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道德故事读后感 道德经读后感(大
全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
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道德故事读后感篇一

《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
的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
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由“道”、“德”两部分的论述组
成的。

我理解的，道德经的“道”并不只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
更是个体修行即修道的法；“德”也不只是我们通常以为的
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应必备的特殊的世界观、方法论
以及为人处世之方法。二者相辅相成，若能合二为一，则
能“修道”成功。

《道德经》“德”的部分，我觉得，并不是仅仅理解为为人
处世的方法、治家的方法、治国的方法……其实，这也是老
子在教给人的修道的方法。德是道的基础，道是德的升华。
如果没有德的基础，为人处世、治家、安邦治国，很可能都
失败，那他也就不可能再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一者
是为修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可能也是人所共需的；另
一方面，修道者更需要拥有宁静的心境、超脱的人生，这也
即是“德”关于仁义、礼信的论述。

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会舍德而求道，不亦舍近求远吗？不修
德，又怎么会得“道”呢？读过《道德经》，我又查阅了资
料，发现，《道德经》又有一说法为《德道经》，即德在先，



道在后。我想，这也符合老子淳德归道、全德复道的本
意。“德道”除了有道德的内涵，更寓意明德归道、以德养
道的深刻意境。

仅是浅略的阅读两遍《道德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窥得其
道，甚至不得皮毛。如同林语堂曾讲过的——“我觉得任何
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
然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现在很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
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自己就是如此。”希望自己
能够坚持学习《道德经》，修德明道。

道德故事读后感篇二

《道德经》一书是老子的著作。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它
向人们诠释哲理。从古至今它影响着无数的炎黄子孙，并且
带着中国古文化的精髓走向了世界，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元素。

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在努力的学习，不停的前进，也许
身心具疲，却不敢放慢脚步。把本应属于我们的快乐丢失，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常人之道，只为求功利之名。毕竟我们
只是沧海一粟，所以我们选择了必须走好我们自己的道，在
途中少留下一些遗憾吧！

道德故事读后感篇三

老子《道德经》是一部灰常好的中华瑰宝，蕴含了丰富的人
生哲理。还记得小时候跟着他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出自何处，更别说是什么意
思了。时过几载，再次看这部道家代表巨作，虽然还是不能
完全理解，但是至少有一些些自己的感想。

《道德经》提倡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千百年来，上至帝王
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这部人类文明史上的智慧宝典
中汲取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髓。当今社会科



学发达，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殷实，
而精神财富却越来越贫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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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找到自己的人生准则，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静心是安心工作之本。人们的心境达到
虚静的状态，才会时刻保持谦虚谨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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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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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妄为”
才能更好地有所大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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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起家庭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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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常处于静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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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扣人心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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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实是佩服佩服！再加上一些经典
事例，点睛之笔，妙笔生花，意境深远，照应前文，升华主
题，把作者自己要表达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人无限感
动和惆怅，有浑然天成之感，实乃文章中之极品，古文中之
绝笔！

道德故事读后感篇四

智者见微。应该说，真正影响我们命运的，常常是我们视而
不见的`细微。古训曰：“司命者，微名也。”现代社会管理
学认为，心态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

以一例示之，此前在商场购买儿童床，品牌货，价格为国内



之最。然而，送货比约定迟了五天，商家解释说“我们也不
想这样”。安装时最主要横板发错货，厂家说没关系只需要
再送过来。妻子发现床柱有轻微裂痕，安装师傅解释
说：“安装完就看不见了”。

听完解释，我笑了，叫妻子不要再寻找其他瑕龇，最后检查
一下有无安全问题即可。不是我不想要好货，而是我明白有
些人每天忙着找理由解释，又或指责别人的不是；另一些人
则忙于表现能力和超越自我，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其实早
已注定。因此，妻子与之争论的结果也已然可以预料。

道德故事读后感篇五

《道德经》阐述了老子的主要思想，主要由“道”、“德”
两部分的论述组成的。道的部分是老子关于道的论述。德的
部分是老子关于仁义、礼信的论述。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在首章首句就阐述得非常清晰明显，气势磅礴：“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
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把天地万物之
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他认为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
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
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
的东西。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
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
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
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
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道是一
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道”
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
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
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
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
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老子眼里，道为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不是指具体的事
物而言的，而“德”为具体事物生的原理。

在老子看来，德是道寓于具体事物的表现，也就是说德是物
体从道那里得到，而可以成为事物的原理。“道生之，德畜
之”，这句是老子对于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老子看
来，物体的具体表现是“形”，而物体之所以可以成为物体
本身，是道德两者作用的结果，也是自然作用的结果。

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很有其独到性。现在看来有些观
点很幼稚，但在当时的背景下，称之为高瞻远瞩也不为过。
他的一些阐述，让人很容易看清他思想中最核心、最重要的
东西。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
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
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
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
认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
的行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
指的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
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
意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与之相对的，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
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
老子称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
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
胜”，这样的论述。



老子在为人处事的做法上的观点跟孔子的不大相同。

他认为，因为一个事物的发展至极点，必然会向其反面发展
变化。所以要能维持它的发展而不至于变为它的反面，就必
然要先了解它的反面，在发展过程中不让其到达极点。有人
说老子的哲学是强人的哲学，他教导强者要收敛光芒，以弱
居之。这是老子正反两面会互相转换的理论的运用。如三十
六章云：“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
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自居于弱势、静态而保持一种弹性，促使敌对一方向膨胀、
夸张发展以至成为脆弱，即产生盛衰的对转，这确实是看得
很深。

老子强调“不盈”、“不争”、“致虚极，守静笃”，“柔
弱胜刚强”。老子的这一原则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即不
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老
子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说，学习知识要积累，
要用加法，步步肯定；而把握或悟“道”，则要用减法，步
步否定。老子认为，真正的智慧，必须从否定入手，层层除
去表面的偏见、执着、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也就是
说，面对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
理；再进而层层追寻真理之内在本质。

老子对仁义、礼的见解跟孔子大相径庭，完全不同于儒家学
派的观点。《道德经》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
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是
说：大“道”被废弃之后，才有所谓“仁义”。出现了聪明
智慧，才有严重的虚伪。家庭陷于纠纷，才有所谓孝慈。国
家陷于昏乱，才有所谓忠臣。《道德经》三十八章说：“故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
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但不是说老子视就反礼，因为礼
有形式与内容两个层次，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即反对
形式复杂的礼仪条规。



在老子看来，我们所讲的仁义和伦常，都是因为“道”丧失
的结果。而且只有在大道荒废、国家混乱和家庭不和的时代，
仁义礼法才会成为社会的需要。所以老子认为应该废止文明
和仁义，从小康社会回到“大道之行也”的“公天下”时代，
即没有邪恶，不需要道德规范制约人们行为的，真正充满道
德、仁义、孝慈、信义的小国寡民时代。小国寡民的社会是
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式，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乐其俗”。

此外，我还总结出了老子关于政治及社会哲学的一些看法。

《道德经》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在政治方
面，《道德经》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
包括种种文化礼仪来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
态；关于人生态度，《道德经》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
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道德经》所推重
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因为物极必反的规律，所以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如果太过于
强调某一反面，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老
子所主张的政治哲学和行事方式的.核心是“无为”。即注重
于取消一切导致混乱的源泉。以无为为之，以不治治
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在老子看来，“无为”是圣人“治天下”、“取天下”的基
本原则。老子提倡“无为”，其形上依据是“道常无为而无
不为”，其现实政治理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
则无不治”。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发的。老子认为，“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无为”也指感物而动，
遇事而为，事先没有设想要做什么事。

老子的“无为”，由于是针对“有为”而提出来的，因此容



易被人理解成“无所作为”、“不为”，将无为视作政治上
的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是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无
为。“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行为方式，其基本特征
就是“因其自然”。而“因其自然”，指的就是顺应事物的
自然发展趋势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自然就是事物不假外力
而自己如此的状态。“因其自然”的“因”，是因循、沿袭
的意思。因循的前提是要承认和肯定事物的自然发展趋
势。“因其自然”思想也反映了古代农民的普遍愿望。在政
治上，“因其自然”的主旨是希望帝王顺应民心、不要刚愎
自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对
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当然“因其自然”的思想也有消
极的一面，如果太过因顺自发的行为没有很好的规范管理，
社会也会变得很混乱，缺乏秩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
“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
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
解有一定的作用。

《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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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故事读后感篇六

《道德经》里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意思是说，政府的政策稳定、开明，人民就安居乐业，民风
淳朴；政府的政策要是经常变化，就会使人民变得狡诈，人
心变得自私自利，社会诚信缺失。在第十七章中，老子认为，
好的政府不会乱发使令，人民只知道政府的存在，取得了业
绩，只会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和政府没有关系。政策的
多变，会造成政府失去诚信，人民不会相信政府。

这两章内容主要阐述了政府不能随便乱发政策，要“贵其
言”。政策的多变使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人民对政府的话产
生怀疑，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诚信度降低。政策的多变会使一
些人不劳而获，别的人就会学他的`样子，期待政策有所变化，
对自己产生利益，社会因此变得浮燥，人民没有了长期奋斗
的目标，急于求成，急于利用当前的政策为自己谋利，生怕
政策变化让自己的目标落空。

老子的这种思想，在唐代得到柳宗元的传承和发展。柳宗元在
《梓人传》中，认为治理国家，应当像盖房子的工头一样，
只需用尺子、规矩和墨斗划出高低、长短的标准，让手下的
工人按照标准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做不好，批评或是辞退
他，他都不会有怨言。不能事必亲躬，处处向手下的人炫耀
自己的本领，代替手下人工作。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柳
宗元提出了，治人要像养树一样“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为官治民如果“好烦其令”，看起来好像很爱惜人民，政府
不停地想办法颁布新政策，人民不停地揣磨政策变化的方向，
结果却使政府和人民都觉得很困苦疲乏，社会并不能安定兴
旺。

道德故事读后感篇七

道德经应该说分红上下两部，上部道，下部德。（长沙马王
堆出土过上德下道的版本，不过公认是上道下德）



依照这种划分，我们来分开来看它。

道，也就是天道，是自然的规律。

它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易",也就是变易的意义，道德经第
一句就这样说，"道可道，非常道",能够说出来的道，也就不
是"常道"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易"的规律，所谓"易"的规律，就是"道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句话的大致意义就是，万物都
是逐渐生长，但是"物壮则老",便要慢慢消减，于是又回到了
它的初始状态。

且不说老子写这部道德经上部道经的目的就是论述道德规律，
下部德经则主要讲的是人之道，也就是如何将天道应用于人
事？我们就不难晓得。其实老子写道德经的偏重点便是落在
下部德经上面。

读了《道德经》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来自于心灵深处某处
的弦被触动，."天长日久。天地所以持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义是说天长日久，天地之所以能持
久，是由于它们不为本人而生息，自但是然的存在，所以才
干持久。所以说圣人把本人置于后，反而遭到推崇，把本人
置之度外，反而保全了本身。这不正是由于圣人不自私吗？
所以才干构成就了他本人。但是仅看当今社会，能做到将本
人置之度外的又有几人呢？寥寥可数，高速收缩的经济时期，
让更多的人在利欲面前失去自我。不得不说，这是社会的可
悲，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道德经》仅小小的五千字，可只需你用心去读去了解，你
会发现当中的道理我岂是区区五千字便能概括的'。

老子注重人的无为思想，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涵养，是辩



证的。向社会推行无为，有助于国度的稳定，但假如站在历
史开展的高度，片面的无为是无助于人类的进步的，所以关
于当代的青年人了解古代的无为论应该以辩证的办法，一分
为二的对待，"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无为
思想用在为人处事的观念上来看，便是对人宽容。"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对人宽容。"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