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国学心得体会(模板7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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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学国学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入国学大学的背景和意义（200字）

作为一名学习国学专业的大学生，我经历了诸多的学习和求
知过程。选择国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不仅仅是因为国学的充满
古朴魅力的外表，更是因为我深知其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对人
生智慧的独特贡献。国学大学是一所专注于培养国学人才的
高等学府，它提供系统的国学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学习环境，
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经历了许
多独特的学习体验，也获得了深刻的学习心得。

第二段：国学大学学习的特点和挑战（200字）

国学大学学习的特点是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重视文化传
承和创新，尊重民族传统和文化多元性。这使得学习国学不
仅要学习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还要了解古代人们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以及他们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也是国学
大学学习的挑战所在，需要有耐心和毅力，不断探索和拓展
自己的思维边界。同时，国学大学学习还需要对传统文化保
持敏感和珍视，不能简单地去追求表面的华丽，而要注重传
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第三段：国学大学学习的收获和启示（200字）



在国学大学的学习中，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首
先，我意识到国学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
修养。通过学习国学，我更加关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交
流，以及人们对生活和自然的理解。这使我在生活中更加谦
逊和宽容，同时也更加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其次，国学大学学习让我更加理解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和魅力。我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不仅仅
在文学艺术上有独特贡献，更是在哲学、道德、政治等各个
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智慧。

第四段：国学大学学习的启示对个人成长的影响（200字）

国学大学学习不仅仅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有了极大的影响，
更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加有远见和开放的人。通过深入学习中
国传统文化，我学会了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并形成独立的
思考观点。我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世界，不盲目追求西方文
化，而是更加重视本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国学大学学习让
我学会了用一种优雅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而
不是盲目去追求世俗的功利。这些都对我个人成长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让我成为一个更加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的人。

第五段：国学大学学习的未来发展和展望（200字）

国学大学学习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国学大学学习也需要不断进
步和创新。未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国学大学的学习
队伍，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更好
地推广国学大学学习的理念和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尊重
中国传统文化，让国学大学学习成为一个更加活跃和有影响
力的学术研究领域。

总结：通过国学大学的学习，我收获了宝贵的知识和人生经
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同。这个过程不
仅让我个人成长，也让我更加关心社会和世界。国学大学学



习的挑战也促使我不断探索和创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国学大学学习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
个人的成就，更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学国学心得体会篇二

通过学习经典，我体会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的
力量。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支
柱和精神原动力。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使我收获颇多。
现根据个人学习情况谈一下两点体会：

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要想完善自身，只有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提升自己的德行。比如：工作中我要做到认真负责，无怨无
悔，踏实务实；凡是能够干大事的人，都是能够坐的住的人。

很多事情失败的原因，不是行动前没有计划，而是缺少计划
前的行动。要善于从自身找不足，制度切实可行的计划，立
足实际，向着眼前的目标奋进。

古为今用，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的唯一目的。学习经典，让
我了解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丰富了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
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化素养。

父母的劳动成果，热爱学习，与家人共同创造和谐快乐的生
活；真实的感受父母养育之恩，有效的培养孩子关爱家庭、
孝敬父母。

对待有困难的人，应该以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待犯了错
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去对待。在教育孩子方面，从小要教育
孩子讲礼貌，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要让孩子学会感恩，有孝
心，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经典是中国人的国粹，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我要继续



学习经典，让经典的智慧之光引悟自己的人生走的轻松而洒
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从学习经典开始，接续经典薪火，
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学国学心得体会篇三

国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一直以来都占据着重要
的地位。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有幸能够在大学期间接触国学，
并深入学习其中。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通过学习古代经典，如
《论语》、《尚书》等，不仅收获了知识，也感受到了国学
的独特魅力。下面我将分享一下我在大学国学学习中的心得
体会。

第二段：国学的独特魅力

国学是一种渊博而独特的文化系统，其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学融汇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为
我们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其次，国学注重
人文关怀，关注人们的思考方式、道德准则和社会责任感。
再次，国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儒家的仁、义、
礼、智等价值观念，对于塑造人的品格和提升社会道德有着
积极的作用。最后，国学的学习不仅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
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还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

第三段：学习国学的硬课和技巧

学习国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需要一定的毅力和耐心。在大
学学习国学时，我总结出了一些学习的硬课和技巧。首先，
了解国学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真正理
解了国学的内涵和精神，才能够深入学习、加深体会。其次，
要注重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和理解，这是学习国学的基本功。
大量背诵和默写是帮助深化理解和记忆的好办法。此外，互
动学习也是提高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讨论、辩论
和写作等方式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和碰撞。最后，实践是学习



国学的关键，要注意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如注
重品德修养，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并关注社会发展问题，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第四段：国学学习的收获

通过大学国学学习，我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收获。首先，我对
中国古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了更高的认同感，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这一文化。其次，
国学学习培养了我的思辨能力和思维深度，帮助我更好地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此外，国学学习也提高了我的文化素养
和审美能力，在面对各种文艺作品时更加独具慧眼。最重要
的是，国学学习为我提供了一个道德和品德修养的指南，使
我更加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修养人品，使我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提升。

第五段：总结和展望

大学国学学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通过学
习国学，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培养
我们的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和道德品质。同时，学习国学也
是培养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未来的学习
中，我会继续保持对国学的热爱，不断学习、思考和实践，
以更好地发扬国学的精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学国学心得体会篇四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科技兴。高科技人才是引领科技
创新发展的关键“变量”，只有在扩大“增量”、提升“质
量”、盘活“存量”上下功夫，才能真正抢占科技创新发展的
“制高点”。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



技术产业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我国高科技人才的增
长速度远远滞后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高新技术产业
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为此，要进一步扩大
高科技人才“增量”，使人才增长速度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速度相吻合、相协调。要切实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
领军企业在育才、引才、聚才中的主导作用，深化校企间合
作，实施高科技人才开发工程，共建高科技人才孵化基地。
要充分利用项目招标引才、岗位特需引才、海外筑巢引才、
亲情乡情引才等途径，加强高科技人才地区间的交流互动，
积极探索引进国内外“高精尖”人才新路径。

本次大会上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那就是“高水平”，例如，
要“着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要“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当前，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
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在这一
过程中，人才是先导，更是关键。而高科技人才队伍质量的
优劣，直接决定了能否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这一“愿景”。
为此，要着力打造一支整体素质高、专业能力强且具有改革
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队伍。要紧扣科技发展和产业转型的
实际需要，聚焦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层次结构、性别比例、
地区分布等方面，加强研判，统一规划。要进一步严明高科
技人才准入门槛，划定高科技人才职称评定标准，充分发扬
高科技人才“传帮带”制度，为提升高科技人才队伍整体质
量提供基本遵循。

高科技人才不仅要“引进来”，更要“留得住”。当前，高
科技人才流失依然是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
此，要进一步盘活现有高科技人才“存量”，通过出台住房、
户口、薪酬、补贴等优惠政策，为高科技人才大有所为、大
有作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创新人才评价体系，在人才
评价上，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
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要赋予高科
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积极推行实
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要坚决杜绝人才管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让高科技人才
从“迎来送往”和不必要的应酬中解放出来，让真正能做事、
做成事的人“大展拳脚”，让真正敢于创新的人无“后顾之
忧”。

学国学心得体会篇五

学习国学心得体会要怎么写，才更标准规范？根据多年的文
秘写作经验，参考优秀的学习国学心得体会样本能让你事半
功倍，下面分享【学习国学心得体会优秀3篇】，供你选择借
鉴。

通过学习国学，我体会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的
力量。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支
柱和精神原动力。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使我收获颇多。
现根据个人学习情况谈一下两点体会：

一、学习国学提高了自身素养经典的力量能震撼人心，它能
启迪思想，开阔文化视野。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要想完善自
身，只有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提升自己的德行。比如：工作
中我要做到认真负责，无怨无悔，踏实务实;凡是能够干大事
的人，都是能够坐的住的人。

很多事情失败的原因，不是行动前没有计划，而是缺少计划
前的行动。要善于从自身找不足，制度切实可行的计划，立
足实际，向着眼前的目标奋进。

二、学习国学丰富了我做人的道理

古为今用，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的唯一目的。学习国学，让
我了解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丰富了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
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化素养。



通过学习国学，让我明白对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应该以感恩的
心去对待，包括听父母的话，尊敬父母和其他长辈，关心体
贴父母;珍惜父母的劳动成果，热爱学习，与家人共同创造和
谐快乐的生活;真实的感受父母养育之恩，有效的培养孩子关
爱家庭、孝敬父母。

对待有困难的人，应该以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待犯了错
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去对待。在教育孩子方面，从小要教育
孩子讲礼貌，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要让孩子学会感恩，有孝心，
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国学是中国人的国粹，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我要继续
学习国学，让国学经典的智慧之光引悟自己的人生走的轻松
而洒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从学习国学开始，接续国学薪
火，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论语》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教育遗产，使我们的心灵有所启
迪，有所收益。只有用心去读，认真品味，才能洗净内心的
污垢，净化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做一个实实
在在的好人。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而不思考，
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学
习就要掌握技巧，也不是死学要与世界上的万物联系在一起，
古人说的好“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无止境的。多观察、
多吃苦、多研究学识是不断深化人的精神。三经里说
到：“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国在很久前
就十分注意教育，人在失败中长大，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不为
人知的故事，《陈平忍辱苦读书》、《陆羽弃佛从文》、
《少年包拯学断案》、《万斯同闭门苦读》这些伟大人物都
经历了艰辛、寒窗苦读圣贤书、辛勤学习才得到这番作为。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说，广泛地熟
读典籍，复习所学的知识，进而从中获得新的领悟，又能努
力吸收新知识以求融会贯通。是呀，也许我们买来的书，有



些人只看一遍，就把它丢弃在一旁了。其实，书中的奥秘之
处不是一遍就能看出来的，你得看五遍、六遍，甚至一百遍，
每一边吸收的知识都是不同的，俗话说的好：“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以诚待人，以信取人，是我们中华民
族最为优秀的传统之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诚信是一种人人必备的优良品格，一个人讲信用，就
代表他讲文明，讲诚信，处处受欢迎;不讲信用的人，人们会
把他当成空气，忽略他的存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讲诚
信。如果人不讲信用，在这社会上就不会有他的任何一处立
足之地，什么事都做不成。讲诚信，不是说说这么简单，很
多人都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讲诚信，在商场上的竞争
也就都不会存在了。在生活中，我们并不缺什么，就缺了人
心、诚信。我们要讲诚信，因为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

学了《国学》，我懂得了许多，体会到了无穷的知识。人的
财富不是金钱，而是知识与诚信。古人为我们创造了无止境
的知识，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下去，让这笔“财富”在历史
的舞台上熠熠生辉。《国学》是世界的瑰宝，他教会了我们
一切，它是历史的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骄傲。

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华永远
值得我们发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可不从国学启蒙开
始。通过学习国学，可以让人明白许多人生道理，如对自己
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有困难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
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去对待可以说，国学
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生方向的一个指南针，在
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为你指出正确的方
向。

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可以在经典国学的长河里凌波;可
以在国学经典的宝库里采撷如花的词语，构筑我心中最美好
的教育诗篇;可以用心中的最美的画笔描绘一幅幅山青水绿欢



声笑语的画卷;可以用凝重的深情，唱出我心中最优美的教育
赞歌——“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国学经典自有一方天
地，让思想自由驰骋;国学思想使人美丽，成就清新的高尚人
生。把国学精髓运用到工作、生活实际，指导其人生观、价
值观，发挥修身养性之功效。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著作中，
《论语》一直闪耀着特别的光芒。人们面对着来自工作生活
等方面的压力，竞争越是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调适与
他人的关系。《论语》中娓娓道来，轻轻拂去你心灵的尘土，
教会你做人的道理。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不管多聪
明能干的人，离开他人的帮助，是难有建树作为的。一个人
只是一叶“舟”，而众人才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
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欲修
其身，先要获得完善的知识，只有用知识武装自己，完善自
己，提升自己的德行，才能再谈家国天下。正所谓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打算，在没有实现之前
一定要先把眼前的做好。知识能够让你更懂得怎么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去完善。比如;在工作中，我们要做
的不是发怒不是指责，要从自身找不足，或是制定一个短期
和长期目标，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能够时时的看到，这
样你就能比较容易的实现目标。

国学经典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国学经典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等内容都有着十分系统的论述。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传诵着中华
文化的观念文明。它就像一根坚韧纽带，将形形色色、方方
面面的中华文明之珠串连在一起，滋润着中华物茁壮成长，
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和风貌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优秀的思想文化已超越时空界限融入世
界文化和现代文明，在国学各个学术流派存在的著作中，我
们可以看到许多充满人文智慧和写信人生真谛的论述，其敏
锐的观察、合理的推定、经验的告诫，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



之本，更是一国安邦济世之基。作为中华子孙，我们有责任
将中华民族这笔精神财富吸收和传扬。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的文
化内涵。总的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还是很有见
地的，尽管其教育思想带有很强的阶级色彩，但对于学习方
法，教育方法以及一些教育规律方面的阐释还是值得我们反
思和借鉴的.今后，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中的智慧
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

学国学心得体会篇六

在大学期间，我有幸选修了一门国学课程。国学作为我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通
过学习国学，我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的重要
性，也体会到了国学学习的真谛。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
大学时期是我们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融入社会的开始。
只有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发展和变革，更好地树立自己正确的价值观。传统文化还能
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让我们更加自豪地展示我们的文
化和传统，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深邃的中国。

第三段：国学学习让我明白的道理

通过国学的学习，我深刻明白了人的修养和人的品格对一个
人的重要性。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
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处世之道。只有我们融入到社
会中，让自己先变得更加完善、持有高尚的品质，才能更好
地成就我们自己，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他人所需要。



第四段：国学学习的益处

国学学习有着很多明显的益处。首先，国学学习能够提高我
们的思维素质和文化素养，为我们学习其他学科打下坚实的
基础。其次，国学学习能够培养我们的审美能力，让我们更
好地欣赏古典文学和艺术作品。此外，国学学习还可以让我
们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弘扬传统价值观，对于塑造我们的
人格和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五段：国学学习心得总结

通过一学期的国学学习，我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也更加坚定了学习国学的信心。国学学习不仅仅是一种知识
的学习，更是一种修养的培养。通过学习国学，我逐渐明白
了什么是真正的修身养性，也明白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修养的
重要性。国学学习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
让我更加自豪地敬爱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总之，国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学国学学习正是我们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重
要途径，也是我们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必经之路。通过国学
学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的重要
性，更好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他人。
让我们共同努力，学好国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国学心得体会篇七

国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瑰宝，传承国学有利于
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使人们共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接
受教育，提升境界。

通过诵读国学经典文章，让我在这很美好的春天里感受别一
样的情怀。古代的诗人们也写了不少赞美春天的诗呢!我知道



不少呢!比如说《咏柳》、《早春》等等。《咏柳》这首诗抒
发了作者对于春天的赞美之情，借柳树来抒发春天的美。其中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句是把二月的春风
比作了剪刀，多恰当的比喻啊!

我不仅了解了春天的诗歌，而且也学到了不少夏天的诗歌呢!
就说《小荷》吧，诗人把初夏到来的时候写的惟妙惟肖。荷
花刚开始的时候在诗人笔下变得更美了。“小荷才露尖尖
角”就是荷花刚刚开的时候样子。

夜晚来临，月亮也随之出来。让我们来看看诗人中的月亮是
怎样的吧。《中秋月》、《关山月》这些都是描写月亮的诗
歌。让人感觉到空中皎皎明月的美丽。

总之，诗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绚丽的奇葩，他的无穷
魅力值得我们长久而深入的探究。

这几日我又将《道德经》反复观看数次，觉其精妙之处堪称
一绝。《道德经》乃春秋老子所著。老子姓李、名耳，字伯
阳。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人氏。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至公元
前480年，曾经官拜周朝的守藏史，晚年出关赴秦讲学，死于
扶风。老子是道教的开山鼻祖，被尊称为“上清真人”“太
上老君”。

《道德经》全文五千余字，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道经”，
下部分则为“德经”。《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
哲学著作，该书充满了哲理和智慧，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
自然之灾祥、国政之兴衰、植物之枯荣、动物之寿天、家道
之祸福以及内圣外王之道、强兵攻战之术、富国安民之法。
因此，《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王，老子更是被奉为中国哲
学之父。

《道德经》之上篇“道经”开头说：“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



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缴。两者同出，异
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在这里，老子破天荒的提出
“道”这个概念，他认为“道”即是宇宙的本原和实质，也
可为原理、原则、真理、规律。“道”分有形、无形两种端
别。无形，乃天地浑浊初分之元气。有形，则为宇宙众生万
物产生之命脉。“无，观于妙。有，观于端。”宇宙万物都
是遵循“道”的规律而发展的。“道”产生了天地万物，但
它是不可以用语言说明的，而是非常精深奥妙，这就需要无
形到有形的一个过程。

《道德经》下篇“德经”则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
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则攘臂而扔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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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乱之道。前识者，道之
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
其华。故去彼取也。”老子在这里说，“道”的属性表现
为“德”，凡是符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
则是“无德”。“道”和“德”不可分开，但是又有所区别。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此乃孔德。“为天下溪，常德不离，
复归于婴儿”此乃常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此乃玄德。此三德“孔德”“常德”“玄德”当
归属于“上德”，其合乎与“道”。

阅以其书，“目”“心”“胸”顿然大开，使人神清气爽，
居于“道”“德”之上，忽觉尘世之“恶”“卑”“贱”如
泡沫幻影，名利随之，感受于天地正气浑然。万望各位朋友
随缘一看，增识广知，无弊于己。其，鄙人已阅过数几十遍，
其之不烦、不厌，常观至半径，大呼过瘾!快哉!

《道德经》让我受益匪浅。“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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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天长地久，天地
之所以能长久，是因为它们不为自己而生息，自然而然的存



在，所以才能长久。所以说圣人把自己置于后，反而受到推
崇，把自己置之度外，反而保全了自身。这不正是由于圣人
不自私吗?所以才能构成就了他自己。

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修养，是辩证的。向社会推广无为，
有助于国家的稳定，片面的无为是无助于人类的进步的，所
以对于当代的青年人理解古代无为论应该以辩证的方法，一
分为二的看待，“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对待竞争，我们要敢于去迎接挑战，对待失败和不平等我们
要报以一种平常心，用合适的方法去改变或适应，而不去盲
目的争鱼死网破。这样有助于保全自己和取得最终的成功，
只有厚积才会勃发。同样，“无为”用在当代待人处世上就
是要对人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
刚。”

国学是瑰宝，我们作为大学生，承担者建设中国，富强华夏
的历们要在学习生活中学习工学，诵读经典，增长智慧，利
用国学，为中华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