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个道德的人 道德经读后感(大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做个道德的人篇一

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
笑他自己竟然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现在很需要这种学说。
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自己就是如此。
林语堂曾经这样说过。

对于《道德经》，很多人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对于我这
种凡夫俗子，才在短时间内粗读了一回让国内国外深入研究的
《道德经》，要写出一篇震惊全场的读后感，实在是笑话。
不过，在此，我仅表达一下我对看完《道德经》的切身感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开头一句，揭示的是人们的价值观问题，价值观不同，人生
追求和所遵循的道路就不同。不同的追求，不同的道路，必
然造就不同的人生和社会。开头这十二个字是通篇的总纲。
老子著道德篇，旨在向世人指明可以免祸于身，免祸于社会
的圣人之道。"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是圣人所行之道，所
求之名，非常人所行之道，所求之名。同一条人生道路，却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走法。

一是走圣人之道，也就是顺其自然，返朴归真之道。

一是走常人之道，也就是追求外在的名利之道。

不同的道路，必然造就不同的人生和社会。这看似是一个简



单的命题，可是，当我们真正选择起属于自己的“圣人之
路”的时候，却难免会碰上不少阻碍。当代社会，名与利的
追逐太普遍了，要真正做到顺其自然，返璞归真的人又有多
少？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持否定的答案。但是，我并不认为
《道德经》是高高在上，遥远而不可攀的。当我们看透世俗
的风景，也许我们会静静地看细水长流。在假日惬意的下午，
品上一壶上等的茶，细读《道德经》，感受它对心灵的洗礼
也不一定。

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久远，但它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却一
点也没有“久远”的意味。每读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新的收
获。以上仅是我对于《道德经》的`一些浅见，我建议每个人
都应该读一读道德经，这不仅能陶冶我们的素养，也能使国
家素养水平整体水平提高。

做个道德的人篇二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是中国古代先秦诸
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哲学
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
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
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可道，非常道”。相信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是《道德
经》开篇的一句话，似乎老子什么也不想说了，因为可以说
出来的道不是恒常大道。是呀！语言在描述很多高深事物的
时候总显得捉襟见肘，而老子开篇就告诉我们：不要局限于
文字和语言。正如佛语所言：教外别物，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见性成佛。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好多的时候，我感觉老子的智慧与常人的思维是相悖逆的，
但细细品味，却蕴藏着深厚的哲理。我们常说：做人要能屈
能伸，韩信做到了。只有每天把自己放得很低，才能够学到



东西。这就如佛语所言：空才能有，放下才能承担。好多的
时候，我们无法做出选择，因为可以选择的太多，就像电视
的频道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完整地看完一个节目。选
择太多往往会使人迷惑，以至最后一事无成。太多的时候后，
我们需要有项羽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其实人生就如白驹过
隙，少一些选择往往是件好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德经》中几次说到水，比如“上
善若水”、“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乃
生命之源，造福万物却不求回报。“水滴石穿”的智慧让我
们明白何为“柔弱胜刚强”。水本无形，但把水放到什么容
器，它就会变成什么形状，所以水的'无形是至形，李小龙截
拳道中的“以无法胜有法，以无限胜有限”正好与此殊途同
归。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要学习水的智。一句“自知者智，自
胜者强”蕴含了无尽的深意。《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人贵有自知之明，而事实却是：太多的人螳臂当
车或是妄自菲薄，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恰恰就是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所以每天都要不断的战胜自
己，超越自己，正如《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真正的强者是战胜自己
的人。

读书之中充满了乐趣，而读《道德经》这本充满哲理的书更
是乐趣无穷。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
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等身之书，可抵
百万雄师”，而我觉得，读书要有选择性，同时要能够站在
作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学会感同身受。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
使用知识的主体是人，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
妙，存乎一心”。（梁银祥）

做个道德的人篇三

地球上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界草木的荣枯，潮起潮落，昼
夜的交替；动物界的弱肉强食；人类的演变，社会的.发展，



都离不开“道”。

什么是“道”？自从学了老子的《道德经》以后，我明白
了“道”。原来，“道”就是规律。

世间万物都在遵循各自的规律不停地循环变化。令我印象最
深的是水的规律。在七十八章中有这样二句：天下莫柔弱于
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
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啊！水看起来是最柔弱的东西。如果你正确的利用它，它
就会给人类造福，但如果你要去攻击它，你还不一定能胜利。
人们说的“洪魔’’就是它。

一点点的雨露汇集成了小溪，小溪汇成江河，江河汇集成大
海。看似柔弱的水因为它的谦逊和自强不息变得强大了。水，
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无所不能克。天下没有什么能代替它。

《道德经》里还讲了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它让我懂得了只
有遵循道法，不断学习，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今后的学习
生活中，我将不断地用这句话警醒自己。

做个道德的人篇四

心里纠结了一下，不知道自己工作忙的时候能不能坚持下来;
可是又想听听，毕竟是难道的机会，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传
统经典，就填了报名表。填表也挺复杂，并非一般性的简历，
而是好几页的问题，每个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仓促间能答出
来的，还得绞尽脑汁想想。

等被录取为正式学员后，才发现还可以旁听的。只能说是缘
分。要是一开始知道可以旁听，可能就偷个懒了，毕竟没有



那么多要求，所以该着咱成为道五正式学员吧。

那么就开始读经吧，打出来11页，一看也有点望而生畏的感
觉，一天读一遍吧，看来是完不成20遍的任务了。上课前，
脑子里一直想象，老师是怎样的严厉?会一个一个抽查?“恩，
你读了几遍?”

忐忐忑忑地来到学堂，发现老师是慈祥睿智的，学长们是友
爱亲切的，气氛是宽松自由的，倒觉得挺符合道德经的精神。

第一讲，老师重点推荐了诵读的学习方式，认为这是中国古
代传流下来的好的学习方式，可以不断让意识沉淀下来，有
重大的调节身心的作用。而且最好是一次连续诵读三遍，不
要入脑，直接入心。

我突然觉得我第一次对这种“机械式”的读书方式产生认同，
一方面老师的语气并没有强硬和逼迫，另一方面，我自己多
年来的学习经验正是对这种理论的一种印证。

我记得中学学英语的时候，因为很喜欢，几乎没有刻意去背
过单词。就是早读课认真读课文，体会英语在舌头上跳跃的
感觉，英语的听说读写以及语感一直都很好。到了大学，开
始有听力课，发现也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虽然中学的时候
没有上过听力课，但因为自己朗读的过程中，自己的耳朵也
相当于接受了听力训练，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吃力。而且在大
学生普遍睡懒觉的氛围中，每天我一大早起来就背着英语书
到湖边读两篇课文，这样下来，连考试前都不需要特别复习，
就可以次次第一，且比第二名多十分左右。当时经济也比较
拮据，备考四六级也买不起应考的教辅书，学校发了一本教
辅，就把那本教辅反复做两遍。仅此而已。

遇到生疏的单词，多数同学会选择偷懒，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就欣然去翻字典，顺便看看例句、搭配以及词性变化，反
而最终记忆深刻的是我，而问单词的那个人往往记忆是短时



的。

这不正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的注解么，最笨的方法往
往能取得最实在的效果。就像卖油翁一样，“唯手熟尔”。
今天我们为了学习，搞出了很多炫目的高科技，电脑、ipad、
学习机以及各种介绍学习妙法的图书，但关键在人，其他的
不过是工具。如果那个人没有一颗向学的心，再炫目的工具
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回到我这段时间的读经感受：第一天读，儿子就很感兴趣，
脑袋伸过来靠着我坐从头听到尾，老公也很感兴趣，拿起来
看了看，问有没有解释。所以，读经不一定非要逼着孩子每
天读，自己读就是榜样。头两天读下来，基本上还是入脑的，
每一句都想要努力地理解一下什么意思，有些句子比较耳熟
能详的，读起来比较有感觉，多数句子没听过的，读起来就
要琢磨到底什么意思。第三四天就对着一本解释的书看看，
连贯性地了解一下意思。第五六天再读的时候终于舒服点了，
虽然那意思基本上又忘了，但感觉至少是个老朋友了。早上
起来，会突然冒出几个句子;老公有时候问个问题，我也能突
然想出个道德经的句子应对。现在是第二周，对句子比较熟
了以后，不求甚解，读的时候已经是麻木状态了，就好像那
些句子粘在舌头上出去的。我读的时候，老公和儿子也会躺
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也会几个句子。挺好!我想坚持到课程
结束，一定会有质变的.。

做个道德的人篇五

一、道，是可以言说的，但言说出来的道，并不完全等同于
永恒不变的道，即常道。

二、道，非常幽深，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万物，却塞不满天
地，若有若无，象在天帝存在之前就存在了。

三、道，永远不会消失，像玄妙的母性，是天地万物的来源



和根本，生养万物延绵不绝，用之不尽。

四、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不亮不暗，无头无绪，
不可描述，无状无物，恍恍惚惚，不见首尾。

五、道，无形而有象、有物、有精华，是可以信验的。

六、道，比天地生的还早，静极虚极，从来没有变过，永久
地推动万物运行而不会把自己消耗殆尽。道很大，会变化消
逝地无影无踪，但是还会变回来。

七、道，出口的地方，就是“无”，而“无”平淡无味，不
可见，不可闻，用不完。

八、道，运动的方向是返回到弱小乃至于无，道的功用就是
把强的往弱的方向推动。

九、道，是隐性的，无法命名。但道能施给万物、成就万物。

十、道，即为无之极。无极生出太极为一，太极生阴阳为二，
阴阳加太极为三，阴阳的不同组合变化，就生成了万物。

概括起来，道是无之极点，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消灭之根源，
是宇宙第一因。

当然，《道德经》里面讲的道，分三个层次，我们这里讨论
的道，是“常道”，即最根本的道。另外两个层次，一
是“天道”，即宇宙法则、自然规律。如“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二是“德道”，即人与道的关系。如“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那么，为什么道是宇宙第一因呢？

其实《道德经》也讲了，“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也就是说“无”是天地的开始。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老子写



《道德经》，是受到《易经》的启发。而《易经》里最基本
的一对关系，就是无和有，也就是阴和阳的关系。无和有排
列组合，产生天地万物的卦象。比如，任何物质，就
是“有”，细分下去，无情无尽，最终一定是“无”。而无
的极点，就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一就是无，二就是无和有，三就是无和有的排列组合。
无限排列组合下去，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万物。

那么，为什么天地万物不把宇宙撑破呢？因为，道还会消灭
万物，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有一个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
的过程。

道德经读后感：道，看不见，摸不着，闻不见，听不见，但
它确实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可以验证的。

做个道德的人篇六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是造成福的前
提，而福又内含祸的因素。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能够互
相转化的，在必须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
老子说的这句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老子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之一。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历来有争论。根据司马迁在
《史记》一书中给他写的一个简单的传记来看，他是春秋时
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人们
对他的称呼，“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子”是古代对男
子的美称。他的`生卒年月不详。

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相当于此刻的国家图书馆馆
长或历史博物馆馆长），所以他谙于掌故，熟于礼制，不仅
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



公元前xx年，周王室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这年4月，周景王
卒，大夫刘耿立王子猛为悼王。王子朝杀悼王自立。晋人攻
王子朝，立王子匄为敬王。这次内战达5年之久，公元前516
年，王子朝失败，席卷周室典籍，逃奔楚国；老子所掌握的
图书亦被带走。于是，老子遂被罢免而归居。形势的变化，
使老子的地位发生变化，使他的思想起了大转变，由守礼转
向反礼。

老子由于身受奴隶主贵族当权者的迫害，为了避免祸害，不
得不“自隐无名”，流落四方，之后，他西行去秦国。经过
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时，关令尹喜明白老子将远走
隐去，便请老子留言。于是老子写下了5000字的《老子》。
相传老子出关时，骑着青牛飘然而去。

老子的思想主张，大都保存在《老子》一书中。《老子》
共81章，分上下两篇，共5000多字。因为它所讲的是道与德
的问题，之后人们又称它为《老子道德经》。此刻我们所见
到的《老子》一书，并不是老子的原著，因有战国时人增益
的文字，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却是属于老子的。

《老子》一书，文词简短，艰深难懂，所以后人作了许多注
解。最通行的有西汉时道学家河上公（姓名不详）注，三国
时魏国哲学家王弼注，还有清朝时魏源的`《老子本义》，等
等。下方我们就透过《老子》这本书，来了解老子的哲学和
政治思想。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
身来解释世界，而不求助于超自然的主宰——天帝的意志的
哲学家。在老子之前，人们以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有神在统治
着，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称天帝。这种观念，到了社会大变
革的春秋时期才开始了变化。老子就是较早的从哲学方面有
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易》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道论”的中心
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



母：“道可道，十分道。名可名，十分名。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的
本源就是道，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
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
宇宙的母体。

老子认为，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
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道而贵德的。
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道产生天地，德畜养万物，长育万物，成熟万物，覆盖
万物。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
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
之。”（《第五十一章》）这样，老子遂把自然创造的根源
归于自然本身，从而摧毁了一切超自然的主宰，一切宗教和
唯心论的基础。所以，老子的天道自然观，在当时有很大的
提高好处，它打倒了宗教的天帝，否认了鬼神的威灵。当然，
老子的“道论”刚从传统的宗教解放出来，还未能完全摆脱
宗教的影响；他的自然决定论，使人完全听命于自然，轻视
了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之后有的哲学家把它发展为定命论，
为害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