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子读书心得 老子读书心得体
会(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老子读书心得篇一

感谢甘肃张掖的祁振宸老师来苏州上开发光体时推荐的《德
道经》，让我有机会透过熊春锦先生的系列著作的引导，简
单正确读《德道经》，读老子心得体会。

3月底从北京德慧智邮购了部分书籍，前面几天读《慧性图文
思维教育》，意识到诵的重要性。4月1日开始每天清晨6点在
小区河边读大本简体带拼音的《德道经》，从头读到尾刚好
一个小时。出门前将小丫读诵的《德道经》cd放入机器里，让
孩子在它的背景中醒来。

不到一个星期，九岁的孩子突然要求要学习做饭菜，说自己
学会了以后妈妈如果不空或不想做饭时他就可以为大家做。
在与外人接触时也越来越变得彬彬有礼，愿意主动招呼（不
知是听经的原因还是从他爸爸身上潜移默化来的，过去他是
和我一样对人为外冷内热型不愿意主动招呼）。他向我们提
的问题也充满哲理。比如：钱物和人哪个重要？世上最难的
事情是什么？大人为何喜欢追究过去、争来争去、自己都没
有做好却喜欢指责批评小孩子？这些问题其实在德道经中都
有答案。大人学习读诵，孩子在无为（仅听cd没有读）中即
获得。这不得不让我们惊叹经典的力量。读到《国学道德经
典导读》一书第三章第五节熊春锦先生讲述汉字是道德文化
的记录时，萌发了学习繁体字的决心（过去曾不解先生王彦
赟在追求效率速度的现今社会为何还坚持写繁体字，现在通



过学习了解古人造字的非凡前瞻性，才终于豁然开朗对他心
生敬意），便立即换简体版为熊春锦先生校注的《老子德道
经》繁体竖版。

身边喜欢读书的年轻姑娘姬晓晨花了两天时间抄写完繁体竖
版的《老子德道经》后与我分享，说开始抄写德篇时很费力，
坚持抄完到道篇时就变得出奇的顺利。不知她的这一体验是
否可证明了要得道定要先修德以及熊春锦先生校注时恢复
《德篇》放前《道篇》置后还《老子德道经》原貌的重要意
义？事实上我在开始大声读诵时也有和晓晨类似的体验。4
月9日读到附在《老子德道经》一书后的《经典诵读心诀》，
立即改变之前没有目标的盲读，而是在练习完开发光体课程
所学的七个能量之后，借着全身在光的沐浴时观想老子与自
己融合再读，发现诵读变得更加轻松，明显感应到声音的共
鸣。再将自己诵读过程中得到的启发与熊春锦先生的校注对照
（前面仅读繁体经—文并没有看注释），发现不谋而合的地
方越来越多了，或许这就是频率接近后能与古人居，与古人
谋吧。今天早上在__江客栈禅修和儒教两房外的花园里读时，
右小腿前面开始有阵阵热流。声音的启动结合观想能产生更
大的能量共振，这是与由杨子军、郑锦燕导师传授的起源于
美国欧林的开发光体课程 原理殊途同归。看来无论是__还是
美国在很早就都已经发现宇宙能量的秘密。这两位华人心灵
导师能将美国的开发光体课程教导传授得比起源中心还要成
功，这其中一定得益于导师从小对国学经典的学与实践 四年
前在上海锦燕导师曾说过她这辈子离开之前要完成的三件事：

一、创办掌上明珠学苑，

二、讲道德经还此经之真貌，

三、传讲龙华经）。

不断调整改变自己到自然（即自燃，甘愿燃烧自己为世界服
务）的状态，依照经典或上师（品德高尚，思想光明之师）



引导去乐行，就能掌握简单诀窍获得宇宙大能。

在十一天的时间中虽然仅凭自以为然的方式在读《德道经》，
也很清楚继续下去的收获定会更多，终因无法等待忍不住内
心的冲动写下上述初读的心得，期望能吸引更多的朋友加入
诵读经典、为人格播下积极正面的种子为命运收割成功富裕
的果实，为全国各地不断在身体力行推广德慧智的经销商们
喝彩。相信有越来越多家庭的诵读，__的国学道德之光定会
在全世界绽放。要提醒大家的是，万法归一，每个人都有最
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修正自己行为让其合道与自然融合之
法），这需要在对自己充满信心（信心不足者推荐利用简单
的心理学科技工具——内在交谈全脑开发大师之金头脑组合
对自己潜意识作有效改变、提升）的前提下开放、积极、脚
踏实地去发现，切忌死搬硬套、东施效颦让自己失去自由，
徒生烦恼而误解经典归罪上师。

感谢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传播国（医）学文化的当代国
学名家熊春锦先生，将自己的智慧凝结成清明正义的文字、
简单生动的图表，竭力还经典之原貌，让一直在迷茫甚至错
误中等待的人能重新认识老子，吸收《德道经》中的精华，
做道德的修真者。推荐有信心的朋友读上的熊春锦先生在柏
林__文化中心《老子德道经》导读报告——浅论道德救世，
定会受益匪浅。

祝福所有朋友

道德之路精进

皆得暇满人生

老子读书心得篇二

在假期中，我读了《老子》一书，谈不上什么理解，只能说



是一些感想、体悟。《老子》虽然并不是专门论述教育的文
章，但是里面仍然有很多关于教育的思想。它意蕴深远，让
人思考，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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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读书心得篇三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
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据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
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
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
莫知始终”，尹喜感动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
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
篇，共五千言，即《道德经》，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
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
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
全文共约五千字，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因此
学习《道德经》对我们探索中国古代最本质的思想道德品格



有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名理科生，直接通读原版的《老子》是具有很大难度
的是具有很大难度的，所以我选择了从阅读南怀瑾的《老子
他说》开始慢慢感悟，在阅读中，我发现《道德经》并不像
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部论述道德的著作。事实上，道
德二字各有不同的概念。道德经前三十七章主要是讲什么是
道，后四十四章主要讲德，简单说来，道是宇宙之道、自然
之道，也是个体修行即修道的方法，德是不是通常以为的道
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应必备的特殊的世界观、方法论以
及为人处世之方法，二者并不相同。

首先说一说前面讲到的“道”，即宇宙之道、自然之道，在
我看来，主要就是指无为之道。第一句就说到“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说作为世界本源的道是可以用
语言来形容的，但并不是永恒的。“名可名，非常名。”说
的是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常的名。这一句作为《道德经》的
起始，详细阐述了老子对规律的理解。在《道德经》里，道
指的就是规律。而道家思想对规律的最根本的见解就是“规
律是自然的，变化的，不为人所控制的。“对待规律的根本
态度是“充分尊重规律，然后才是利用规律。”这是一种非
常朴素的辩证思想。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人物的道家学
派对规律是十分尊重的，这在几千年前的中国是很难能可贵
的，这种辩证法虽然很不健全，但却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
这对现在我们的唯物论十分有帮助，为后来人们对唯物论的
更深一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十分坚实且广泛的基础。而且，
从前面的章节中中，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到老子对无为的崇
拜。全面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探索与思考，而这
种探索与思考不是盲目的，是非常有计划、有科学根据的，
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关于无为，老子在
《道德经》第七篇里也举了一个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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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当代的我
们这些大学生理解古代老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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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对待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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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厚积才会薄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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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德经则主要讲的是人之道，也就是如何将天道应用于人
事?我们就不难知道。其实老子写道德经的侧重点便是落在下
部德经上面。德，是物化之为，是“道”于宇宙间的布施，
是对万物的呵护。道生万物，万物应“德”而得存，万事
应“德”而生运化。德，是“道”呵护事、物，沿规律与法
则演化之显现。德，是“道”布施于万物生化的永恒“工程
主体”。所以说：德行道从。

我认为后文中最经典的莫过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这一句话里，是很有趣和抽象的。为何老子
认为三生万物，是说明老子认可这个宇宙是只有三样最基本
的东西吗?那么，寻找这三样事件与现代物理学对应的是什
么?查阅资料分析后得出这三件事件就是“运动”、“空间”、
“自然力”这三样，可以认为万物都是这三个事件组织而成
的事件，没有更多于这三样的东西存在。从此可以推
出，“二”就是“动”、“力”这二个事件的存在产生物质的
“三”。三就是万物。再往上推，“一生二”中的“一”指
的是整体的宇宙，就是我们这一个宇宙，而宇宙是产生动、



力这“二”个现象的根源，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进一步可
以认为动力互相转换是自然存在的因果关系。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源头，也可以认定在自然角
度上这个道是指特定的运动轨道。所以在人们对老子的分析
中，主要认为他的道，因此把他称为“道家”。其实，对于
德，是老子不能忽略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德产生道和道产生
德是互存的两个基本元素，这也是《道德经》的一个主要重
要的内涵。

《道德经》仅小小的五千字，可只要你用心去读去理解，你
会发现当中的道理岂是我们区区几千字便能概括的。总之，
《道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启蒙巨著，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它拉开了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人类对自
然规律进行探索的序幕，我们只要辩证的去看待它，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就会对我们这些当代大学生有着重要的指导
和教育意义。至少它给我的心灵开启了一道门，引导我如何
从小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不追求名利的人，一个健康向上
的人。

老子读书心得篇四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于西周末年武丁朝庚辰二月二十五时诞
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当时的中国呈现出极为灿烂的文
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纷纷产生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老子就生活在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正因为有了
老子才更加伟大。

老子曾做过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在那里他潜心于书籍之中所
以习得鉴往知来的历史所以对人世有了得深的体认。老子运
用他深邃的思维创造出了灿烂亘古的道家思想。

其间同时代的另一位伟人孔子来拜访。他向老子请教了很多



问题对老子的博学和科研成果很佩服。孔子怀着感激的心情
离开了洛阳。回到鲁国后常常对人赞美老子。

孔子曾用瑰丽的语言赞美老子：鸟会飞我知道；鱼会游水我
知道；曾很走我知道；但是龙它在去端在天上无法捉摸深不
可测李聃就像龙一样啊！

老子的哲学被称为智者的低语、滋润心灵的甘泉它究竟是怎
样的呢？

应该说老子本意是用于政治的但它的主要用处却是在为人处
世方面。

人们看事物多是从正面看而老子却是从反面看。以柔克刚就
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世上竞争者取胜之决窍。

柔非怯懦而是一种以退为选的权变一种骄敌之志而暗蓄力量
的极高计谋。自己示弱可以侠敌人不注意而得保全。太刚者
锋芒太盛容易招惹事非暴露自己之不足为柔者所败！大柔非
柔到刚无刚！

老子读书心得篇五

《老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令我终身受用，当我们感叹
别人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有钱但是我们只是停留在羡慕的
阶段，从来没有坐下来静静地思考，别人为什么这么优秀、
这么成功难道他们一生下来就这么成功吗？当然不是，他们
之所以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是一步一个脚
印踏踏实实坚持不懈的从一无所有做起，他们所付出的是我
们的很多倍，自然就会比常人收获的更多。

工作是这样，学习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
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的去吸取知识，不断的像土一样，一点



一点的累，成就九层之台，像毫末一样，一点一点的生长，
长成合抱之木。

人生亦或如是，人生路漫漫何其修远。我们每面对一个困难，
就在人生的路上跨出了一步。这一步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那一步，令我记忆犹新。

考试，看似痛苦，却如同人生一样，每解一道题都如同跨过
了一道困难，我记得考试时，开始我做的行云流水，没有丝
毫的问题，可越做到后面，就如同陷入泥潭里一般，寸步难
行。我费尽脑力，终于一路过关斩将，杀到最后一题，可最
后一题如磐石坚硬，油盐不进，我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却拿
它没有办法。我看向窗外，看着那蔚蓝的天空，纯洁的白云，
突然产生一丝明悟，考试如人生，要学会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我只是一味的追求答案，却忽略了过程，忽略路上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从基础入手，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最后费劲千辛
万苦，最终把这块磐石打磨成一件艺术品。这次，让我在人
生的漫漫长途上，踩下了最困难的一步，但让我对这句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老子那博大精深思想，
所折服。

老子的思想、智慧，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老子在四五
百年前便懂得了现在我们人类都难以理解的哲学。他的思想、
智慧无时无刻侵润我们的人生，他的语言传承了我们中国璀
璨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