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的感悟和心得体会 道德经章感悟
心得分享(精选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体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
断提升自己。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道德经的感悟和心得体会篇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
部经典作品——《道德经》中的一句话。《道德经》像一束
阳光，把万事万物的.奥秘和为人处事的规律照得明明白白，
让我心中豁然开朗。

《道德经》告诉我，要尊重事物的发展变化，并注意之间的
转化，并难得可贵地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对待自己的人生，以
及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好自己的生活。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长久。”这句话告诉我们：过分私爱必然要有重大的耗费，
太多收藏必然会有厚重的损失。以前，我从不知道知足，嫌
自己的衣服不够名牌，用的笔不够漂亮，嫌妈妈不够优雅，
嫌爸爸不是老板……读了这一章后，我明白了要知道知足。
衣服虽比不上一些同学的名牌，但是是新的，而且很好看，
我每次穿着到农村，农村的孩子们总是围着我看不够。而我
用的笔从不妨碍我做作业，考出好成绩。爸爸妈妈用他们的
劳动所得让我丰衣足食，周末陪我爬山捞鱼，还能根据我的
意愿，出钱让我学钢琴、唱歌，打乒乓球……可见，我生活
是多么幸福，我早就该知足了，于是，我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开始知道满足了，突然发现，我原来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



“轻则失根，燥则失君”告诉我，办事不能轻率浮躁，否则
就无法办成事情。就如去年我准备参加钢琴考级，刚刚开始，
我还没有一个音符一个音符仔细弹清楚，我就急着用考级所
要求的速度去弹快速的旋律，快是快了，可惜一弹快音符就
像被揉成团，乱成了一锅粥。当我看到这一章《道德经》后，
发现我弹琴过于草率，我原来的意图是希望自己能快些达到
考级所要求的速度，可是因为轻率，急于求成，把曲子的旋
律都搞乱了。我静下心来，重新谨慎地把这些音符慢慢“整
理”好，很快，曲子就像样了，慢慢地速度也上去了。终于，
我通过了考级。我从心里感谢《道德经》，它教会了我做事
不要急于求成，要按照规律，踏踏实实努力，才能达到目的。

“无为而无不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均是《道德经》告诉我的道理，让我渐渐明白了我该怎样对
待我的人生，该怎样对待我身边的事物。

道德经的感悟和心得体会篇二

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文章，它谈论了人类共同
的根本问题——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寻找自己的
生命意义。这篇文章给予了读者很多的启示与思考，下面我
将从五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它的感受。

第一段，引出主题

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开篇的文章，
主题是关于修身成就自我的内心，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
是一篇非常有智慧的文章。它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
自己的心灵成长，把小我转化为大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
正的价值，才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第二段，论述道德经第六十篇带给我们的启示

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它告诉我们，



修身养性，关注内心，进而让自己的行为亲和大自然之间的
道，这是一个不断证明自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
的过程，要想成为有价值的人，就要不断地超越自我，改变
自己，完成自我升华和成长。

第三段，论述思考的问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总是忙于生活与工作，很少有机会反
思自己的人生态度，而道德经告诉我们说，“祸莫大于不知
足”。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总是追逐更高的目标，而是要脚踏
实地地做好眼前的事情，相信施行善良的道德行为就是一种
基本的自我标准，也是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之一，正这些启
示使我感受到了自己需要不断反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第四段，论述道德经第六十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

道德经第六十篇还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我们要用宽容的
心态去对待人生中的不如意，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轻
松愉快，也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将生命的价值发挥
到极致。通过细心去领悟这篇经典的价值观，体会道家哲学
的源头，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深厚的人生哲学。

第五段，归纳总结

总之，道德经第六十篇是一篇非常经典和有智慧的文章，它
告诉我们应该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寻求自我成长和升华，智
慧地履行社会责任，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珍惜
这篇文章，好好学习并运用它的智慧，在生活中做好每一件
事情，让自己的生命获得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道德经的感悟和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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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的感悟和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道德经是中华传统智慧的精髓，一直以来都对我有
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和研读道德经，我开始思考人生的真
谛，探索道德的力量，同时也更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下面，我将分享我在研读道德经时所得出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道德经强调了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告诉我们
应该顺应自然，不要强求势力与权谋。这一观点深深触动了
我，使我开始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过去，我常
常把自己与环境对立起来，努力争取个人利益。可是，道德
经告诉了我，只有和谐的关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于是，
我学会了关注他人的需求，关心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融
入这个世界。

第三段：道德经对个人修养有着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如
何做一个有修养的人，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宽容。这不仅
有助于个人的健康和幸福，也能够影响他人。我在修行道德
经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内心与外界的和谐。通过反思、冥想
和自我调整，我学会了宽恕他人的过失，保持平和的心态，
从而更好地与人相处。这样的修养让我更加自信和镇定，也
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第四段：道德经对于社会治理也有着很大的价值。它强调了
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告
诉我们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注重人民的福祉，重视道德的教
育，而不是仅仅追求物质的繁荣和国家的实力。对于现代社
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只有通过道德的引领，才能
够实现和谐的社会与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
视道德经所倡导的思想，用道德的准则来约束我们的行为，
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五段：综上所述，在研读道德经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
宝贵的体验和思考。道德经教会了我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如何修养自己，以及如何提供对社会治理的建议。它为我的
人生指明了方向，使我成为一个积极向上、有责任感的人。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道德经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未来的社会将会更加美好。让我们共同努力，成为道德经的
实践者，为实现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道德经的感悟和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备受瞩目，中国文化也一直吸引
着世界的目光。《道德经》就是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书。
《道德经》中包含着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潜移
默话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道德经》里面蕴含的内容也在塑造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论语》里面讲“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己不想
要的东西，也不要硬塞给别人，这是从反面来论证你应该怎
么对待别人，是一种“防御性”的方式。另外《孟子》里面讲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意思
是当你身居高位，或者处于优势地位时，要包容比你差的人，
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不要让人对你恨之入骨，这是中国人
的行为方式。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强调要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从《论语》到
《孟子》，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学习。中华经典中
《道德经》的作者就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学派创
始人老子。曾经老子的出生地是一个谜，为了破解这个
谜1990年以来继清代所以前贤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
得知老子出生在今涡阳县闸北镇太清宫的流星原址。两千多
年以来，在老子故里涡阳人民心田里，长期浸润着老子光辉
的智慧和思想。老子对于人类的贡献，在于他博大精深的思
想。老子思想是中国人揭示自然界奥秘的一种尝试，在中国
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系统提出了“道”，这个“道”来源
于自然，以“无”为本，以“有”为用，以“反始守柔”为
处事之方。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与无”
成为《老子》五千言的纲领。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
德经》最受世人崇仰；尼采曾评论《老子》一书说：“老子
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
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道是可以阐说的，但是并非完全等同于浑然一体，永恒存在，
运动不息的大道。无，称天地的初始；有，称万物的本原。
因此，从常无中，将以观察道的微妙；从常有中，将以观察
道的端倪。这无，有二者，同出于道而又玄妙，正是天地万
物变化的总源头。天地是长久存在的。天地所以能够长久存
在，是因为天地不为自己而生，所以能够长久。因此，圣人
把自身置于众人之后，却能得到大家的推崇而占先；把自身
置于度外，却能保存自己。不正是由于他不自私吗？反而能
够成就自己，所以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
样我们才能从《道德经》中汲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