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道德经感悟第一章(模板9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一

1.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2.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候王自称孤、寡、不谷。

3.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4.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5.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6.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也;有
名，万物之母也。

7.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居，善地;
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8.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9.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
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10.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
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吉事尚



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二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被誉为道家哲学的
经典之作。它由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著，共有八十一章，
以简洁深邃的文字表达了关于道、德、道德等问题的哲学思
考。其中，第章被人们称为“传世之宝”，被认为是理解整
本经书的关键。通过理解和体悟《道德经》第章，我们可以
洞察道德的本质，领悟人生的哲学智慧，以及探寻人类社会
发展的路径。下文将从“道德经第章悟道心得体会”的角度
展开探讨。

第二段：阐述“道”作为道德的核心价值观

《道德经》第章首句为：“道可道，非常道。”这句描述
了“道”这一核心概念的难以言喻和所以然的特性。道是无
法被凡人理解和言说的，它非常高深且超越人类认知的范畴。
然而，透过这种言说的无言，我们可以看到道具有无尽的包
容性和谦逊的特质。它不仅是万物的原始来源，也是人类道
德的根基。在现代追求物质享乐的社会，我们常常忽视了道
德的价值。通过悟道，我们应该秉持道德准则，尊重他人，
追求道德的实践，使社会温暖和谐。

第三段：探讨由心而德的道德修养

《道德经》第章第二句为：“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意
味着道德是无法被言说和界定的，它超越了世俗的名利。道
德修养应从内心深处发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言行之
间。我们需要以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修养为基础，不断提升
自己的道德境界。通过悟道，我们体会到道德不仅仅是一种
行为，更是一种心灵的追求。只有通过修炼自己的内心，才
能真正拥有高尚的品质和满足的精神生活。



第四段：论述遵循自然法则的道德观

《道德经》强调道德的基础是“无为而治”，即遵循自然规
律，不干涉自然，顺应天时地利。自然法则是宇宙的法则，
是人类道德的依据。只有在宇宙间的和谐与平衡中，人类才
能实现道德的最高境界。我们应当与自然和谐共存，尊重一
切生命，并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悟道，我们应该
心怀敬畏之心，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自然，保护地球环境，为
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第五段：总结对《道德经》第章悟道的心得体会

通过对《道德经》第章的悟道，我们得到了许多关于道德的
洞察。我们了解到道德不仅仅是纸面上的定义，它是一种内
在的追求和外在的行为统一体。道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
石，我们应该重视并坚守道德准则，尊重他人，以及保护自
然环境。同时，我们还应注意自身内心的修养，从内而外地
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通过对《道德经》第章的思考和实践，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道德的真谛，拥有一颗善良和宽容的心，
以道德的力量引领我们的生活。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三

1.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2.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3.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4.国家昏乱，有忠臣。

5.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6.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7.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8.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9.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10.治大国，若烹小鲜。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四

道德经第章是中国古代智慧文化的重要篇章之一，包含了关
于道德、人生、处世哲学的智慧见解。读过道德经第章后，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对于人生的思考
和修养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以下是我对道德经第章的一
些心得体会。

首先，道德经第章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在当今社会中，
人们常常追逐各种世俗的名利和享受，却往往忽视了内心的
修养和追求真理的道路。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并非
在于追求外界的表象和成就，而是在于人的心灵的成长和境
界的提升。只有通过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意识到
自己是一具有灵魂和智慧的存在，从而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
的道路。

其次，道德经第章强调了“无名之懿”。在当今社会中，人
们往往热衷于追求名利和虚荣，追逐有形的成功和权力地位，
而忽略了无名的美德和品质。事实上，无名之懿才是真正的
操守和道德的根源，只有真正做到无私无我，才能体验到内
心的平静与满足。因此，无名之懿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富足
之所在，是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和幸福之源。

第三，道德经第章还提到了“无欲而寡欲”。现代社会中，
人们普遍拥有很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是，却往往无法从中感
受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因为欲望的膨胀和满足是无止境的，



人们往往会不断追求更多的物质和享受，从而导致内心的贫
瘠和无尽的焦虑。只有通过无欲而寡欲的修行，才能真正地
摆脱对物质的执著和束缚，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第四，道德经第章还告诉我们，不争之争。在当今社会中，
人们往往为了竞争与争夺，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和地位。然
而，从长远看来，这种争斗和竞争只会带来社会的分化和无
尽的冲突。真正的智慧和价值取决于内心的和谐与宽容，只
有通过不争之争的修行，才能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
而创造出一个和平和共荣的社会。

最后，道德经第章提醒我们，大音希声。在当今社会中，人
们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和欲望，不断发出各种噪音
和喧闹，但却忽视了内心的平静和宁静。事实上，真正有价
值的声音并非通过外在的喧闹和扩张来体现，而是通过内心
的净化和升华来传达。只有通过大音希声的修行，才能真正
地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从而体验到真正的自我和智慧。

综上所述，道德经第章是一部具有深刻智慧和启示的篇章。
通过对其的研读和思考，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对于人生的指导
和启迪。只有通过修身养性、追求无名之美、降低欲望、不
争之争和大音希声的修行，我们才能真正地体验到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从而创造出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让我们时刻铭
记道德经第章中的智慧，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五

从古至今，《道德经》都被奉为中国道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它不仅具有深邃的思想，更给人们以启
示和生活的智慧。在阅读、研究《道德经》的过程中，我不
仅受益良多，也产生了许多感悟和体会。

首先，《道德经》教导我们要尊重自然。其中有句经典的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言意味着天地是公正无私



的，它不会偏袒任何人，就好像冷漠地把万物视为草芥。这
种淡漠态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适应自然规律，与宇宙相融，
不要抵触自然，更不要过度干预。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
中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学会顺应自然，不能与天地
为敌，不能背离自然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
的真谛，达到真正的和谐。

其次，《道德经》告诉我们要内心宁静。它说道：“寡欲者
安。”这是在强调简朴生活的重要性。现代社会越来越浮躁，
人们追逐物质的同时也追逐着更多的欲望。然而，《道德经》
提醒我们，欲望多了，心境也就越不宁静。只有剔除繁复的
欲望，净化内心，才能达到内心的宁静，才能在喧闹的世界
中找到平静的港湾。

再次，《道德经》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其中有一句著名的
话：“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个
宇宙宛如一个青铜器，其中空空如也。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以
谦逊的姿态面对世界，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大自傲。只有
谦虚谨慎，我们才能虚怀若谷，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获得
更多的智慧。

此外，《道德经》还强调了无为而治。它说：“道常无为而
无不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宇宙的道永远是无为而治的，
而我们也应当效仿它的道德准则。有时候，我们追求一些东
西，却常常弄巧成拙，使自己陷入困境。然而，《道德经》
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应该放下一些欲望，顺其自然，不要
逆着规律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顺利和成功。

最后，《道德经》以它的智慧为人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生活
道路。然而，它并不是一本方便简单的自助书籍，需要我们
不断去研读和领悟。只有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哲学思想，才能
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其智慧，达到真正的人生成功。

通过阅读《道德经》，我深深感受到它的博大精深、超越时



空的智慧。它教会了我尊重自然，使得我能够更好地与自然
和谐相处。它告诉我内心宁静的重要性，让我学会在喧嚣的
社会中保持心灵的清明。它要求我谦虚谨慎，让我能够在与
他人交往中取长补短。它引导我无为而治，使得我明白有时
候该顺其自然。总之，《道德经》不仅是我人生的指南，更
是我生活的智慧。我将继续不断地阅读和思考，《道德经》
给予我的智慧将继续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六

1.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2.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3.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
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4.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
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5.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

6.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
号而不嗄，和之至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7.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
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
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8.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9.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以其不争，故天
下莫能与之争。

10.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
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
极。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七

原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
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
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
居，是以不去。

注解：世间事，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一
体两面。以善心看到的是善。以恶心看到的是恶。善恶起于
一念之间，善不灭恶，恶不灭善。两者同出，取舍于心。

心得：其实世间本无善恶之分，也无美丑之分。只是因为有
了善的概念，所以人们就将与善相反的言行称之为恶。因为
有了美的概念，所以丑的概念也就产生了。而高下、难易、
前后等相对的概念也就产生了.

善恶、美丑、高下等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所以说虽然天下
没有完美的人，但却也没有一无是处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善
恶同体，就算是再邪恶的人，也有善良的一面。这是亘古不
变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不必过分推崇什么绝世珍宝的概念，为了所谓
的旷世奇珍而迷失本性不择手段的去据为己有实在是本末倒
置了。其实最好的宝贝无非是人的品德而已。

而执政者再频频颁布法令禁止各种行为的同时也应该让人们
先得到正确的教育。人们就像是在黑暗中行进的盲人，人生
地不熟，当然不知道该怎么走。而一些所谓的领导者却一味
的发号施令，处处限制他们试探的脚步。难怪他会自己试着
闯出条路来。而试探行进哪有不犯错的呢？如同当今世上层
出不穷的伪科学、伪大师现象，每次曝光之后我都在想，那
些所谓的真正的大师都在干嘛？为什么这些人会有机可乘？
这都是“道”与“术”本末倒置的.缘故。

就像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其实人们心里的诟病也如同水患，
若只是一味的压制，终会将其逼迫成大患。兵法之中也有不
把敌人逼进死路的说法，因为如果敌人陷入重重包围毫无生
路。必然会竭尽全力决一死战。到时即使是胜利了，也会付
出不小的代价。而真正的胜利也不是消灭对手，而是把敌人
变成自己永远的朋友，永远不再为敌才是真正的胜利。

又如现在社会常常出现各种禁令，可是各种违法乱纪的事件
却屡禁不止，正是因为堵不如疏的原因。与其频频下令不许
这样不许那样，还不如多教导人们该怎样做。圣人行不言之
教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圣人知道万物万事都是应势应时
而生。当某种不法的言行出现时不该简单的制止就算了，而
是应该细细追究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出现？究其根本，才有可
能推本溯源才可以真正的化解它。

至于功名利禄，强行占有只会招来无休止的抢夺，到时候必
然要费劲心机以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此时自己夺来的功名
也不再是自己的福，而是祸了。真正的功名不必去争，只要
做到了，自然是自己的，谁也夺不去。能够夺走的也绝不是
真正的功名。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当
成圣人，他所建立的功德也是人民加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



抢夺来的，所以谁也夺不去。所以说真正的宝贝是人的品德，
一颗向善的心！真正的宝贝就是得到以后仿佛仍然没有得到，
使自己能够不断进步。真正的宝只会给自己带来安心和快乐。

到时候，天下既无珍宝之概念，何来盗贼？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八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也是世界上极具影
响力的经典之一。其中的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集中
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并对人们的道德行为提出了深
刻的思考。通过对这一章的研读和体会，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其深邃的智慧和博大的内涵。以下将从五个方面展开，探讨
《道德经》第章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体会到了“道”的概念。道是表达整个宇宙、自然
规律的力量，是超越一切的存在。《道德经》第一章中写道：
“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表明了我们无法准确地用言语去
描述和解释“道”的本质，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能力和
言语表达的范围。然而，虽然“道”难以言传，但我们可以
通过实践去感知它的存在，去感悟它的意义。正如文中所述，
“名可名非常名”，我们无法完全明晰地定义出道的特征，
但我们可以通过亲身的体验和观察，去发现它的运行规律，
去投身其中。

其次，道家思想强调了“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章
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指出了将
自己束缚于名利欲望和功利心理只会使我们迷失方向，只有
超越这些外界的诱惑和执着，回归内心的善良，我们才能够
真正自由地行动。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是一个不追求
功名利禄，而是本着积极向上和利他的心态，为他人和社会
做出贡献的境界。这样的境界，不受外界干扰，能够从容自
若地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第三，我们要学会“无欲”，放下私欲的执着。《道德经》
中说：“慧人不用功，达人不处名。”这句话告诉我们，追
求名利和功成名就只会带来痛苦和困扰。欲望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需要享受自由和快乐，但如果欲望过于强烈，我们将沉
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因此，放下欲望，回归本真，是心灵的
解脱和发展的开始。

此外，《道德经》第一章对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对待社会，
也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它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这句话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联系和依
赖关系。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人和大自然，以和谐与
包容的心态与世界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我们要学会顺应
自然，遵循道德规范，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最后，《道德经》还为我们提供了深思熟虑的方式：“知常，
才始有。”只有通过深入思考和心灵的反省，才能够真正理
解并把握住人生的真谛。只有持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维
方式，不断修正自己的过错和偏见，才能够成长进步，从而
更好地与世界相互交融。

总而言之，《道德经》第一章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思考人生、
道德行为的启示。它告诉我们要追求超然的心境，超越人的
理解力，去感知“道”的存在和运行规律；它告诉我们要追
求无为而无不为、不追求功名利禄，去投身于积极向上和利
他的行动之中；它告诉我们要学会无欲，将心灵从欲望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它告诉我们要尊重他人和大自然，保持和谐
与包容的心态；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要持续地反思和修
正自己，不断成长进步。《道德经》第一章充满了智慧和启
示，它让我们对人生和道德行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领悟，
帮助我们建立积极向上和健康发展的心态与行为方式。

道德经感悟第一章篇九

《道德经第章》是古代中国哲学家老子所著的一篇短篇章节，



它是《道德经》的开篇章节，被誉为“道德经之首”。该章
节以短而精炼的语言道出了老子对于宇宙万物的看法。《道
德经第章》讲述了道的本质以及如何在人类行为中秉持道德
原则，以达到和谐、平和与安宁。

第二段：从“道”的角度解读“道德经第章”

“道”是老子哲学中最核心之概念，也是《道德经第章》的
关键词。《道德经第章》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
表达了道是超越言语和概念的原则，可以用理解但无法准确
诠释。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看，这就是大道至简的道理，
即只有放下对于权势、物质和名誉的追求，才能接近事物的
真相。同时，“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是以柔顺养生命，
兼采刚柔之道。这种理念不仅适用于个体生活，也适用于社
会治理。

第三段：“道德经第章”在人生指导中的应用

《道德经第章》强调消除个体的私心和利益追求，提倡无为
而治、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包裹着私
心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利益常常成为我们行事的主导因素。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秉持《道德经第章》所传达的道德原则，
我们将能更好地处事应变，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用
柔弱的心应对世间的繁华喧嚣，方可体现出人的智慧和人文
关怀。

第四段：“道德经第章”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道德经第章》的核心理念旨在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实践力，
不仅对个体生活有意义，也对社会与世界和谐发展具有指导
作用。在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屡见不鲜，人际关系的
矛盾日益突出，都与我们在行为中缺乏道德的谦逊与柔顺有
关。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岗位中更好地遵从道德规范，用柔
顺的态度待人接物，相信社会将变得更加和谐与美好。



第五段：总结文章并展望未来的价值

总结来说，《道德经第章》是一篇充满智慧的短篇章节。它
告诉我们要以柔顺、谦逊和“无为而治”的态度应对生活中
的喜怒哀乐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道德观念既适用
于个人世界的和谐，也适用于社会内外部的和合。如果我们
能够在实践中融汇贯通这些道德原则，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生
活和工作，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做出自己的贡
献。或许正是因为道德的缺失和人心的失范，人际关系才会
紧张，社会风气才会败坏。因此，我们需要时刻铭记老子的
教诲，守住内心的道德原则，做一个有智慧、善良和谦逊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