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象哲学心得体会300字(实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心得体会
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白象哲学心得体会300字篇一

通过学习稻盛和夫，我不再为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而感到
烦恼，我学会了对人生进行反思，我明白了每一次的坎坷都
是一种锻炼，只要我以好的心态去面对并且能够不断的付出
努力，我将收获是心志的磨练、能力的提升。

稻盛和夫让我明白平凡的人也能够创造不平凡，只要我们坚
持不懈。稻盛和夫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他在
求学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即使他一直坚持努力也没能
上一所名校，他毕业后找工作又遇到很多的困难最后去了一
个经济状况非常不景气的公司，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抱
怨命运但是稻盛和夫没有，当和他一起来公司的那些应届毕
业生都纷纷跳槽时稻盛和夫选择了全力以赴去工作，他在工
作中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稻盛和
夫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让他的命运就此扭转。如果
他不是一直努力而是怨天尤人，那么他只会能是一个非常平
庸的人，一直努力让稻盛和夫从平凡走向了不平凡，我在以
后的工作生活中也要一直努力，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不再
畏惧不再退缩，而是不断努力提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成
功，才能够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

通过稻盛和夫的学习，我明白了人无论在任何境遇下都应该
有感恩之心，只有我们有一颗纯净的心灵，我们才能够得到
上天的眷顾，得到周围人的认可，才能够在自己的工作生活



中处于顺境。作为一名物业的工作人员就更应该如此，我们
做的是服务业，更应该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无私奉献的精
神。在日常工作中即便业主提出的需求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
之内我们也要想办法为业主解决问题。我们每次为业主解决
了一个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善事，就是为自己积累了福报，在
帮助他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成就自己。

通过稻盛和夫的学习，我认识到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稻
盛和夫在每一次命运与他开玩笑的时候都能够不向命运低头，
没有因为自己的种种不幸的际遇而一蹶不振这与他有好的心
态有很大的关系，只有有好的心态才能在遇见困难挫折的时
候从容的面对，才能够不被挫折吓倒最终取得成功。我们在
日常的生活中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每一次的坎坷当
成是自身不断提升的一个契机，让自己以好的心态去面对每
一天的生活，俗话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
我们微笑面对生活才能成为生活中的赢家。

通过稻盛和夫的学习，我知道了要成为一个传递爱的人，把
爱传递给别人，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别人，激发别人动力的人，
对待下属不能只是单纯的进行管理而应该想办法激发他们努
力的欲望，让他们不断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对待业主每天都
面带微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爱人，当成自己的亲人，记住
业主的所有喜好，了解业主的所有需求，然后用超出业主预
期的服务让业主满意，让业主感动。只有向周边的人传递爱，
我们才能够被爱包围，才能收获爱。

通过稻盛和夫的学习，我知道了积极向上、心怀感恩、乐于
奉献、坚持、努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
的方面需要提高，我一定会不断的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更
加努力的去工作去生活，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创造更美好的生
活。



白象哲学心得体会300字篇二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语录体的经典，是
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

根据文字学家的考证，“儒”字兼有象形、形声、会意三个
方面的特点。讲他是象形，是说“儒”的甲骨体画的就是一
个人在沐浴濡身，表示修养身心，洁身自好;说他是形声字，
是说“儒”字从“人”取意，“需”表示近似的读音;是他是
会意字，是因为儒字的左偏旁的人表示人类，右偏旁表示需
要，合起来的意思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
要。

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论语》涉及到求学悟道、
礼乐规范、治国安民、为人处世、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但
都是为实“仁”这一道德规范服务的。

谈到学习，孔子认为学习可以改变人生和命运，他认为“性
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围绕学习，
孔子对学习的态度、方法、心情等提出一系列的经典理论。

谈到人际交往，孔子倡导自爱和爱人，极力主张“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恕道，号召人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惩恶扬
善，助人为乐，明辨善恶，多交益友。

谈到思想修养，孔子首先主张人应该有坚定的志向和远大的
人生目标，要追求真理，清心寡欲，仗义疏财，勤俭节约，
廉洁自律。

谈到为政治国，孔子用“正”解释“政”。他认为，所
谓“政”，就是正义、正气、正道、公正、中正、正大光明。
他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德行和操守。他关心民生疾苦，反对烦
政扰民，主张爱民、富民的仁政之道。



白象哲学心得体会300字篇三

暑假的时候，有幸认识了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她推荐了一
部好书——法国史学家与批评家丹纳所著的《艺术哲学》。
于是细细的读了起来。本书辑录了1865—1869年期间在巴黎
美术学院的教学讲稿，是按教学进程陆续印制发行的有着强
烈讲授特征的教学事实。

丹纳运用具体事例说明抽象概念的能力早已被世界学术界公
认，他讲述条理明晰、充满形象、富有热情，把艺术（美术）
中难缠的问题清楚、明确的讲个通透，被称为逻辑家兼诗人。
本文特意将《艺术哲学》中阐述“艺术品的本质”这个论题
作为典型案例，重点分析丹纳讲授方法的理性特征，努力使
讲授建立在准科学的基础之上而非感觉和兴趣的基础之上，
借鉴有效之法于美术教学中。

丹纳受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极深，特别是达尔文的进
化论，在哲学上同时受着德国的黑格尔的影响。丹纳认为一
切事物的发生、发展、演变、消灭都有规律可寻。艺术研究
的过程就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
而是提出规律，证明规律”。“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
说明在这些事实面前艺术是如何产生”。科学而严谨的治学
方式奠定了丹纳在艺术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丹纳常常用到一个富有特色的词组“精神气候”。气候作用
于笼罩期间的所有事物，强调这个大因数的影响，艺术研究
就处在了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多维空间中，一切贯穿于艺术、
自然、人文的主要特征和因果逻辑都有了一个必然的联系，
这样就建构了一个和谐共生论、进化论的研究平台。他
说：“我的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于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
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
体”，“由此我们可以定下一条规矩，要了解一件艺术品、
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
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丹纳讲授的进程通篇都是由各个主要特征之间的网络关系与
因果关系构建的。他强调：发现和控制主要特征是人类的高
级形态，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值得尊敬的才能。科学与艺术
这对人类进程的双翼表现的也是主要特征，科学以定义和公
式表现，艺术以审美与情感表现。

通过细读该书，当真是一个过程！

白象哲学心得体会300字篇四

中国哲学起于“农”，祖先们在春种秋收的自然规律中觉醒，
寒来暑往，日月盈虚，于是便有了“反者道之动”，进而完
善出了“中庸之道”。这个理论贯彻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
于是我们格外重视此间原则，在繁盛时不忘谨慎常存，在黑
暗时不忘静候光明。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出自老子《道德经》
的第四十章，意思是说道的运动循环往复，道的作用微妙柔
弱。此句基本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物极必反，另一
个是相反相成。

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类事物的究极之境终归都是返璞于自然。
譬如书法，初学者起先临摹名家，按照约定的章法规范去练
习，而习到最后，待你忘了这些条框约束，于手中纸笔浑然
一体，才真正做到了炉火纯青。再譬如写作也是一样，好的
文章绝非华美辞藻的堆砌，而是以简洁清晰的叙事，浑厚深
邃的思想流传于世。杜甫堪为诗圣，便是他那朴实而真挚的
诗文，没有任何金雕玉饰，却是字字滴血字字含泪的真大义。

这便是中国人讲究的“物极必反”，因此我们的中庸之道讲
究凡事总要差那么一点，“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
好”；因此我们才觉得“大成若缺，大盈若冲”，我们才会
提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道理。也正是因
此，中国文化才更加强调谦逊和低调的美好品质。



中华民族有着有异于其他民族的坚韧，这也和中国哲学的发
展密不可分。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坚信千百年前祖先的智
慧教诲。“相反相成”便是告诉人们，你得先俯下去，为了
更好地勃发。无论说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还是儒道互补，
中国传统文化究其主旨都离不开正反比较的叙述。智慧哲人
们总能从两个相对立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不是非黑即白，而
是相反相成，这才是中国哲学要义。

“物极必反，相反相成”，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用矛
盾的观点来解释。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
就是物极必反。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
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相反相成。
相比于西方哲学用大量的定义去阐述这个道理，中国哲学家
们用更简练，更灵性的方式记录了这个源于天地自然的哲学
观念，即“反者道之动”。在思考人于宇宙关系的过程中，
很明显，这种起源于直觉的暗示的确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
了一条笔直而明确的捷径。

白象哲学心得体会300字篇五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对于宗教的认识是每一
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即迷信、
教义、礼仪和体制等。可以看出任意一个伟大的宗教内核必
定有一个哲学体系的加持。现实中对于宗教的贬低化应该是
片面地只看到了宗教的迷信层面而未注意到它的教义、礼仪
和体制。

因此冯先生描述哲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系统性，其二是具
有反思性的。人作为思考主体进行思考的时候，经常容易受
到周遭环境的限制和影响，特定的生活中，体悟生活和生命
便会有特定的方式。所以在哲学中会有一定的强调、一定的
省略，组成了哲学的特点。而中国的哲学之所以发展至今日，
与其中国的背景因素不无关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地理、经
济背景，冯先生在第二章开篇引用了《论语》（《雍也》第



二十一章）里的孔子的一段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
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冯先生引用此话将中国
文明与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来）做对比，希腊文明属于典
型的海洋文明，身处于地中海，扼守连接欧洲和小亚细亚的
咽喉。因此从古希腊从开始至雅典时代，对于商业十分看重，
除了有北面的山区，其中有马其顿人、色雷斯人，雅典的城
邦面临大海，有着海洋民族的特性。而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
只有一面靠海，而且从古至今中国人下远洋的次数并不多，
例如徐福东渡到日本为秦始皇求丹药，还有作为中国远洋团
队上的创举郑和下西洋。因此东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是
土地式文明，而非海洋式文明。开篇的山和水是不是有可能
分别暗指的便是中华文明比做乐山，更为静态，西方的动态
的海洋文明比做乐水，更为动态。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此在古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
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中文里，“普天之下”和“四海
之内”都是表示“世界”。但是对于希腊人，一直处于海洋
国家会不明白，居住在“四海之内”（比如说，住在克里特
岛上），怎么就是住在“普天之下”。从孔子的时代直到十
九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但
是用现代的角度来看孔子和孟子所住的地方都离海很近，孔
子住在鲁国，而孟子所在的邹国也在山东境内。但是在《论
语》里，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
我者，其由与？”（《公冶长》第六节）因此，海在孔子心
中是个未知、遁世之处，人迹罕至之处。而这是只有自己的
道不行，才会去的地方。而仲由作为孔子的七十二贤之一，
一直是以勇气出名。据说，仲由听到孔子的这句话，非常高
兴。但是孔子却并没有因仲由的过分热心而感到特别满意，
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思说，仲由虽
然勇敢，可惜不能裁度事理。）

而孟子提到海的话很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
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将海和圣人的思想相比，展现了
更多不可知不叹的一面。（《孟子·尽心章句上》）看着孔



子和孟子对于海洋的未知和惊叹。对比之下，苏格拉底、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生在海洋国家，漫游列岛的经历和感
悟和孔孟又是多么不同。

而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们不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
境之中，还生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是个大陆国家，
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在冯友兰先生那个时期，
中国的参与农业生产的全体人口中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
至八十。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
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
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比如周朝井田制、明代的摊丁
入亩、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中共领导人在革命中提
出的“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口号，土地公有制度和安
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

冯先生表达了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
农业都同样重要。中国历史上，公元前480至前222年是战国
时期和今日世界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当时中国分裂为许
多封建的小王国。每个小国都把“耕战之术”作为国家的要
务。最后，“七雄”中的秦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优势，
得以战胜其他六国，从而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治
统一。因此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要区
别“本”和“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
被看为是立国之末端，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只
关系到产品的交换。商品的交换终究要以生产为前提，在一
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农产品是主要的产品，因此在中
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抑商。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不受到重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
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和农这两种
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士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民，因此家庭中若是“耕读世家”，往往是引
以为傲，例如安徽的皖南黄山下的宏村都会有牌匾写着“耕
读世家”，不仅要读书还要耕作，一方面了解格物之理，一



方面读圣贤书。还有如湖南也有很重的乡绅文化。

学者一般出身于地主家庭，不需亲自耕地，而农民一般被称
作佃农，租用别人的土地进行耕种，但是家庭的兴衰和农业
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
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
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加上这批学者受过教育，使他们得
以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
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因此中国的哲学艺术中有许多耕
读的传统。目前有谈及中国人民的信仰危机也有类似观点，
中国的乡土文化扎根之深，并非轻松可以撼动，当把这种农
业文明抽身而走的时候，似乎并未为这些空隙填入新的超道
德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