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第六十章个人体会感悟 道德经六
章感悟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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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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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道可道，非常道”、“上善若
水”、“无为而无不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
经典名句，它们都出自《道德经》。这些智慧能量满满的文
字，渗透在中华文化中传递千年，历久弥新，哪怕随手翻出
来一两句琢磨一下，都能有所收获，这就是《道德经》的魅
力所在。

无为，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之一。历史上也曾有很多解
读认为无为的思想过于消极，是不思进取。其实，老子倡导
的无为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常人很难企及的状态，是“为”
到极致才能达到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为”
与“无为”之间的转化就像阴阳两极的关系，是辩证的客关
规律。

大家都知道，金茂上海环沪事业部有着非常好的跑步文化，
偶尔设置一些小激励，每周完成3次5km以上跑步打卡任务，
可以获取精美小礼物。从“为”的角度来看，单次5km对于
不常锻炼的人来说是需要一点毅力来完成的，如果要追求速
度，那更需要下一番功夫才行;但对于跑半马甚至全马的大神
级人物来说，完成单次5km不在话下，就像普通人走路一样，



不用刻意，轻松完成，那么这种状态就有点接近“无为”了。

又比如，我们地产开发是一个综合性很强、涉猎面很广的行
业，由于工作中交集繁多复杂，所以对流程的规范性要求也
很高。大家都走过流程，很多流程第一次走，不是因为种.种
不合规范而被打回，就是由于线下沟通不到位而导致走不下
去，有些稍微复杂的流程要反复“折腾”，刻意而“为”，
才能通过审批。读后感·随着工作熟练度的增加，我们走流
程前已经懂得做好线下沟通，流程规范也早就心中有数。这
时，走流程这项工作不再需要刻意而“为”就可以顺利完成，
这种工作状态也可以说是离“无为”近了一点。

结合上面的小案例我们更容易理解，老子倡导的“无为”，是
“为”到极致才能到达的一种境界，俗语中的“熟能生巧”、
哲学三大辩证法规律中的“量变引起质变”理论也都具有类
似的概念，这些概念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具备这种能力的
状态。

所以，《道德经》带给我们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消极不作为，
而是向世人揭示一种客关规律，对人的作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与目标——无为而无不为。

道德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关于道德问题前人有
很多思考，下面我想谈谈自己对道德问题的一点感悟。

道德与本性

关于道德与本性，先秦时代就有三种不同的论断：孟子的性
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告子的性不善不恶论。探究这三种
观点的不同主要是在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三种观点都
有片面性，但也有可取之处。

我以为论本性无分善恶，同情、怜悯、嫉妒、残暴等等都包
含于人性之中，只是有些本性更容易导向善的方面而有些却



很难。所以，道德的形成要有一个导向善的助力，这个助力
就是教育。

道德与教育

原始氏族社会是否存在着道德的意识?这个问题是复杂的，氏
族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而原始社会是以群居
为生存形态。氏族社会的首领是德律的一种权威，原始人无
鉴别的能力，有一种群体从众的心理，这正是道德的一种强
制性。而这种强制性的接受会使人在道德权威的阴影下形成
一种固守旧俗的状态。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教育，教育程度越高对道德的重视程度越
高，对道德的认识更清楚，向上的善念也会越多，从而产生
与时俱进的新道德。

道德的内在精神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对于道德的界定也不同，所
以把风俗、习惯或是外在因素作为判断道德的标准是不确切
的。虽然道德的外在充满不确定因素，但道德内在的原理与
精神是确定的，即道德要适应时代环境，道德要对人类社会
的发展有利。

情绪是推动个人道德发展的动力。孔子曾说过：“克己复
礼”，克己实则是对自我情绪的一种节制，但这种节制并不
等于完全的压抑与消灭情绪，而是要把坏情绪转化为好的情
绪。

过度的私心和欲望是道德发展的阻力。

每个人都有私心和欲望，过度的自私和欲求会破坏道德的发
展，但适当的私心与欲望是道德发展的动力。比如你现在帮
助一个人，表面上是出于你对她的同情，其实潜意识里你是



有私心的，如果当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希望受自己帮助的
人也会给予同样帮助，这是一种互助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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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这本由老子著作的经文短短五千余字，便道尽了
世间种种。其内涵丰富，语言简练，包含了很多对于人生，
对于人的自身修养的看法。人们便是穷尽一生，也难以完全
悟透其中真意。

当然，《道德经》其中蕴含的道理并没有那么简单，现实中
的对于《道德经》中的看法，是用哲学的角度来解释的。哲
学是人类理性的巅峰，是智慧的结晶。用这样的思维来解释
《道德经》固然没错，但是解释的却不够全面。人类是理性
与感性的结合，单纯的去用理性的思维而忽略感性的思维，
这在出发点上就出现了偏差。当然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并不是
说说就能达到的，这需要的是掌握一个巧妙地平行点，让理
性与感性在一个状态下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道德经》是著作于中国的春秋时代，那个时期正是对于人
自身的探索时期。所以说注解《道德经》中宇宙观的说法是
没有根据的。所以说《道德经》是研究人本身的一部经文。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里，有仙神之说。他们隐于名山之中，游
离红尘之外，可长生，可不老。只是有一颗大自在之心，与
世俗里追寻大自在、大逍遥。这些传说在现实的人来看合适
荒谬，但是在中国古老的历史里，这些传说能够经久不衰，
且不断的有人追寻着，这本身就值得思量，或许有人说是心
理作用的体现，但是什么样的心理作用能够持续几千年。这
其中或许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仙神也不一定真的不
存在，没有见过就不要否定一件事，时至如今我们都无法证
明传说的真假，那就不要忙于否定。



在道教几千年的发展来看，《道德经》一直都是其至高无上
之圣典，无数隐士，道士参悟其中，不能自拔。那么《道德
经》到底有什么魅力呢?我们可以追寻原点。隐士、道士追求
的是天道，他们是修行的。那么《道德经》是否就是指导人
如何修炼的法门呢?这有待商讨，但并非毫无道理，这是有一
定根据的。姑且这样看待，会发现经文里许多不显得语句，
能够讲得通。

有科学家提出人体内存在的隐藏潜力是无比惊人的，但遗憾
的是人们并不知道该如何激发这些潜力，这些隐藏的潜力也
就这样，基本上不会有被激起的一天。但是事情并非绝对，
这个世上是有教人如何开启潜力的法门。那就是《道德经》，
这一部经文就是教人如何开发潜力的，是教人如何沟通宇宙，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道德经》中所体现的思想之一是“不争”，当然这其中体
现了很多不同的意味，“不争”是不与天争、不与人争、不
与己争。使自己永远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以此达到天人合
一的状态。这就是不争，不争也有不刻意的意思，就是不要
刻意的追求一种状态，这只会适得其反，要顺其自然，一切
看缘分而定。正所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或许你本不应该
得到，但你强行得到，一时间你会得意。但你总会失去你得
到的，并且是加倍的失去。凡是种种，自有定数，人怎可逆
势而行。

《道德经》中所体现的另一种思想就是“不要强盛”。春，
是最有生机的季节，万物萌发，一切皆处于细微间，并不强
势。而夏，是生机最强的季节，万物生之巅峰，无可比拟。
细究两个季节，春虽不强势，却生机勃勃，一切生灵皆在生
长，有无限之可能，反观夏虽然强势，有最强的生机，但不
久之后就要走向衰败。所以说盛极必衰，这在人类世界也是
说得通的，不要追寻更强的状态，这样只会自取灭亡，而是
要保持一种并不算太强盛的状态，这样下去人类才会得到长
久的发展，才不会灭亡。



人生中有很多真谛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修行，
以一颗平常之心于红尘之中，便是修行，是修心。无所谓成
果，只是一种心态，是传说中的心如止水。不争是为争，不
求是为求。让我们在这红尘中，修身修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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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界草木的荣枯，潮起潮落，昼
夜的交替;动物界的弱肉强食;人类的演变，社会的发展，都
离不开“道”。

什么是“道”?自从学了老子的《道德经》以后，我明白
了“道”。原来，“道”就是规律。

世间万物都在遵循各自的规律不停地循环变化。令我印象最
深的是水的规律。在七十八章中有这样二句：天下莫柔弱于
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
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啊!水看起来是最柔弱的东西。如果你正确的利用它，它就
会给人类造福，但如果你要去攻击它，你还不一定能胜利。
人们说的“洪魔’’就是它。

一点点的雨露汇集成了小溪，小溪汇成江河，江河汇集成大
海。看似柔弱的水因为它的谦逊和自强不息变得强大了。水，
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无所不能克。天下没有什么能代替它。

《道德经》里还讲了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它让我懂得了只
有遵循道法，不断学习，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今后的学习
生活中，我将不断地用这句话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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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要读《道德经》，是因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
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是历代学者研究了两千年的一
部著作。就连近代大作家鲁迅都说，不读完老子一部书，不
知中国文化。读完之后我才发现，《道德经》实则为一部人
生的教科书，让我明白了很多哲理。

不看虚名看本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事物名
称虽异，但只是一种指代关系，并不能表达事物的本质。因
此人们不要执着于事物所谓的名号。企业注重员工的实干能
力，而不注重其言辞。我们学生也是一样，学习也是为了提
升自身素质，而不为“三好”。

要少说多做，静默守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话说得太多，
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困境;很多时候，知道的没必要的东西太多，
顾虑就会更多，因而妨碍自己的行动。闻一多先生有
言：“别人都是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努力学习，而不是天天喊口号。要知道，空缸震响，满
缸无声。

老子有些话说得好：“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
忧。”“圣人欲不欲。”现在学习压力大，戒贪已成为我的
当务之急，力求减少自己的欲望。

人最忌自大自夸。跂者不利，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
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自吹自擂和大跃进中的
浮夸风没什么区别，只有踏踏实实走好铺垫的每一步，才有
可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做任何事都应该服从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人类比七大自然简直是相形见绌，但是他们为了眼前
的小利益，破坏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那么明天会怎么样是可



想而知的。

人在福中不知福。因此人一定要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不知足会导致可怕的贪婪，让人忘记一切，包括
人格。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
于欲得。要懂得放弃，懂得知足，不要患得患失，要不为失
搞到悲伤。只有知足，才能常乐。

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聪明的人不自
以为是，自以为是的人不聪明。有些人肆意贬低别人，抬高
自己，这说到底，如果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就是没有自知之
明，往往带来坏的结果，害人害己。杨修因为恃才放旷，所
以引来了杀身之祸。

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化，更不会为人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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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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道;名可名，
十分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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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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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更应当从老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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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尽心扮好社会主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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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乃文章中之极品，古文中之绝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