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子读书感悟(模板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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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读书感悟篇一

如今一走进书店，你会发现关于“怎样面对挫折”、“如何
为人处事”之类的书籍比比皆是。这些称之为的“心灵鸡
汤”的书籍迎合了当今复杂社会下人们的口味，给予了人们
那种必要的理解和必要的心灵慰籍。我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
却总觉得空洞乏味，直到我翻阅了于丹的《庄子心得》。

这本书实际上是于丹对《庄子》一书的读后感，她用心地研究
《庄子》，通过解读庄子中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结合现代
社会的种种现象，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用庄子的思想来指导
人生，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大境界：感知已心，淡
泊心态，合乎自然，超越利碌功名和自我，逍遥得自在。这
是一种超理想的境界，需要我们不断反观内心，需要大觉悟
才能体会得到。于丹的《庄子心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让我在享受读书这个过程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思
考，着实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

于丹在书中将庄子的境界和眼光呈现给我们，教我们在这个
纷繁芜杂的环境中，应该用“心智”、“感悟”、“逍遥”、
“看得开”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这样才能超脱与释然。但是
现在的人们，也包括我自己，谁能具备这样的心态呢?我们常
常被功名利益所牵绊，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迷迷茫茫，急功近利，在奔波忙碌了一天之后，即使最终得
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内心世界却依然空虚，觉不到半点快



乐。在工作、生活中，经常被小事所困，与周遭的人也难免
有些小疙瘩、小摩擦。可细细想来，其缘由无非是为了一些
蝇头小利，有时甚至只是为了逞一时之快。在这个时候，我
们需要质询自己的心，是否真的有必要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愿
意、不快乐的事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知自己的内心，重新认
识和审视自己，不和他人攀比，不效仿别人的行为，不盲目
的追随流行，试着用庄子的大境界来指引自己，超越所有的
功名利禄之心，感悟人生的最高境界，拥有健康的人生心态
和快乐的生活状态。

于丹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动态平衡的问题，自行车如果静止
摆在那儿的时候，得靠车支架才能立住，两个轮子是立不住
的。但是骑起来以后，两个轮子就可以行进，为什么呢?因为
它在动态中保持了平衡。动态平衡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有着极
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世界在前进，而我们原地不动时，我们
会感到失去心理的平衡，尤其是在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如
果我们不断学习，与时俱进，那么这种平衡便很容易达到。
我们可以多读书，多接受新的信息，让自己与时代的前进保
持同一个步调，发展和提高自己，开阔自己的眼界，更好的
认识自己、涵养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许也更容易获得
庄子的大境界吧。

读完于丹的《庄子心得》，心灵中仿佛注入了一股清泉，感
觉收获颇丰。只要我们坚持自己内心的秉性，不随波逐流，
并尽力把自身的潜能激发到最佳状态，我相信，我们一定可
以获得超越自我的成功!

庄子读书感悟篇二

2.五声：宫、商、角、徵、羽。

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无射、夹钟

3.五色：青黄赤白黑



五臭：膻、焦、香、腥、朽

五味：酸、辛、甘、苦、咸

出自其中的成语、典故等

1.《·大宗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逆之交）

2.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用来比喻技术极为熟练高超)

3.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
也。

4.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鬼斧神工

5.吹呴呼吸，吐故纳新

6.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7.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8.形若槁骸，心若死灰

庄子读书感悟篇三

偶然的机会，从朋友的介绍中，初识了这本于丹庄子心得。
细细咀嚼，慢慢品读，在静静的夜晚轻轻的与心灵对话，感
受到了生命宁静中的颤动之姿，摇曳中的沉静风骨。

庄子与我并不陌生，或许应该说有些老庄思想以于不知不觉
深入人心了。于丹庄子心得大部分篇幅通过解读庄子中的寓



言，从人对寓言的最直接的“觉”，结合现代社会的现象，
引导我们用庄子的思想来指导人生，懂得用心生活，体会超
越的“悟”。我认为人生有许多“觉”的过程，就像有
些“屠夫”解牛的过程一样，用刀乱砍筋骨而损坏刀，和超
越外在的表现，寻找内心地慧眼游刃有余，所在之差就在于
精神世界的悟!

“觉”与“悟”的联系

故事是这样展开阐述的:庖丁解牛，节选自庄子。内篇。养生
主，描述了庖丁在解牛时达到游刃有余的境界，而他的刀十
九年还像新的一样。庖丁解牛，如果引申一点，也可以说是
一个人怎么达到对人生的掌控，庖丁解牛也是不断进步的:先
是目有全牛，三年后目无全牛，最后是神遇全牛而游刃有余。

人生的掌控，最高境界不也是从有到无到游刃有余的过程吗?
先是规划人生，但未免有点像站在山底去规划登山的路径，
显得路途遥远，容易迷失方向，所以要有一种“无”的精神，
能够超越山的最高处，才能最终将“有”和“无”结合起来，
达到“神遇”的境界，既能超脱一切而又能顺应一切，顺其
自然地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合到无限的最朴素而且最本初
的生命大道中去。

我联想到了我们的职业岗位。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也是这样，
“觉”的事件和过程是随处可见的:孩子们在学习中什么时候
表现的最有兴趣，他们是这样看待老师对他们的评价，当他
们高举着小手是在渴望着什么……而这时我们作为老师，作
为引导者，囫囵吞枣，一笔带过的结果便是“丢失”
了“悟”。

进而是丢失了一次“超越”的契机，升华的“境界”。如果，
你注意到学生喜欢在游戏中学，那么你就会去有意的创设一
个好的学习氛围，更好的调动情绪的环节;如果你理解老师的
一句肯定会在他们的脸上浇开一朵花，那么你的课堂 将是融



洽的，富有吸引力的;如果，你从他们高举的双手中读懂了交
流的渴望，那么你的课堂就是充满互动，灵动的……其中这
或许便是悟的瞬间，它是基于积极的思考，经验的不断累积
而成的。

“觉”到“悟”的成长

于丹庄子心得还着重描述了内心的力量，强调认识自己的重
要性。认识自己是一个人生历程，需要你不断的倾听自己的
心声，而不是让你随波浮沉，盲目仿效。面对现代物质化愈
来愈强的社会，它常让我们在潮流的浪尖，迷失双眼，终而
脚步零乱的踏上肤浅，流行的航船。失去品味、品质的本质，
我们要摆脱外在的标准和评价来判断自己的能力。

本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扁鹊的名字，是中国古代
著名的医生，成为中国名医的代称。扁鹊去见魏王。魏王
说:“我听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擅长医术，你跟我说说，你们
三人中，谁的医术最高明啊?”扁鹊老老实实地回话:“我大
哥医术是最高的，我二哥其次，我的医术最差。”魏王惊讶
地问:“那为什么你天下闻名，而他们两人却默默无闻呢?”
扁鹊说:“因为我大哥给人治病，总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

这个人得病但还没显出征兆，他手到病除，把病根给消除了。
这个病人就像没得病一样，所以有的人都不知道，他是给人
除预先的病。“我二哥治病是在病兆起初之时，他用药就把
病除了。大家总认为他能治的是小病，而不矢此病发展下去
那会要命的大病啊!”

扁鹊能够在自己名声大扬之时说出此番事实，而不以别人的
看法去认识自己，实属不易。它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要时时刻
刻去倾听自己的心声，不要受别人的观点和束缚。教学是我
们的生命线，汲取从一次次教学反思中认识自己的浅层表现，
挖掘其内在的知识漏洞，用一双从懂得倾听到善于倾听的升
华!



一次公开课的成功，往往会使我们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在
别人的肯定中迷失自己的位置。其实细思中，我们只关注到
别人眼中的自己，却没扣响迎向朝阳的那扇大门:及时地反思，
挖掘内在成功的宝藏，善于倾听总结，运用到更多的实践教
学中，这便是缺失了对现有位置的“悟”!

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摆正人生的方向。用一颗平常心去适
应生活带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使得其所才是个人价值所
在。“外化而不内化”这是获得“游刃有余”人生境界的不
二法门!从认识自己的“觉”中，品味出人生的大“悟”，懂
得感悟这些有着厚重内心价值的不鸣不已的平常人。

每个人都能拥有辉煌和成功的人生，只要懂得去“觉”，从
觉中“悟”!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庄子读书感悟篇四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人们把孔子称
为“圣人”，称庄子为“神人”。记得在我的大学时代，博
学多才的中古文学老师最喜欢讲的也是庄子的作品，在学校
组织了我们集体看过于丹的论语心得之后，我又在假期中阅
读了于丹庄子心得。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一字子沐，战国时代宋
国蒙人，曾任蒙之漆园吏。贫而乐道，不慕富贵。于丹庄子
心得读后感。他是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继老子之后，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
家，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代表作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
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他
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
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
哲学为“老庄哲学”。

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
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
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
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
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
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
如盗跖、说剑等。于丹庄子心得读后感。

于丹庄子心得大部分篇幅通过解读庄子中的寓言，结合现代
社会的现象，引导我们用庄子的思想来指导人生，认为人生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大境界，这种境界超越名利，超越生死，
超越一切，逍遥得自在，追根究底是一种精神生活，灵魂生
活，是一种“无”的境界，“归零”的境界，需要不断反观
内心，需要大觉悟才能体会得到，而且更需要时间，因
为“悟”本身是一个过程。

在大境界的指引下，我们就会逐渐走上人生的坦途，直至掌
握人生之道。如果没有大境界的指引，我们的人生就像有
些“屠夫”解牛一样，用刀乱砍筋骨而损坏刀，在生活和工
作中被一些小事所困，被有形有象的名和利所扰，在社会中
被五颜六色，纷纷纭纭的表面现象所惑，不知不觉地浪费我
们宝贵的生命。

于丹用内心、自然流露的语言，借尊者、名人之口说出自己
的观点看法，并用那些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寓言小故



事诠释着人生的哲理，那就是:宽容感恩于外在世界，融合于
一切自然规则，清醒地认知自己的内心，超越所有的功名利
禄之心，感悟人生的最高境界，拥有健康的人生心态和快乐
的生活状态。

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感知已
心，淡泊心态，合乎自然，超越利碌功名和自我。——是一
种理想的，甚至是超理想的境界。读过此书，让人在不经意
中增加了智慧的砝码，给予了力量的源泉，伴随了身心的成
长，满足了心与心的交流，真正品味出那份平平淡淡才是真
的细腻意境。

于己于人，无论你在何种岗位上，环境只是一种需要你去顺
应的外在世界，却需要你坚持自己内心的秉性而不随波逐流，
并让自己尽力把自身的潜能激发到最佳状态，那何尝不是一
种超越自我的成功;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你充当的任何一个
角色都需要你用心面对，真心付出，等到再回首时，我们可
以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作为一名教师，更是
如此，我们的快乐，就是可以从孩子们一双双清澈的眸子里，
看见他们对你的喜爱，夫复何求!

庄子读书感悟篇五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电影《天下无贼》里葛优演的黎叔回
答得好，人才最重要。

新一届局党政领导班子对人才培养工作高度重视，通过组织
干部培训、开展文体活动等各种方式方法来搭建平台，挖掘
人才、激发潜力、鼓励创新，希望达到为劳动保障事业培养
好人才的目的。今年，局党委又为每一位中层干部购买了书
籍，以增强文学艺术修养，培育人文精神。

内心里十分感激局领导们的良苦用心，相信周围的同事们和
我一样都正在积极努力，秉持着“满腔热情、脚踏实地、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劳动保障精神，不断提高自我，辛勤
耕耘，用自己的人生这支笔努力为闵行劳动保障事业增光添
彩。

于丹写的《庄子心得》是今年的热销书，在局里还没为我们
买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因为喜欢它而买了一本，并且还象学
生时代遇上喜欢的书时一样，买回来就立刻为它包上了封皮。
虽然社会上对于丹这位热点人物的争议至今还没有个明确的
论断，但我觉得至少她之所以能够成名，亮点就在于因其能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代社会忙碌的人们解读庄子、孟子等
这些名家的名著，而所谈的人生道理又十分能打动人心。她
通过这种方式既普及文学知识增强人们的古典修养，又诠释
人生启发人们的心智，有何不好?即使有解读不到位或失误的
地方有“文化快餐”之嫌，但总体来说，我认为还是瑕不掩
玉的。

简单写些读《庄子心得》的感想。

喜欢这本书里说的一段话：“一个人的生活完全是可以由态
度来改变的。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后天的机遇、固有的价值
观，最终会决定自己的命运”。

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一位伟人说：
“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谁
是坐骑，谁是骑师”。佛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
由心生，说的是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产生什么样
的生活现实。

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情时，会得到完全不同
的人生感悟。对人生的感悟如是，对命运的把握亦如是。命
运是个客观的东西，不一定完全依附于机遇。其实，你自己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你的取舍，决定你的命运。

于丹在《庄子心得》中还写道：“名利二字，是多少人一生



的追求。但是，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
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
础。”

闲暇时，我常常会这样想，生活中有许多如意或不如意的事，
如同一杯白开水、一杯饮料、一杯咖啡，有人嫌它平淡无滋
味，有人喜欢它够爽够刺激，有人说它苦中自有香味。每个
人的生活都不一样，但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许许多多的愿望，
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成为理想，邪恶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便成
为贪念。

想起警示教育片中那些贪官们，其中不乏聪明有识之士，有
些更是妇孺皆知的风云人物。他们平地而起靠着才智、努力
和机遇一步步走上高位，曾让多少人艳羡不已。他们心中明
知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明知一生前途一世英名将毁于此，
却如赌徒般把自己作为赌资全身押上，如飞蛾扑火一去不回
头，原因何在?又怎是一个“贪”字能够了得?!我认为最根本
的，还是心态使然，是他们心中的许许多多不平衡在作怪。
因为觉得自己比别人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太少，因为看到自己
的仕途已“结构性封顶”而下半辈子却还没做好打算，因为
虽为高官政治地位高工资收入却比不上身旁的一个个老板，
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昧着良心为自己为家人为身旁的人谋私
利，不惜冒险以身试法去违反党纪国法，心存侥幸只想一
旦“安全降落”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哪想到到头
来两手空空身陷囹圄才感受到自由多可贵，原已拥有的一切
有多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