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寺庙的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
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去寺庙的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言（100字）

军人修行是一项持久而艰苦的过程，涉及到武装力量的培养、
军事技能的训练以及心理素质的锤炼。在这个过程中，每一
位军人都会积累出独一无二的心得和体会。本文将通过连贯
的五段式文章，阐述军人修行的重要性、艰辛性以及心得体
会。

第二段：修行的重要性（200字）

军人修行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军人修行是一种强身健体的修行方式，它不仅能够锻炼我们
的身体素质，还能塑造我们的意志品质。军人修行通过严格
的纪律要求，使我们养成了规律、守纪、遵守诺言的好习惯，
培养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品质。军事技能的训练使我们
在保家卫国的使命中更加得心应手，有能力迎接各种挑战。

第三段：修行的艰辛性（200字）

军人修行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蕴藏着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
军人修行需要我们持续进行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忍受身体的
疼痛和忍耐力的考验。其次，军人修行也要求我们在极端环
境下保持冷静，如部署在战地任务，在高强度和压力下掌握
冷酷无情的战斗技能。此外，军人修行还包括对生命的承担
和牺牲，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奉献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极
其巨大的精神压力。



第四段：修行的心得（300字）

在军人修行的过程中，我悟出了许多心得和体会。首先，顺
应命运是修行的关键。军人修行必须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和适应，勇往直前。其次，锻炼自己的身
体和心理素质是修行的重要一环。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稳定的
心理状态有助于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保持镇定和冷静。再
次，学习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是军人修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有团结协作，互相支持，我们才能有效地完成各项任务。
最后，坚持梦想和使命是军人修行的精髓。军人修行需要时
刻保持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为了祖国的繁荣与安宁奋斗
终身。

第五段：结尾（200字）

军人修行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它是对我们身体、意
志和精神的全面考验。通过军人修行，我们不仅在职业上获
得了成长和进步，也在品质和价值观上得到了提升。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同时也收获了团
队合作的乐趣和毅力。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我
们都能运用这些修行心得和体会，为社会稳定与进步做出更
大的贡献。作为一名军人，修行不仅仅是我们的义务和使命，
更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种宝贵经验和财富。

去寺庙的心得体会篇二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今天座上的几位大居士要我来给大家讲几句话，但是我不会
讲话，那么就把这几十年来我个人修行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拿来跟大家聊一聊吧。

我本人是搞禅宗的，出家以后就到高明寺亲近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同虚云老和尚一样，都是当代禅宗的大宗师，都



是已经明心见性了的。来果老和尚是在金山开悟的，虚云老
和尚是在高明寺开悟的，我出家以后，有幸先后亲近了这两
位大善知识，所以自己虽然没有什么修持，也勉强觉得几十
年的光阴没有白过。

今天各位让我来讲禅宗，那么我就先讲一讲禅宗的渊源。大
家一定都知道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的典故――‘以心印心、心心相印’，这就是禅宗这一顿超
法门在印度，从迦叶尊者始，禅宗一直流传了二十八代。到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的时候，他远渡重洋到中国来传法，成
为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初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后传法给
二祖慧可，慧可传法给三祖僧璨，僧璨至四祖道信，之后是
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我也是这个宗门下的，传到我这
里，已经是第四十四代了。

什么叫做‘禅’呢？‘禅’，就是‘禅那’，翻译成‘静
虑’，就是我们思想清净地去来回思虑。又翻成‘思维修’，
我们可以在这个思想上去来回思维，去修它。

禅宗这一法，现在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在这门下，依此用
功办道、开悟的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在过去唐朝、
宋朝、明朝，甚至于清朝，还有少数开悟的，像虚云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都是属于清朝的――这以后开悟的都没有听到。
是不是没有开悟的呢？开悟也有大、小之分。如我宗门下，
大悟十八，小悟无数。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们对于一桩事
物不明了，最终明白了，这就是一种‘悟’，这是一种‘小
悟’；‘大悟’是彻底明心见性――二者完全是不同的。

宗门下这一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起疑情’。什么叫‘疑
情’呢？它是指我们对一桩事情不明了，不明了这桩事情究
竟是什么东西，体现在禅宗这一法里面，就是禅宗历史上诸
多的公案。过去祖师也讲：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来面
目。我未生以前，究竟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呢？自己知道不
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一个疑情。也有祖师提‘狗



子无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狗子无佛性’呢？
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入手，去参究它。这就是从那个你不明白
的地方去起疑情。

明万历年间以后，念佛的人就多了。念佛的人多了以后，就
提出一个‘念佛的是谁’――我明明知道自己念佛，那么这
个念佛的究竟是谁呢？在高明寺，来果老和尚就提倡‘念佛
的是谁’这个疑情，就是教你在‘念佛是谁’这四个字上面
去来回地、反覆地‘参’……。

禅宗中还有‘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等疑情。总而言之，佛
说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成就众生，使众生离
苦得乐。不论用哪一法门，都是为了降伏其心。降伏什么心
呢？就是降伏我们尘劳、烦恼、无明、贡高、嫉妒、人我、
是非这一切一切的心。为什么要降伏这些心呢？因为这些心，
都是我们生死的根本。我们从无量劫到今天，在六道轮回中
滚来滚去，都是因这些而起。有这些心，才有这些轮回；如
果没有这些心，就没有这些轮回了。本来我们自性是不生不
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一切一切的
东西呢？都是由于我们自己所造成的。过去古人也讲：‘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性相近’，习气
就远得很！本来我们自性的心是很清净的'，因为有了这些习
气的污染，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来死去、死去生来，才有六道
轮回。那么我们今天学佛用功，就是为了消除一切心，消除
一切尘劳、烦恼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怎么去消除呢？不是
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甩掉它、不要它――这些东西都是‘无
相’的，既‘无相’，怎么去甩掉它？我们的罪业也是‘无
相’的。因为普贤菩萨讲，我们从无始到今天，由身、口、
意所造的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有相时，虚空都不能容受。
既然这些罪业无相，那么我们怎么去消除它？不是我们拿一
个什么思想去消除它，也不是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消除它，要
拿我们这个心来消除它。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心、一个
念。既是一个心、一个念，为什么你这里在用功，那里还在
打妄想呢？是不是有两个心两个念呢？不可能。如果我们有



两个心、两个念，那么我们将来就成两个佛了，我们在用功
的人，只有一个心、一个念。我们修行人在用功时，知道有
了妄想，那正说明你在用功。如果你没有用功，根本就不知
道什么叫‘妄想’。为什么？我们一个人活了几十年，一天
到晚都在妄想里头。我们的生死及与其相关的一切，都是由
妄想所造成的。不去用功，就不会察觉这种状态，因而也就
不知道什么叫‘妄想’，什么叫‘用功’。如果你今天能够
知道有了妄想，那就证明你的思想还在用功。

我们这个功夫，是在高明来果老和尚教的。他教我们要起疑
情。他这个疑情呢，就是要我们问‘念佛的是谁’，要在不
明白处――‘谁’字这个地方去参究。有些人不明白，不明
白这个地方，谁；再问它一句，到底是谁――反覆在这个不
明白的地方‘谁’字上来回地参下去。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一
直参下去，那么这个疑情，就不仅仅是一个不明白，而是很
有滋味的了。我们真正有了一个疑情，就会明白，这个疑情
的力量是大的。就像我们吃东西，越吃越高兴，吃酒、吃饭，
好得不得了地吃，那个滋味很好的。而我们的功夫要在不明
白这个地方、这个疑情上来回地去追究。所以我们只要一把
疑情提起来。功夫就得现前。好了，你就在这个疑情上绕来
绕去地参究，看看到底是‘谁’，就在这个‘谁’字上去用
功夫。当我们粗粗地用功时，还是有妄想的，这个妄想很厉
害，按我们宗门下的讲话，叫‘一人与万人敌’。什么
叫‘一人’呢？‘一人’就是我们参话头的这个念头；‘万
人’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妄想。这些妄想很多、很厉害，你
不打，它们自己也会打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几十年已
经熟透了。而我们的功夫，却用得很少。譬如你现在三十岁，
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你有没有用三十年的功夫啊？没有。
但你要知道，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你打了三十年的妄想，
妄想已熟得不得了。妄想既已熟得不得了，它就成为‘细
念’；而我们用功的这个念头儿，是个粗念。这个粗念在上
边，细念在下边，所以我们参‘念佛的是谁’，一会儿就不
知念头儿跑哪儿去了。



‘念佛的到底是谁’，它还要翻起来，这个‘翻’，我们用
功的人叫‘翻业识’。‘翻业识’是不是把它去掉呢？不能
去、不要去。不要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宗门下如果让我们一
心一意去降伏这些妄想。这些东西，就好比‘搬石头压
草’――你看到地上草很多，去搬一块石头把草压下去。看
那个石头，面上没有草，是不是啊？但你把石头搬起来以后，
那个草照样还是一样。所以我们用功的人要‘斩草除根’，
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不能斩草除根，而是搬块石头来压上，
那是没有用的。这点希望各位注意。不要专门、有意地去压
这个妄想。但是不压，用功时妄想又很多，怎么办？那就你
作你的，它搞它的。为什么这个‘它’这么厉害呢？我不是
讲了吗，它已搞了很长时间，它已经熟透了。你这个‘家’，
你这个身体，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它所造成的。现在你从外
头领进一个生人，要把它赶走。而它已霸占你的‘家’、身
体那么久，一个生人想将它赶走，真是不容易。它就是要跟
你拼命，也要跟你打。所以我们用功的人，只有你作你的，
它搞它的。我经常打这样一个譬喻：好比妄想是十分，你用
一分的功夫，妄想便剩九分；用两分的功夫，妄想便剩八分；
用三分，妄想剩七分。你用功越多，妄想剩的便越少。而我
们之所以不能达到没有妄想的程度，是因为我们功夫不够深，
思想不能统一。如果你的功夫深，那么有了功夫就没有妄想，
有了妄想就没有功夫，那就‘时时相通’了。一方面我们用
功的时间还是太少，另外我们用功的念头还是一个粗念，而
打妄想的念头还是细念，因为它已熟透了。如果我们用功的
念头最后成了像打妄想这样细的念头，就好了，那就是不参
自参、不念自念、不疑自疑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做到这样呢？

做不到，所以只好由它去。它要进来，就不管它。你的功夫
越来越深、越来越牢，妄想自然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参话头
也好，念佛也好，或念经咒，都要好好用功。所谓‘打得念
头死，法身方能活’，念头打不死，法身不是能活的。所以
我们要想把妄想铲除掉，就要好好用功。要从根本上彻底地



把它铲除，这才是真用功。我们现在用功的人，都是在静坐
上面用功，但一动起来就没有功夫，甚至在定中的时候，这
个功夫还没有把握。什么叫‘把握’呢？刚才我提到的‘念
佛的是谁’，这个不明白，不是完全的功夫，是要在这个不
明白的地方起疑情。为什么要起疑情呢？古人讲：‘大疑则
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就不悟。’我们有了疑情才能悟。
为什么有了疑情才能悟呢？大家想一想，因为这个疑情，它
真正地功夫得力，可以疑成一团、打成一片，什么妄想也没
有；真正地功夫得力，可以忘身心、忘世界，一切都能忘的。

我们用功的人要达到这种功夫，不是一下能做到的。当然过
去古人、祖师都是一闻就开悟。一闻就开悟，那是在什么时
候？那是在唐朝到清朝，那个时候的人善根深厚。可是我们
现在，越到后来众生的孽障越深重，善根福德越薄。要知道，
那些用功用得好、一闻就开悟的人，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我
打个比喻：比方我们去广州或香港，这一千里路，我们是坐
飞机、火车，搭汽车，还是步行？当然我们坐飞机最快了，
是不是啊？火车要慢一点，汽车更慢一点，步行就更慢了。
但是不管快慢，总是要走；几时不走，几时不能到。所以我
们佛教，最主要的不是讲，讲得再好，那都是假的；最主要
的是要行。我们一定要行才能到家，不行不能到家。

去寺庙的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100字）

军人作为国家的守护者，在其岗位上经历了无数的磨砺与考
验，在修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本文将从
军人的职责，团队合作，意志力及坚持等几个方面，探讨军
人修行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军人的职责（250字）

军人的首要职责是保家卫国，为国家的正常运行维持一片安



宁的天空。军人修行的体会在于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
时刻以全局的思维和视野来考虑问题。他们以崇高的使命感
为动力，对工作付出百倍的努力，即使是在困难和危险面前
也毫不退缩。军人修行的体会深化了他们对职责的认识，使
其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务。

第三段：团队合作（300字）

在军队中，团队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团队的默契
配合，才能提高战场上的胜算。军人修行的体会使他们逐渐
懂得了相互信任、互相扶持的重要性。通过密切的配合和有
效的沟通，军人能够更好地克服困难，实现目标。此外，团
队合作还培养了军人的领导能力，让他们在逆境中能够发挥
出最大的潜力。

第四段：意志力（300字）

军人修行的体会中，意志力是至关重要的品质之一。在军队
的训练和战斗中，经常会面临身心上的巨大压力和疲劳。只
有坚定的意志力，才能让军人在逆境中坚持下去，并保持积
极的态度。跨过每一个坎坷、战胜每一次困难，都是军人毅
力和信念的证明。意志力也让军人更加冷静和理智，能够在
紧急情况下做出最佳的决策。

第五段：坚持不懈（250字）

在军人修行的过程中，坚持不懈是必不可少的。军人修行的
体会是在每一次强化训练中逐渐得到的。无论是身体的锻炼
还是心理的磨砺，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去，才能一步步成
为真正的军人。军人修行的体会还表现在对于人生态度的影
响，教会他们面对困难时永不言败的品质，并从失败中不断
总结经验，不断前进。

结尾（100字）



军人修行心得体会的宝贵经验，不仅对于军人个人成长有着
重要的意义，也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成长与进步具有启迪作用。
军人的修行体会告诉我们，舍小家为大家，团队合作，坚持
意志力，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我们凡人成长的重要法则。
通过学习军人修行的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
的挑战，同时也能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去寺庙的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一名军人，我深深体会到了军人修行的重要性和价值。
多年来，通过军队的严格训练和实践锤炼，我发现军人修行
不仅是一种精神素质的提高，更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体验。本
文将从军人的忠诚、纪律、责任心、坚持和团队合作五个方
面阐述军人修行的心得体会。

首先，军人修行的核心是忠诚。作为一名军人，忠诚是价值
观的核心。无论是对国家、对人民，还是对军队、对战友，
忠诚都是不可忽视的要素。在我军斗争之初，忠诚于党和人
民的理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前仆后继、英勇杀敌。忠
诚不仅表现在一言一行中，更体现在胸怀深处，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不敢背离的底线。

其次，军人修行需要严格的纪律。军人纪律严明，是行之有
效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失体制内的秩序和自我约
束。军人是法纪的制度的忠实执行者，在需要时，能够高效
快速地应对各种非常态状况。军人要修炼自己遵纪守法、迅
速执行命令的能力，以适应各种军事行动任务的需要。

第三，军人修行需要培养责任心。军人是人民的保卫者，是
祖国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在平时工作中，还是在紧急情况下，
军人都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责任心。要时刻关注困难和
困苦，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人。这种责任心不仅表现在
军人的任务执行中，也体现在军人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兢兢业
业的态度之中。



第四，军人修行要坚持。军人修行的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军人修炼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考验和
挑战，只有在压力面前毫不动摇，保持持久战斗意志，才能
真正获得成长和进步。军人要坚信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对事
业的热忱与热爱，通过不断地努力和奋斗，不断提高自己的
素质和能力。

最后，军人修行需要团队合作。军事行动极度依赖于团队的
力量，在集体中完成个人目标是军人修行的核心。军人要学
会团结与协作，合作精神是军人必备的品质之一。只有通过
相互协助、相信和支持，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
战斗力，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军人修行的心得体会体现在忠诚、纪律、责任心、
坚持和团队合作等多个方面。只有通过不断的锻炼和实践，
军人才能获得这些品质，并将他们贯彻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中。军人修行既是一种体验和修行，更是一种信仰和责任。
作为一名军人，我将一直努力修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综
合素质和能力，为军队事业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寺庙的心得体会篇五

静宁二幼东关分园朱军儿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肩负着为
祖国培养下一代的历史重任。当一名教师容易，但是要当一
名好幼儿教师却是不易的，通过这次培训，我有几点体会：

一、教师必须具备创新观念与创新思想。

学活动延伸到相关联的现实生活中去，改变封闭的教学形式，
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亲身感受具体而丰富的客观世界，从而
激发其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其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二、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要实施创新教育理念，创新型教师必须具备以下几种业务素
质：(1)有丰富的知识结构，这是教师发挥创造性的基本保证。
(2)有较高的管理艺术。管理包括两方面，一是班级的整体管
理，二是针对每个学生的个别指导。(3)有丰富的情感。教师
声情并茂的朗诵，热情洋溢的赞赏以及在与学生接触时的仪
态、表情和举止所表现出的积极情感能随时地激发、调动学
生的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学生因“亲其师而信其
教”，变苦学为乐学，单纯的知识传授变成了双向的情感交
流，使教者亦乐、学者亦乐。

三、教师要有敬业精神。

都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心理层次，培养教师的敬业精神，
弘扬好的风气，鼓励教师为神圣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会使
每个人通过自我的修养，约束本我的不正当欲念，达到超我
的境界。倘若不抓住教师敬业精神的培养，素质教育就可能
是空中楼阁，只有培养出良好的教师敬业精神才能把素质教
育落到实处。因此，欲兴事，先兴人，铸造爱岗敬业的高尚
形象，并努力提供一切所必需的条件，使每个教师忠诚于党
的教育事业。有了这个基础，教师的教育观、质量关、人生
观等就比较容易调整到位，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才会自觉
地站到素质教育的前列，成为合格教师。

四、力求成功教育。

成功教育认为,教育面向的是人,培养的是社会需要的人。每
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能，都有成功的愿望和需要。通过教
育，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成功，取得发展。
成功教育强调，通过教育的改善，促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成
功，激发其形成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内部学习动力机制，
自我开发潜能，成为学习的成功者，从额为其成为社会的成
功者做好基础素质的准备。

成功教育既有改革教育目标的意义，又有改革教育方法的意



义。改革教育目标的意义在于：教育的本职任务、教师的本
职任务原本就应该为社会培养成功者，使每一个学生在各个
方面都能得到主动发展。成功教育把激发、形成学生的内部
学习动力机制作为培养目标，强调为学生修身发展的长远需
要服务。改革教育方法的意义在于：改变传统的外压式的强
制教育，通过教师创造成功机会，学生主动参与的活动方式，
使学生产生成功体验，改变消极的自我概念，主动内化教育
要求，自我开发内在潜能，主动发展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