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阳明心学心得体会 阳明心学异业
同道心得体会(大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通过记录心得体
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
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阳明心学心得体会篇一

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它融合了儒、
道、佛等多种思想，强调每个人天性本善，都有一种内在
的“知行合一”的能力。在学习阳明心学的过程中，我发现
与许多不同领域的人士（如教育家、医生、企业家等）交流，
发现我们同样抱持着一种追求真理、探究人性内在世界的共
性信念。下面我将分享我的异业同道体会。

第二段：教育界实践

教育造就人才，教师是教育的关键环节。而阳明心学强调个
体内在的“知行合一”，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理”。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的每一个想法都有其真实
性和重要性。只有真正体察孩子们内在的需求和想法，才能
创造出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动
者，要让他们树立自我学习的意识和方法，以便他们将来能
够自己掌握学习的能力。在我的教学实践中，我不仅注重课
程的内容，还注重学生的内在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阳明心
学帮助我去发现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出真正的人才，而非单纯
的知识灌输。

第三段：医学界实践



作为医生，我接触到了许多生离死别的场景，在面对病人时
我认为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和天理思想很重要。医护人员要
做到不仅仅是治疗病人的疾病，还要了解病人的精神状态和
直接的心理状况。病人往往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方案，更需
要的是在内心获得一种宁静感。朱熹有云：“人于穷困之时，
以天命自绝命；于富贵之际，以天命自私命。”即使面对绝
境，也不能忘记个体内在的价值与意义，面对生命时要能拥
抱它，不屈缩，不妥协，用所剩的时间来更好地完成人类的
理想。

第四段：商业界实践

在商业场景中，许多企业家不仅仅是追求利润的极致，更是
追求自己内心的成长和提升。企业家要有一种思考方式，了
解自己的价值情感，以及找到将这些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的
方法。在商业领域运用阳明心学思想，不仅仅可以提高品质
和竞争力，还可以使企业家在困难面前保持镇静和信心，并
着眼未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段：结语

通过学习阳明心学，我们可以发现各个领域之间有着异业同
道的精神，都在探究同一个主题：人性。无论从事何种行业，
阳明心学都能提供一种思考方式和实践方法，帮助人们探寻
自我内心的真实需求和追求。在探索与尊重内在天理的过程
中，我们能够建立高度共鸣，获得线索和启示，并在各个领
域内进行融会贯通。我们可以用线性思维、多元思维等多种
方法去探索各种问题，最终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探究人性
这个永恒主题。我们可以通过探究自己内在的人性需要和价
值观，来找到自己的人生成长之路，建立与他人共生的安全
感和归属感。巨大价值的剥离只不过是时间序列的一部分，
但价值链的扩展是耐心精神的生命线，是阳明心学在不同领
域内的定位。



阳明心学心得体会篇二

我想先说一说我在接触阳明心学之前的一些个人经历，主要
讲的是我在心理学方面获得的帮助。我能在一开始接触心学
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亲近感，主要归功于我的那段经历。

可以说，正是一段心理咨询的经历，帮助我走到现在修习阳
明心学的路上。在三年前，我参加了我们市的一个心理咨询
师体验班。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静坐冥想，或者说是半催
眠的状态下，收获了很多以往没有的体验，主要就是理清了
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打通了“心”与“脑”的链接
通道，从那时起我对世界的看法有了转变，个人的精神气质，
家庭关系，工作状态，都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明显的改观。
（分清心和思维不是一回事，是心学入门的第一个障碍）

在那段时间里，我首先接触的一个观念就是爱的秩序，如果
爱的秩序混乱，人的情绪状态就会固化在一个混沌之中，感
到处处不如意，体验不到幸福和真正的喜悦。最让人感到舒
服的爱的秩序是什么呢？这里的排序是，第一位是自己，接
下来是配偶，亲人，朋友，事业。

正如阳明先生讲到的，有我的一点灵明，才有世间万物的感
应，所以出发点是自己，配偶是自己的另一半，夫妻关系和
谐是家庭的基础，有了基础，孝顺父母，教育子女，都能更
顺畅。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对他们
的爱是自然的事，这也是良知的一种体现。工作和事业只是
我们修行的途径，关键还是修好自己。（工作和生活只是人
生的载体，而不是人生本身。这个次序清楚了，就很容易理
顺了）

初次听到这样的新概念“爱的秩序”的时候，我感到豁然开
朗，从此，我不再纠结于别人的眼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感
受，一段时间，我暂时放下了一些曾经在乎的事情，专心做
回自己，可以说真是打开了一扇心门。（“心即理”是人与



世界的相对位置，这个位置定了，才能谈到其他）

以上是我接触心学前的。经历，下面说说加入阳明心学群以
来，我对一些概念的体会。

其一，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概念强调的是
以“心”感知万物，用心观察万物。以前看待事物会受到外
物的诱惑，或者他人情绪的干扰，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就随
之波动；现在对待事情能以平稳的心态看待，就是能稳住自
己的心绪，并尽量保持觉醒的状态。关于心的感应，我想分
享一段小说里的描述：

科幻小说《三体》中一段描写，说的比较有趣，写的是一只
蚂蚁，爬在一个墓碑上，从它的视角看，就是凸起和凹陷的
一些路线，它并不能感知到全貌，（即使看到全貌也不能辨
识出这是墓碑，它并没有这样的概念）。

其实很多概念，名词都是人特有的思维辨识的结果，是心体
落在事物上的感应。

用这样的感知方式去观察事物，观察人，我感到了人的渺小，
就像一个蚂蚁走在世间，并不知道它自己在经历什么，我也
感受到了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是从自己的经验经历得到的，
放下自己原有的经验，以“空白”的心态感知万物，就会有
全新的视角，也会进入“无我”的状态。（这就是不自欺
的“心有敬畏”）

人的一般状态下，监察功能并不能总是起作用，但要时常感
知省察，就不会偏离太多。而这种省察，不是用脑，是不虑
而知的。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时常要省察自己是否有私欲
攀附。所谓“私欲”，我的理解就是基于“人道求有”的自
己判断，就是主观意愿，有时事情本来是一个样子，经过观
察后形成感知，再通过语言，文字描述出来，就变成了自己
特有的“认知”，这种认知时常会偏离事物的原貌。



其二，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要追求学习的速度，围绕很少
的几个概念反复琢磨和实践就好，所谓大道至简，把精力用
在感悟上，而不是一词一句的学习上。阳明心学承接了古圣
先贤的大智慧，并向世间撒下智慧种子。学习阳明心学后，
我感到自己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一个直观的体现就是看
书的时候比较快了，也比较容易看出书里的宏观架构，也能
感受到作者对人性的描写的用意。比如，《白鹿原》。

阳明心学心得体会篇三

------西航项目

看了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了解了他本人智慧，通过合理的
办法，让自己的心灵境界得到提升，开发了人本来具有的智
慧潜能。只有做到这点，才能由普通人到超人的超越。随着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向外追求物质利益，这
样发展下去，必然使得人的精神越来越和自己的心灵分离，
使人趋向于“物质化”，在人的心灵深处越孤独、苦闷、烦
躁、矛盾。

在建筑企业林立的今天，不乏有许多优秀企业，08年听一位
朋友说，在郑州市建委有备案的光是二级建筑公司就有一千
多家。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控制核心文化，而员工
也必须掌握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磨砺

王阳明认为良知这种学说，是从百死千难的磨炼中得来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遇到困难，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怨天尤
人，埋怨老天怎么这样对自己，埋怨命运不公平。其实，磨
难是一种财富，关键在于你怎么样对待它和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工程施工中，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不管是现场组织还是技术难点，我们面对困难，只有不再想



到逃避，一点一滴的培养自己耐心和意志，才能使整个身心
有质的改变。

二、处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有一些人很有人缘，不
论遇

1到谁，都能打成一片，赢得别人的好感，似乎具有一种独特
的魅力。

工程管理是一个非常需要做到处世圆滑这一点的，面对业主、
监理、各种配合单位，往往会有各种问题暴露出来，这个时
候我们必须做到保证自己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各方情绪，如若
不然，事情就会由小事变成大事，甚至不可挽回。

三、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工作态度决定成绩，一个人的态度直接决定
了他的行为，决定了他对待工作是尽心尽力还是敷衍了事，
是安于现状还是积极进取。

从校园学生到工作岗位，有很多人转变的慢，也有一部分人
转变的比较快，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工作后，我们不再是
学生，我们要从一个几近无知的学生开始，学习现场的施工
管理，技术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提升自己。不能
好高骛远，不能眼高手低，每个人只有摆正了自己的心态，
才会有更大做为。

四、学习

从学生到独挡一面主要负责人，除了有过硬的理论知识还要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管是公司制定的岗位职责、安全条例、
技术操作规范，还是施工现场如何组织人、材、机进行合理



的生产，或者是现场安全的施工行为、各种安全隐患等我们
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才能掌握，才能完全撑控。

其实王阳明的学问还有很多，他说的好多话都是一针见血，
我们也只有多看多学多运用，才能不断进步。

阳明心学心得体会篇四

---去恶是格物。”使我这个门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学
的思想核心，体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义。在现实生活和社
会实践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二个先决条件。一是确
立正确的目标，二是找到正确的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
先确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才能实现人生真正的价值。王阳
明从小就没有立志走科举仕途的目标，而是立志要成为圣贤
之人，这在当时引起了老师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过不
断的实践加学习，终成一代圣贤。他从格物致知引伸到认识
本体，认识客观的“天理”，再把它转换为律己的修养目标,
直接追求一种人生意境。这种意境使人能够“心有所主”，
王阳明就是一个能坚持自己的观念，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
人。他能在人生实践中对各种境遇、事物都运用自如，应对合
“理”。这一切都因为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

实际上王阳明的哲学命题,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
“致良知”,其核心---具有他们那个时代内容和精神的新型
的一种道德哲学体系。这种新型的道德哲学将良知之心上升
到哲学本体的高度，简化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情之间错综复杂
的互动关系，以‘心即理’为前提，以‘致良知’为目标，
通过‘知行合一’动机论来解决传统儒家道德理性与道德实
践互相脱节的问题，其学说的现实意旨在于实现‘破心中
贼’的道德净化目的与政治教化目标。那么，在阳明的心学
之中我们就必须把握三个重要的概念，即：心即理，致良知，
和知行合一。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这里的心指的并不是物质性的心，而



是一种精神上的’灵明‘,具体表现为人的认知能力、道德精
神和道德本性。也就是说阳明心学中的’心‘至少有三个层
面的含义：第一是感觉与认知之心；第二是人与物都共同具
有的一种怜悯之情；第三是人本然具有的道德良知，是一种
判断是非的道德理性。这里引用一段话来更简单的了解王阳
明的心外无物。---使本心染恶，那么久需要我们就要通过知
行合一的方法去达到，去尽可能的还原我们的良知之心。

引王阳明的两句话来认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方法论：

王阳明的心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时常回想哲人的思想，自
己去不断地反思和思考，我们总会有更多的收获，从哲人的
智慧之中悟出新的道理。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
谢

阳明心学心得体会篇五

阳明心学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打破了宋儒思
想中形而上学主导地位的束缚，突出了主题“名与实对心得
体会”，寓意着以心为中心的知行合一理论。我通过学习阳
明心学，体会到了心学的名与实相互关系以及其给我带来的
启示与感悟。

首先，阳明心学的名与实相互关系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名与实是阳明心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是相互依存又相互
推动的。名是指道德经典中的义理原则，实则是实践行为的
体现。在阳明心学中，名与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是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名在实中显现，实是名的具体实践。
阳明心学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是无法分割的，
只有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知行合一。

其次，阳明心学的名与实相互关系在实践中具有实际意义。



阳明心学主张“格物致知”，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通过观
察和体验改变自己。实践在阳明心学中是实现名的必由之路，
而名对实践提供了指引和目标。例如，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具
有道德修养的人，光有理论上的道德原则是不够的，他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地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实现道
德成长。阳明心学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来验证和完善理
论，才能让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加准确和可靠。

再次，阳明心学的名与实相互关系对我的启示是，要注重实
践，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过去的学习中，我常常只专
注于理论的学习，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通过学习阳明心学，
我意识到理论是有限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检验理论的
正确性和实用性。因此，我开始注重实践，通过参与社会实
践活动、参加实验研究等方式，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不断地完善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最后，阳明心学的名与实相互关系对我而言带来了深刻的感
悟。人生来儿啄耳，虽然我们的本能能够指导我们正确地做
一些事情，但只有通过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的积累，才能真正
成长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作为学生，通过不断地学习和
实践，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正确
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阳明心学教给我要融会贯通理论与实
践，将所学的书本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只有这样才能
从实践中获取知识、感悟到人生的意义。

综上所述，阳明心学的名与实对心得体会是非常重要的。在
理论上，名与实是相互依存又相互推动的；在实践中，名与
实相互联系，互为指引。通过学习阳明心学，我体会到了实
践的重要性，明白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
理论的价值。阳明心学对我启示深远，让我注重实践，通过
实践来改变自己并实现自我成长。只有融会贯通理论与实践，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世界，改变自己，实现人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