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的工作总结和感悟(通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我
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曾国藩的工作总结和感悟篇一

1、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2、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

3、宝货用之有尽，忠孝享之无穷。

4、多躁者必无沉毅之识，多畏者必无踔越之见，多欲者必无
慷慨之节，多言者必无质实之心，多勇者必无文学之雅。

5、论人情只往薄处求说，人心只往恶边想，此是私而该底念
头，自家便是个小人。古人责人，每于有过中求无过。此是
长厚心，盛德事。学者熟思，自有滋味。

6、我屡屡教育家人崇尚俭朴习于劳苦，因为艰苦可以使筋骨
日渐强壮，娇生惯养则精力日益柔弱。

7、我一颗心坦坦荡荡，毫不恐惧。

8、凡是需要每天检点的事，若是姑息以待后日，往后再来补
救就困难了。

9、扶助危困拯救灾难的英雄，最主要的是要经得起心与力上
的劳苦。



10、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金。——《曾国藩书
信》。

11、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
"君"字"后"字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
也。——《曾国藩书信》。

12、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
因寸朽而弃达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曾国藩书信》。

13、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觇敌情，三日
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曾国藩书信》。

14、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
术。——《曾国藩书信》。

15、调军出战，不可太散。——《曾国藩书信》。

17、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曾国藩家书》

22、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曾国藩家书》

26、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曾国藩家书》

27、挺然特立，做第一等人物。——《曾国藩家书》。

28、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曾
国藩家书》。

29、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
捷也。——《曾国藩日记》。

30、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家书》。



33、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曾国藩

35、有其功，必有其效。——曾国藩

37、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

38、凡处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稳，一任间言语。——曾国藩

40、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
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
文不行。

41、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皆。尔曹但常
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42、自谦则人愈服，自夸则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气，
我贪必至启人之争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43、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 ——曾国
藩

44、血气盛，则克治难。欲养心者，先治其气。 ——曾国藩

45、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搏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
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
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
常，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
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

46、府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

47、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
泉。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
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未完，勿换彼书耳。



48、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49、忿怒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

51、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众人事；让美归功，
此君子事；分怨共过，此盛德事。

52、微雨晴时看鹤舞；小窗幽处听蜂衙。

53、五千里秦树蜀山，我原过客；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
人。

54、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
发能收。

55、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

57、姑息必成大忍（过），面誉必至背非。——曾国藩

58、人伦明，则礼乐兴。——曾国藩

61、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曾国藩

62、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凡事
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65、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曾国藩《致吴竹书》

66、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一点可取，只因一个傲字，百
无一成，所以谆谆教各位弟弟引以为戒。

69、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出处：曾文正公全集

70、想到三十多年前，自己本是荷叶塘乡下一个农家子弟，
如今贵为中候，权绾两江，节制四省，名重五岳，这固然与



自己的努力息息相关，却也是源于皇家，借助它得到了一些
之后，又去背叛它，良心何在呢。失败了，遗臭万年，就算
成功了，过去自己所说的那些忠诚敬上的话，都成了欺天瞒
地的谎言假话。

73、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
生第一自强，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74、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

76、书蔬鱼猪，一家之朝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

77、名节之于人，不金帛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
女不贞，虽有他美，亦不敷赎。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
保。

78、忠信耿介，立品之本，非钓名之具也。

79、喜新厌旧，欲求上进难矣。

80、盖世人念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
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财断无不
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行。

曾国藩的工作总结和感悟篇二

1、仁言不如仁心之诚，利近不如利远之博，仁言或失于口惠，
利近或失于姑息。

2、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则庶可以成大器，
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3、聪明外露者德薄，词华太盛者福浅。



4、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

5、人该省事，不该怕事。人该脱俗，不可矫俗。不该顺时，
不可趋时。

6、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

7、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
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

8、居有恶邻，坐有损友，借以检点自慎，亦是进德之资。

9、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

10、宁可数日不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11、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

12、君子贵通天下之志，疾恶太严则伤公明之体。

13、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14、养得胸中一种恬静。

15、特患业之不精耳。

16、省事是清心之法，读书是省事之法。

17、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则不屈于物，忍剧则不扰于事，
忍挠则不折于势，忍穷则不苟于进，故曰，必有忍乃有济。

18、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19、好便宜不可与共财，狐疑者不可与共事。



20、人生莫惧少年贫。

21、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知此可以
役使鬼神。

22、人必诚，然后业可大可久。

23、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
天意居半。

24、衣冠之族，以清白遗世为本，务要恬穆省事，凡贪戾刻
薄之夫，皆不宜与之相接。

25、事以急败，思因缓得。

26、米已成饭，木已成舟，只好听之而已。

27、尖酸语称快一时，当之者终身怨恨。

28、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29、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30、以德遗后者昌，以祸遗后者亡。谦柔卑退者，德之余，
强x奸诈者，祸之始。

31、受非分之情，恐办非分之事。

32、家和则福自生。

33、溺爱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己于富贵。大丈夫见善明，
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死生如鸿毛。

34、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35、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
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
以为愚也。

36、须有宁拙毋巧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37、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38、凡有用之物，不宜抛散也。

39、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的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
义。劳则不佚，谦者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

40、智慧愈苦而愈明。

41、处事速不如思，便不如当，用意不如平心。

42、学而废者，不若不学而废者。学而废者恃学而有骄，骄
必辱。不学而废者愧己而自卑，卑则全勇多于人谓之暴，才
多于人谓之妖。

43、不随众从之喜惧为喜惧。

44、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45、君子多思不若养志，多言不若守静，多才不若蓄德。

46、须先立坚卓之志。

47、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
语言难入，怒胜私故也。

48、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49、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



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

50、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物极则反，害将及矣。

51、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矣，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
有。安然则受，未必不得，自多营营耳。

52、无好小利。

53、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开端。

54、人各有性，冷者自冷，豪者自豪也。

55、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

56、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
虚生。遇富贵人，宜劝他宽，见聪明人宜劝他厚。

57、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
过思者迷正应。

58、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59、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短。

60、倚富者贫，倚贵者贱，倚强者弱，倚巧者拙。倚仁义不
贫不贱不弱不拙。

曾国藩的工作总结和感悟篇三

1.甘苦自得。

2.举世惟一真字难得。

3.人之精神不可无所寄。



4.事以急败，思因缓得。

5.绮语背道，杂学乱性。

6.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7.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

8.有恻隐之心者，必有羞恶。

9.人要为善，先要明善始得。

10.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11.忧时勿纵酒，怒时勿作札。

12.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

13.善观人者观己，善观己者观心。

14.轩冕而敬，伪也。匿就而爱，私也。

15.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

16.常沉静，则含蓄义理而应事有力。

17.富贵家宜劝他宽，聪明人宜劝他厚。

18.要与世间撑持事业，须先立定脚跟始得。

19.听言当以理观。一闻在辄以为据，往往多失。

20.人于平旦不寐时，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谓智矣。

21.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清神意平，物乃可正。



22.为善者常受福，为利者常受祸，心安为福，心劳为祸。

23.勿扬人过，反躬默省焉，有或类是，丞思悔而速改也。

24.士有三不斗：毋与君子斗名，毋与小人斗利，毋与天地斗
巧。

25.文人富贵，起居便带市井。富贵能诗，吐属便带寒酸。

26.能食淡饭者方许尝异味，能溷市嚣者方许游名山，能受折
磨者方许处功名。

27.薄福之人过享其福，必有忽然之祸。贯贫之人不安其贫，
必有意外之忧。

28.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
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29.素食则气不浊;独宿则神不浊;默坐则心不浊;读书则口不
浊。

30.甜酸苦竦宜尝遍，是非好恶总由人。出死入生宁不易，各
宜努力去修身。

31.多躁者必无沉毅之识，多畏者必无踔越之见，多欲者必无
慷慨之节，多言者必无质实之心，多勇者必无文学之雅。

32.爵禄可以荣其身，而不可以荣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
不可以文其行。

33.功名官爵，货财声色，皆谓之欲，俱可以杀身。

34.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

35.巧辩者与道多悖，拙讷者涉者必疏，宁疏于世，勿悖于道。



36.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多声色者，残性命以斤斧。

37.立身之道，内刚外柔;肥家之道，上逊下顺。不和不可以
接物，不严不可以驭下。

38.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

39.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饰己以要誉。所以古人临大节
而不夺，今人见小利而易守。

40.君子出则忠，入则孝，用则知，舍则愚。

41.智大心劳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42.善人种德，降祥于天。恶人种祸，贻殃于后。

43.沽虚誉于小人，不若听之于天。遗货财于子孙，不若周人
之急。

44.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独利则败，众谋则泄。

45.一念忽略，便有错言错事。

46.越自尊大，越见器小。

47.好胜人者，必无胜人处，能胜人，自不居胜。

48.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49.才智英敏者，宜加浑厚学问。

50.恶莫大于毁人之善，德莫大于白人之冤。

51.只是一个见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尽堕。



52.信算命，信风水，皆妄念所致。读书明理人以义命自安，
便不信也。

53.尖酸语称快一时，当之者终身怨恨。

54.聪明外露者德薄，词华太盛者福浅。

55.好饰者，作非之渐。偏听者，启争之端。

曾国藩的工作总结和感悟篇四

他一生修身养性，共有十三套学问，其中的《曾国藩家书》
记录了他一生的修身、齐家、从政的重要思想，内容易懂、
思想深刻，值得我们学习。曾国藩还留下了许多的.人生感悟
以及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世间所有的事情，大抵都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计划，
第二步是实施。

如何计划谋划一件事？曾国藩告诉我们应该“大处着眼”。
大处着眼，是一个人的眼界，是一个人的心境。“志当存高
远”，做一件事，应该有着高远的志向，有着超远的规划，
有着开阔的视野。小到一件事，大到整个人生，都要有大局
观。

定下目标，做好计划，如何去做一件事？从小处着手。实践
出真知，做事谨记切勿眼高手低。既然制定了目标，谋划了
方案，就要逐步去实施方案、实现目标。小处着手，是一个
人的态度，一个人的品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
多么远大的目标，都要靠着双手双脚去实现。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生亦是如此，眼高手低者夸夸



其谈，眼低手高者难成大器。只有明确了人生目标，端正了
人生态度，理想付诸于行动，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告诉我们做事的人生哲理。

群居守口，独居守心

人是一种动物，是一种有思想的高级动物。或是群居，或是
独处。

出门在外，工作办事，如何和大家相处？曾国藩告诫我
们“群居守口“。俗话说“沉默是金”，言多必失。这些哲
理，并不是告诉我们闭口不言，而是告诉我们在说任何话之
前，都要深思熟虑，斟酌再三，能不说的尽量不去说，能不
发表意见和观点，就尽量不发表。清朝宰相张廷玉，历经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不倒，他的生存哲学就是八个字：”万
言万当，不如一默。“意思就是说，就算你说的话十分合适、
万般正确，但是一旦说出了口，就覆水难收，所以不如不说。
张廷玉就是靠着八字真言，最终配享“太庙“，成为清朝唯
一获此殊荣的汉人。

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说道：“故君子必慎独也。“在
《中庸》、《礼记》等著作中，也都有说到“慎独”二
字。“慎独”，顾名思义，是说一个人在闲居独处的时候，
也要谨慎行事，遵守道德准则和社会规则。曾国藩说的“独
居守心”，表达了就是“慎独”。慎独，就是修身和修心，
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要表里如一。曾国藩告诫他的子女晚辈
“慎独则心泰”，只有做到慎独，才能心安。做人不可人前
一套，人后一套；做事不能当面一套，背地一套。韩愈
说“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君子当如此。

守口、守身、守心，慎思、慎言、慎行。言行一致，知行合
一，心底有规矩和准绳，行事有准则和道德，如此做人方能
圆满。



“群居守口，独居守心”告诉我们做人的人生哲理。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居守口，独居守心”，简简单单
的十六个字，是曾国藩对历代前人思想的总结和凝练，也是
他自己做事做人的准则和原则，更是对我们的一种告诫和劝
导。人生也是如此，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慎思笃行、知行
合一。如此，便可事业顺利，幸福美满。

曾国藩的工作总结和感悟篇五

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成小的时候，很想看看家人对他有多么
重视，吃饭的时候就躲到衣柜里，他希望看到大家焦急找他
的结果，然而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缺席，
等大家吃完饭，他才从柜子里爬出来吃那些“残羹剩饭”，
从此他发誓：一定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否则你会大失所
望的。

这就是我从曾国藩身上所了解到的“呆子”哲学。

曾国藩，这位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按照中国士大夫的圣人
标准，立德、立功、立言，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达到了一般人
难以企及的高度，被封为近代最后一个圣人，在他身上有许
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品质和修养。我从中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秘
诀之二是做事要“慎独”。

“慎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一个人独处时能够真诚的面对
自己的内心，去除内心的恶念，培养自己的善念，这样就能
问心无愧，对得住天地良心，饭能吃得香，覚睡得安稳，故
能心安理得，心态平和，是可笑对苍天，下可孝对父母，中
可和对同事。对工作、对朋友、对亲人只一个“诚”字，不
欺暗室，不阳奉阴违，做到心口如一。其实我们为人处事要
的不就是“以诚相待”吗!

我从中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秘诀之三是为人要“主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