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实用8篇)
教学反思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自己进行反思和总结的一种
重要活动，它可以帮助教师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改进教学
方式和方法，并提高教学效果。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教
学反思了。接下来是一些写军训心得的范文，供大家参考了
解，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一

为什么有些人看似付出少却收获多，有些人看似付出多却收
获少?

先将圣贤体证的答案公布如下：大体上，生命中的一切都是
有其缘由的。有些付出是有形的，有些付出是无形的;有些收
获是有形的，有些收获是无形的。但付出与收获一定是有机
联系的。这种联系是极其极其复杂的，不是点、线、面的关
系就能说清楚的。就算将其提炼为立体关系，也只是呈现了
冰山的一角，其深奥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人们常常相信“眼见为实”，却忽视了一些无形的东西。那
些看似无形的付出，比如仁爱、智慧、胸怀、能量，也将获
得无形的收获，比如仁爱和能量。

付出，不管有形或无形，最终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到自
己身上。

践行“行为作用与反作用”，不仅在于有形的事物或者看得
见的付出，更在于无形的、看不见的起心动念之间，自己种
下了怎样的“行为作用”。

教坏一个人，就是教坏无数人

以赌博为例，1个人1个月教坏3个人，3个人中每个人再教坏3



个人(暂定每个人教坏3个人以后就停止教坏别人)：

1月份：1×3=3个人

2月份：3×3=9个人

3月份：9×3=27个人

4月份：27×3=81个人

……

第12个月，被教坏的人数是53万，12个月累计被教坏的人数
有80万人之多。如此，一个人的生命就与80万人结下恶缘。
建立起这样“恶”的关系，也就给自己的人生种下了“恶”
的行为作用，也必将收获反作用的恶果。

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公式：1个人1个月教坏3个人之后，每个
月都教坏3个人，结果会怎样：

1月份：1+1×3=4人

2月份：4+4×3=16人

3月份：16+16×3=64人

……

依此类推，12个月累计的人数是1700万。互联网时代，一句
话、一个影像传到互联网，无限式蔓延，所教坏的人数，细
思极恐、不寒而栗，这等于在暴弃自己的生命。

念头是具有能量的。起心动念决定了意识、语言和身行，意
识、语言和身行决定了事，所有的事汇集起来就是人生。



如果不在起心动念间观照，戒慎恐惧，一不留神，多少恶念
就飞奔而出。假设一分钟有十个念头，其中的三、五个都是
恶的念头，这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多大的伤害。反之，如果建
设自己心灵品质，同时帮助他人建设心灵品质，将利益多少
人，自己又将获得多少的心灵圆满。

一反一正，不得不去认真感受。

以上的数学题例子，不仅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令人恍然大悟!
行为作用与反作用的真理，是如此的博大精深，绝妙无穷，
又是如此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无声无息地主宰着我们每
天的生活和工作。

根据行为作用与反作用的真理，最亲的人若受害于我们也可
能会成为仇人;反之，庸人、小人、恶人等若受恩于我们都可
能会成为朋友。

父母是孩子的导师，企业家是员工的导师，部门经理是下属
的导师。只有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帮助孩子、员
工和下属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二

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们，生命并非一张白纸!每个人与
生俱来拥有不同的“生命底色”。

生命底色不同，因而人们就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不同——比如
有的人天生就是“孩子王”，有的人天生就喜欢读书学习，
有的人生来就很勇敢，有的人从小就很胆小，有的人从小就
很自私……有的人“命”好，生于豪门且天生丽质;有人
的“命”不够好，出身寒门且资质平平。

每个人生而不同，我们要正视人生起点的天差地别。然而，
这并非人生真相，也不是人生本质。



根据圣贤的教诲，如今我们明白，在这一人生表象背后，有
一个惊天的秘密。那就是，一切民众，生而平等，每个人心
中都拥有无尽的宝藏!

我们生命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底色的差别，只是冰山一角，
或者说是大海上的几个气泡。但相对于大海而言，这些差别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大海般的宝藏，才是我们的生命本质。

每个人心中都拥有无尽的宝藏。这是人生重大的秘密，鲜有
人知，少有人得，明白且体证这一人生秘密的，更是寥寥无
几!

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之后指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这
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建设心灵品质从而开发心灵宝藏主宰
行为作用，因而在今天成就的基础上，将格局境界提升百倍、
千倍乃至于万倍。

如果能够开发更多的心灵宝藏，每个人的人生成就都可以若
干若干倍地增长!

或许你已经功成名就，你的心中仍然有万亩良田有待开垦。
或许你的事业还不尽如意，同样你的心中也有万亩良田值得
开垦。

圣贤为我们揭示的这个人生秘密，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如此
充满希望!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三

在大多数人眼中,工作是工作,修行是修行。工作不过为了糊
口、讨碗饭吃,俗气的很,但不得不为;而修行显得“高大
上”,远离尘俗,普通人即使想为却不能也。

但这种修行方式在王阳明看来就是“着相”了,矫揉造作,为



修行而修行。他认为,工作和修行是一体的,工作情境是标榜
进取精神的儒家最好的修行之地,正如知行合一一样,也正如
事上磨练的心学基础一样,修行无体,以工作为体,以生活为体。
离了工作和生活,修行就变得毫无意义。

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

——王阳明

比如刷牙。

天理正道，是每次要刷三分钟。

那么每次刷牙，刷够三分钟，就是致良知。

很多人都会偷懒，上刷下刷，草草收场;那就是良知被遮蔽了。

比如不要乱扔垃圾。

天理正道，是不能扔到马路上，而是要扔到垃圾桶里。

你走在马路上，吃了一个橘子。有橘子皮。你随手一扔，扔
到草丛中。

那就是良知被遮蔽了。

比如在公共场合说话。

天理正道，是不能太过大声。

你很激动，或者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于是大喊大叫。路人
侧目，或者影响他人;这个时候，你的良知被遮蔽了。

这三件，都不是大事。



这三个错误，都是大家容易犯的，或者大家都犯过的。

格物致知，格的就是平时大家最容易犯的、也最容易改的念
头。

生活小事，就是致良知。

再又比如，花草枯萎，没有精神。是需要浇水了。那我们就
浇水。

花草不够茂盛，缺乏养分。是需要施肥了。那我们就施肥。

农田里的稗草太长，影响水稻的生长了。那么我们就除草。

头皮发痒，头发脏了。那么我们就洗头。

该浇水时，浇水，该施肥时，施肥，该除草时，除草，该洗
头时，洗头。

顺应天道天理，就是致良知。

做好当下的一切，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四

何为“仁爱之心”?阳明心学说让我们放下私欲，便能生起一
份仁爱。白老师在回答中说：“要拥有这份仁爱，要有这么
一份担当，和报效祖国的能量。”我的理解是，要拥有一颗
仁爱之心，担当、崇高感、洞察力三者缺一不可。早在多年
以前，任正非的著名语录已经广为流传：“华为没有院士，
只有院土。”因为担当，因为崇高的使命感，华为才得以快
速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回归初心，回归仁爱之心，
才能洞察发声者的诉求。



何为“无声的呼唤”?因为无声，所以这种呼唤是细妙的、微
妙的，很难被觉察到，尽管很难被察觉，但是它却给我们指
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如何塑造以客户为导向的思维。想客
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以一颗仁爱之心，进行心与心的
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感知别人感知不到的东西，才能洞察什
么是“无声的呼唤”，才能实现与“无声的呼唤”进行无缝
链接。

今天的品牌该如何定位?像慈母一样感知自己孩子的所思所求，
以一颗仁爱之心倾听消费者的“无声的呼唤”。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五

不爱祖国是小我。讲善意谎言是小我，表现自己是小我，好
为人师是小我，胆小懦弱是小我，闻誉而喜是小我，闻毁而
怒是小我，傲慢自大是小我，让人看不起的品质是小我等等。

问问自己，以下这些“小我”，自己真的没有吗?

不信圣贤、不孝父母、指责抱怨、投机取巧……

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袭下之能……

厌恶、嫉妒、攀援、说谎、贪污、贿赂……

傲慢、恭维、懈怠、狡诈偷刻、忧患、郁闷、苦闷……

“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真正明白每个人心中
都拥有无尽的宝藏，就要从当下开始，下明心净心之功，克
除小我。

致良知四合院主题论坛学习心得范文精选四

何为“仁爱之心”?阳明心学说让我们放下私欲，便能生起一



份仁爱。白老师在回答中说：“要拥有这份仁爱，要有这么
一份担当，和报效祖国的能量。”我的理解是，要拥有一颗
仁爱之心，担当、崇高感、洞察力三者缺一不可。早在多年
以前，任正非的著名语录已经广为流传：“华为没有院士，
只有院土。”因为担当，因为崇高的使命感，华为才得以快
速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回归初心，回归仁爱之心，
才能洞察发声者的诉求。

何为“无声的呼唤”?因为无声，所以这种呼唤是细妙的、微
妙的，很难被觉察到，尽管很难被察觉，但是它却给我们指
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如何塑造以客户为导向的思维。想客
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以一颗仁爱之心，进行心与心的
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感知别人感知不到的东西，才能洞察什
么是“无声的呼唤”，才能实现与“无声的呼唤”进行无缝
链接。

今天的品牌该如何定位?像慈母一样感知自己孩子的所思所求，
以一颗仁爱之心倾听消费者的“无声的呼唤”。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六

1，不以聪明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

从来不喜欢被别人夸自己聪明，原因是觉得强调了父母遗传
的天赋而被忽略了自身的努力，但却未深入思考，被夸聪明，
可能是因为表现出了小聪明，而非真的勤奋好学。

2，立志为里，勤学为表。

立志在人，感愿在事。立志在内心，勤学在表现。勤学不止
是勤奋，勤学更是思考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需要学习什么，
怎样学习。不只是学习知识，妆点门面，更是要真知真行，
知行合一，不断自我提升。



3，人格的力量与真理的力量。

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就是人格的力量。学习的知识，
方法，技能，工具，技巧，就是真理的力量。两者需要相互
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心得

1、知行合一，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做，但这个“知行本一”
不一定就是好的、正确的。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好，知道道理
是一回事，内心想的是另一种念头，那行为表现出来的一定
是自己心里想的，而不是那个应该知道的道理。比如沉迷游
戏、吸烟等等，一定是心里觉得这样让自己更好，才会一直
去做。

所以，正确的“知行合一”，是要在正知正行上下功夫。正
知才会正行，正行即正知。

2、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外在的艺术表现、技艺技术，其实是
内在精神、心里的感受的呈现。

3、中庸是中华智慧，是不偏不倚、不前不后，是顶天立地。

4、中华文化是真正的利他，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利天下。

5、影响他人从提升自己开始，身教重于言教。

6、善意的谎言是缺乏智慧的处理方式，一个连善意的谎言都
没有的人，是一个真正值得信任的人。

7、如何让心平静，在纷杂事务中还能静心学习?还是需要通
过学习，有了正知正念，就会有清晰的评判标准，就能高效
快速做出抉择。团队共同的学习，共同的进步，就能提升整
体的素质，就能解决学习与事务之间时间调配的问题。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体会

“心即理”。“知行合一”以“心即理”为前提，简言之，
还是自古以来人为什么而活着的老问题。知行之外，另有一
个真正的底层动因。那就是主体，也可称自我。不明白自我，
就不能找到价值。所以古哲人把认识自己作为哲学的最高智
慧。

“致良知”。“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
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所有一切都是在追寻大道的基础
上，也就是在良知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
借口。凡是成功的人，都有很高的境界。自古以来境界不高
的人，贪婪算计的没有一个能成大事的。追求知行合一，境
界高，宽阔的胸怀可以广纳贤才，收获人心，成就伟业。在
追求高境界过程中，才能更有动力不断学习，完善自己。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感想

知行合一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本。知而
不行，就是不知。

从错知错行到正知正行攀登，知行包括，错知错行，恶知恶
行，浅知浅行，深知深知。正知正行(天理良知)。

文化是人的行为，思想，习俗，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总和，
文化是心的呈现，是去除小我成就大我。

中华文化，真心对别人好，仁者无敌，自能无敌无天下。

中庸不偏不倚体现在智慧上。

谦虚，胸怀，包容别人，谦和的人有非常大的成长力。



真诚老实不说谎，厚重成事，能托妻寄子，虽千万人吾往也。

学习道理都明白，用在事上很难。学与行遇到瓶颈。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学习

今天的课主要说了知行合一和中国文化，我的理解就是想和
做不光是简单的统一，从最初的认识错知错行和正知正行到
天理合一(此处最终的高度的用词没记住不够准确，大意就是
大众公认的认可的一个好的行为准则)是一个逐步攀登的过程，
刘老师的解释知和行原本就是统一的，我这样想就这样做了
没有对错之分，后来想想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去有些事
不会想那么多，也就是常说的“不过脑子”看见产生的结果
了才知道“哦!原来这样。

我的理解是想和做是两种行为，我们需要通过参照”过来人
或是公认“的标准来修正他们统一的一个过程。中国文化讲
的不多，对于传统文化我个人除了书法其他不是很喜欢，我
的认知里人类文明的演变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蜕变过程，所
有不合时宜、不符合人性、落后不能满足需求的东西都会慢
慢被淘汰，如果能实现穿越我想绝大数人是不愿再退回去的，
这也说明潜意识里大家已公认现在或是未来的生活方式才是
最理想的状态。

金一南教授的《心胜》视频我看了好几遍，每一次看完都热
血澎湃。尤其听到杨靖宇那句，“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
国吗?”朱德在南昌起义南下队伍全军覆没后，依靠心胜，保
留住中国革命的火种，激励仅存的八百多人继续前进。最后
百万雄狮渡江去，解放全中国。心胜不是唯心主义，心胜是
一种精神的力量，是我们由内而外焕发的生命力。

1、战胜对手有两次，一次在自己心中。

2、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



3、历史因少数人的坚持而改变，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随波逐流，
而成为中流砥柱。

4、中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光明，就能驱走黑
暗。就能从困苦中走向胜利。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七

家庭是可以建设的，裂痕是可以修复的，问题是可以消失或
者解决的。所以，当家庭出现问题时，一定一定不要轻易放
弃，因为推倒重来的代价太高太高，会形成心上深深的伤痕，
也会给家人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痛。

如何才能深刻地领会人生的规律呢?

关键在于做好明心和净心两个功夫。

明心就是持久地深入地明白和体证人生重大秘密和重大真理。
人生重大秘密是心中拥有无尽宝藏!人生重大真理是行为作用
与反作用。通过持久深入地明心，才能不断地深层地去除心
中的不明。

所谓净心，就是在起心动念处净化心灵，观照、反省、引导，
循环往复，主动持续，净化心灵。唯有建设自己的心灵，才能
“不糟蹋自己”。而那些不好的念头，不仅伤害他人，更是
在糟蹋自己。

致良知四合院心得体会篇八

今天老师分享了两个点：知行合一和中华文化。

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本合一，老师用
说谎的例子告诉我们错行一定是错知导致的，只有正知才会
引发正行，从错知错行向正知正行攀登即为“致良知”。



文化是人的思想、行为、习俗、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等的总
和，说一个人有文化，是指他的胸怀、能量、境界、格局、
胸怀。只有不断地致良知，向正知正行攀登，才会从内心外
化到人散发出的文化气质。

这两个点都非易事，需要不断学习实践。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心得

1，如果单从知和行是一件事，这个角度去理解知行合一，每
个人都是知行合一的。这个知不是口头说的我知道了，而是
内心真实的认知，比如说撒谎是不好的，比如吸烟有害健康，
当撒谎和吸烟的时候，其实内心并不这样认为，而是觉得没
有问题或者问题不大，所以撒谎和吸烟。

2，为什么还要学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合一，既是说知行是
一件事，也是在说应该符合道，一就是道，也是天理，也是
良知，也是趋势。只有知和行，都符合道，才能正知正行，
更好的成就他人，成就自己。

3，中华文化中的三观就是人道，是大我，是内在的感知认同
和外在的行为表现。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体会

1、责己是一种能量，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一种赋能。常常积极
地责己，能更深入地思考问题，由内而外找寻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能量。

2、责己不是一味贬低自己、怪责自己。而是说面对问题，我
们先不要把责任都往外推，都在别人身上找毛病。责已心是
自省自查，透过表象看本质，寻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刘老
师举例，说给客户的提报ppt中，客户发现了一个明显错误。
刘老师说他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个文件是墨竹老师最后审



核的，他应该担责”。学习完《九问责己》后，发现自己的
心态不对，文件撰写人本身就不应该出错，出了问题也不是
第一时间躲避责任、推卸责任。而是自己主动自省，在下一
次工作中防微杜渐，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3、责己是面对问题的一种心态。问题出来后，我们第一时间
是要控制情绪、平稳心态。如果一遇问题，第一时间矛头对
外，指向其他人，把自己摘干净，势必会引起矛盾。这样既
破坏了关系，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4、责己越深入，越能帮助我们在心上垂直攀登，开拓我们的
思维、提升我们的格局、拉高我们的维度。在单纯事上责己，
只是就事论事，这是员工的格局;在运营管理层面责己，是体
系进步的思考，这是高管的格局;在价值观、使命上责己，这
是命运共同体的维度，是企业合伙人的格局。同样一件事，
不同的责己深度，是不同的思维维度，是看到一个点，一根
线，还是一个面的问题。是站在一楼看问题，还是在五楼、
十楼看问题的问题。责己越深，心上攀登越高，意义和作用
越大。

许多企业出了问题，老板骂员工，员工背后骂老板。这都是
双方没有控制自己情绪，先做责己的动作。表面问题的背后，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是自己对自己格局要求的问题。

5、人们总是习惯做批评家，挑他人问题和毛病。但是，我们
眼中只有别人缺点时，其实我们自己也关上了学习的大门，
错失获得对方优点和能量的机会。因此，不要总把眼睛放在
他人缺点上，而是要学习每一个人的优点。

6、责己不是把所有的问题大包大揽。比如工作中同事出现了
问题，不是你去自责把出的问题包到自己身上。而应去思考，
这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让它下次不再出现，或者如何帮助
那个同事更好地进步，让他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责己是心上的磨砺，经常积极、正面地责己，可以增强我们
心的承载力，使我们不再惧怕难题，勇于担当。从而获得更
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感想

今天学习了金一南教授对于心胜的讲解，教授举了很多例子
证明了强大的意志力对于一个人乃至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在
很多时候，靠坚定的信念是可以在逆境中扭转局面的。

有些人相信是因为他看到，有些人能看到是因为他相信。教
授的这句话贯穿着整个演讲，让我深深地反思。

在很多不如意的时候，看似希望渺茫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应
该继续坚持?这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

金教授的话给了我答案：不要轻言放弃!

也正是之前学习到的心上用功，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
应当都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内心，培养坚定的意志力。

2019致良知四合院观看学习

金一南教授的《心胜》视频我看了好几遍，每一次看完都热
血澎湃。尤其听到杨靖宇那句，“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
国吗?”朱德在南昌起义南下队伍全军覆没后，依靠心胜，保
留住中国革命的火种，激励仅存的八百多人继续前进。最后
百万雄狮渡江去，解放全中国。心胜不是唯心主义，心胜是
一种精神的力量，是我们由内而外焕发的生命力。

1、战胜对手有两次，一次在自己心中。

2、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

3、历史因少数人的坚持而改变，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随波逐流，



而成为中流砥柱。

4、中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光明，就能驱走黑
暗。就能从困苦中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