中国哲学中，
强调了与自然相处共存的智慧和方法。这些方法和智慧反映
出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使得中国人能够更好地应
对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同时，中国哲学也强调了人与社会
的和谐关系，在社会实践中，中国哲学提供了诸多治国理政
的智慧，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于当今社会，中国
哲学的这种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借
鉴和启示，引导人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

然后，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也需要我们思考。在现代
社会中，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哲学面临着新的
考验和机遇。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中国哲学面临外来思想的
竞争和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更
多传播和理解的机会。在我看来，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哲学所
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智慧，既要积极吸收借鉴外来思想，又要
保持自身特色和独立性，推动中国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与交流。



此外，中国哲学对我个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哲学强
调的“道德修养”和“明心见性”的思想，让我认识到人类
生活的真正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帮助我
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
中国哲学中追求和谐、平衡的思想也使我在面对问题和困扰
时能够更加冷静和理性地进行思考和选择。学习中国哲学给
了我许多启示和指引，让我更有底气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的挑
战和困难。

最后，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内涵。
中国哲学不仅有富有内涵和意蕴的传统思想，还有包括佛教、
道教等在内的多种思想流派。这种多元性既体现了中国哲学
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种独特之处使得中国哲学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和广泛的应
用领域，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通过学习中国哲学概论，我对中国哲学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和体会。传统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中国哲学在社
会实践中的作用、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中国哲学对
我个人的影响以及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这些方面都对我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中，我将进
一步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和思考
中，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哲学心得体会篇四

曾听过这么一句话，至今仍觉得妙不可言——“文学是用于
通情的，史学是用于明故的，哲学是用于达理的。”

写史易，写简史难。一部《中国哲学简史》，那就是一种成
竹在胸的从容不迫，一本小小的册子后面有冯友兰先生多少
年的学问和人生经验垫底。本书不枯燥，不高深，细细品味，
心中那几分迷茫渐渐拨开了云雾，透出了些许的曙光，平添
了几分理智。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前面说过的“哲学达理”。



这本书的最后，冯友兰先生将人生的境界划分为了四个阶段：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从其解释的字
里行间透露出的哲理，给人以无穷的人生启示，对于人的修
身养性、达理明智有着积极的启发。虽然不能说读了此书就
可以将个人的人生境界提高到“天地境界”，但是，当沉浸
于此书时，恍惚间有时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天地境界了。
“无所为而为”、“无为而无不为”、“太一”、“在形象
之外”，所有的一切都萦绕脑海中。

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
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王国
维先生是在研究古代文献之后的感悟，与此相同的，冯友兰
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也是以古代文献为基础的。对于这
本书，喜欢思索人生的，喜欢禅、道、儒家道理的，可以作
为哲学来研究，并有所收获。对于那些累于哲学之人，本书
也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品读。本书语言简洁而不失生动，更
为重要的是，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因而完全可以当
成一部研究文化史实的书来读。

同时，这本书在相关的中国哲学命题上还同西方哲学的相关
之处进行了联系和比较。

中国哲学心得体会篇五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我刚看到
《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时却没有什么感情。书的封面是米
白色，上面有金色的“冯友兰作品精选”七字，很普通，给
人的第一感觉是宁静，平淡。书在手里没有什么感觉，就匆
匆放进抽屉，直到阅读课时才拿出来，当时记得还是现场拆
封面。

读这本书的最初感觉是无聊，可以用“好看的想让人睡觉”
来形容。书里面有一些是引用古文，没有给你注释，让你自
己思考，第一次看着差点睡着了，并没有沉浸在书中的海洋



里。就像生物老师说的：“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认识，都拼在
一起你便不知。”哲学也是这道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本
书，感觉很陌生。

渐渐地，我进入书的境界中，慢慢的融入在书中，书中有许
多的精华，你唯有“啃读”才会知道其中的意蕴。读完书才
明白“啃读”与“悦读”不同，读过这本书与没读过这本书
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哲学”的知识，可以丰富思维，增
长见识，让人更加智慧。书中有很多历史知识等，读起来也
别有一般滋味。哲学就像物理一样，在生活中处处可见，都
以不同形式与时代、社会、政治、人生联系在一起。

书中的许多观点令我佩服，就像书中所说的：“哲学不仅是
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是生命的体验。”它告诉我们需要结
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用新的眼光来认识哲学。在宇宙间，万
事万物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我们应顺应自然，明白宇宙的每
一事物存在的缘由。

要说不喜欢这本书那是不可能的，议论中夹着少许的描写，
内容显得并不太枯燥。但因为书中还有许多古文，看不懂，
爱恨有加。书中讲述了许多哲学，儒家、道家、法家……不
止国内的，还有国外的，甚至贯穿整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哲学是什么？一切源泉来自哲学，这本书有太多太多值得我
们谈论的东西。例如：“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像一面明镜。
”这句话警醒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磨砺得像明镜一般，时刻
提醒自己不犯错误，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被心中的贪婪
所迷惑。

书中精华太多，多得我们都不知从何处说起；哲学的应用范
围太广，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简直无所不包，是
天地间最大的学问，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