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道德经三十二章 道德经章感悟心得
分享道德经章感悟分享(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道德经三十二章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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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三十二章篇二

此章历代的释意无数，而我以为皆难着边际，无以更深刻的
对老子思想与道德经进行阐释。我从道家修身根本出发，得
出新论如下：

此章重点为“致虚极，守静笃”，全文以此而展开，不理
解“致虚极，守静笃”，后面的文字解释也只是牵强。老子
是从道家修炼“返观内照”而得之境界来引申对世间常道的
解释。首先“虚”与“静”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一种状态，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为空灵，体会为散发状;“静”
为沉静，呈收敛状。“致”往之意，可从“虚其心”来体会，
道家修习养身的过程，以虚其心开始，虚至四肢百骸，而四
肢百骸皆空灵，无时空地域限制，无往而不至，真空无象，
能够满屋、满天地、满宇宙，而今日而远古。过程或潜移或
发散，以至无我无身无世界。此“极”为无极，或为八极，
或为宇宙洪荒。

而“静”的过程从守开始，“守”者，抱元守一，让思想沉
静，从时空与外界空间收敛至自身至一点，而到达某种衡定、
稳定、笃定的境界。此“笃”为笃定，为极细小，或如针尖，



无缝隙如无物般恒定。

于是，老子方有“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
其根。”的感慨。“复”与“归其根”才是此篇的点
题。“虚”与“静”是道家修身中必习的两手，如“阴阳、
有无”既对立又统一。虚至极为无，静到笃是有。虚为展开，
至极为空灵为“作”;静是回归，回到此刻，是“复”，静到
笃定属回归本原为“归根”。从养性功夫来说，“虚静”的
过程如佛家心的起灭过程，虚为心起，静为心灭，有无相生，
互有你我之佛道原旨。

此章之后节皆为老子从修身之虚静感悟展开对天道、人道常
理的延伸分析，万变不离其踪，这才是“道”的至理呵!

由此，我独推崇清之宋常星说：“造其极曰致，真空无象曰
虚，虚而至虚曰极。”：“专一不二曰守，寂然不动曰静，
虚一浑厚，静而至静曰笃。”但，所有释意皆不够细致，皆
独不能从修身的体验与角度来理解与感悟，想老子思想无欲
无求，其经意当从本原出发理解，而不就应根据时代思维做
论证也。

道德经三十二章篇三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它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
家老子所著作。在读道德经之前，就已经阅读及听闻许多从
此书中所流传出的脍炙人口的箴言精句。而不久前的深入拜
读与用心体会，更是让我收获颇多，受益匪浅。我也由衷地
感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与精湛。《道德经》顾名思义以
“道德”为其纲宗，论述治国、用兵、养生、修身之道。它
简略深刻的辞藻、广博细致的内涵，被华夏先辈们美誉
为“万经之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德经的首篇。
我的理解，或书或文放在开头和结尾的一定是其精华所在，



而这被广为流传的一句，也自然流进我的心中，令我思迅良
久。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说：道是可遵照的笼统的运动规律，
但又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笼统运动规律。依据事物的特性来
冠以称号，是事物相貌的反映，但这种相貌不是原封不动的。
而道的转义是道路，也能够引申为人生道路。人生之道无非
是追求自由、幸福、健康、长寿之道。而同在一条人生路上
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走法，一种是圣人之道，它所追求的
是淡泊名利、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之道，活的豁达而无私。
而另外一种是走大多数人选择的常人之道，追求的是身外的
名利，或是大富大贵，或是泯然众人矣。不同的道路走法自
然不同，但都不能判定其本质的对与错。人的终身都在属于
本人的道路上行走，道是人走出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这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因而所谓“道”，
就是一条人人都能够走得通的路。老子提出的“常道”就是
这个道理。但我们大多都是走在能够通行的道路上，而不是
走得通的道路上，因而有的人走到半途就停下了，有的人走
进了歧路，有的人走得很辛劳。同样，“名”也不用专指称
谓，他能够是功名，名分或是人世的一切价值。当我们自以
为完成了许多人生价值时，老子却说你所完成的价值是真的
完成了吗?这就是所谓的名可名，十分名。老子并不是要否认
我们所做的一切活动，而是要让世人有所警醒：一切可道可
名都不是真正恒久存在的。在这可道可名之外，还有一层不
可道不可名但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老子要提示我们留意这
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不要被你眼前的可道可名所蒙蔽。

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洗礼自然能为我们的心灵与生活带来
不一样的净化与感受，但在生活或工作中还是应抓住自身的
根本，做一个能够仰望星空，也能做到脚踏实地的真人，诗
和远方固然美好，按部就班的生活常态也尤为重要。所以在
我们虔心拜读名作之时，也要结合我们自身，不断完善进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一名于社会，于他人的奉献之人!



道德经三十二章篇四

将老子的思想转换到教育中来，就是自然教育的思想。老子
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这与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异曲同
工。按照老子的理解，教育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过过分强调
主观意愿。教师的权威应该不被儿童感知到，这才是最好的
师生关系。师生双方都要处于谦虚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开展教学。教师应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尊重自然之道。
这些思想，在我们这个年代应该进行批判性继承。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所以看问题要辩证地
看待。正所谓福祸相依，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应该抱着一种
平常心，顺其自然。更进一步来讲，要将生活中的每一次遭
遇都看成生命成长的历程，将遭遇中的精神、能量转化为自
身生命的体验中来。对待生活，要有好的心态，不要过分关
注荣辱得失。这样的话，才能做到通过无为达到有为，通过
不争而没有人与之争。

教育，是要遵循规律的，就像道德经里所讲：“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
明。”万事万物，都各有其根本，安静平和地遵循它，等待
它，顺应它。放在教育上，我想，是不急不躁，是尽力而为，
顺其自然。

成长是个缓慢的过程，教育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就像老子所
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在书中，有许多地方都是从自
然现象引到社会道理。在论述君主要居于百姓之下就是因为
大海居百川之下而容纳百川。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逐
渐丢失了这种敏感。我们缺少了从细微处看道理的能力。这
是一种洞察力，也是一种理解力，更是一种阐释力，需要在
日常生活中加以锻炼。



道德经三十二章篇五

刚读完《道德经》，我从中遭到很多启迪。作者老子是我国
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这本书是老子的乱世之道和人
生哲学，而非我原以为的道德教材。固然只读了20多页，但
是由于领悟力有限，通读全书，能了解的一定有十之二三。

首先，老子概括了当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变化，事物都
向它相反的方向变去。指出“物极必反”的通则，无论在哪
一方面皆是如此的。

其次，老子认识生活世界，看待生活的态度，主张贵柔、守
雌，反对坚强和进取，老子的思想是无为。

如今的人普遍都以为他的思想十分消极，其实他的思想更多
的包含了对广阔劳动人民的酷爱。他希望经过它的思想来影
响统治阶级，让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多涵养生息，让老百姓安
居乐业。

我认为“无为”包含着顺其自然不勉强去做的指导思想，因
而能够浸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比方说教育理念中也能够
自创。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学习是一件盲目自愿的事
情，学生只要主动的学习，把学习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才干
够学有所成，这就需求我们教育者在教育理论中引导学生快
乐、轻松、盲目、自愿的学习。教育中的无为而治，不是不
论，而是因势利导，绝不拔苗滋长。不顺应自然规律，滥施
各种生长激素，不尊重孩子的意愿自觉参与各种奥数，学钢
琴，拉小提琴等培训常常适得其反。

同时老子的“物极必反”的思想似乎在预言今天的社会。人
类所追求的所谓文化，所谓科技，现代化，都应该是为人类
效劳的，但是环境污染，能源耗尽，消费率进步，失业率上
升，贫富差距的拉大，似乎又和所谓高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人们为了保住工作而工作，无暇关注本身和家庭，有



时间的时分没钱，有钱的时分没时间。又或者说两者都没有。
这样的社会又怎能说是美妙的呢？在高度兴旺之后，人类当
有所回归，以免到达极致走向另一面，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老子不愧是我国古代十分巨大的思想家，而且在如今，他在
全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孔子。老子的学说“玄之又玄”，
但是我却没有能发现“众妙之门”，自古以来研讨老子的人
太多太多，但我总以为体会到“物极必反”，“无为”之类
的人生哲学，对个人来说更有意义。我以为他的许多观念值
得我们去深深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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