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子读书心得体会(大全7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老子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
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为不如非。”

老子与韩非子，这两位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都是一个
时代的伟人，在诸子百家的时代大放光华，身为一个时代的
领袖级人物，身先士卒，带领着那个时代的人们走向辉煌。

韩非子的《说难》，表面看是臣子进言的把握，实为君臣之
间心理学大典，君王用势，臣下用术，否则，臣子无术危险，
君王无势霸业无成;此理论与西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同出
一辙，但早于千年，韩非应是太祖师爷辈分的了。

理论性强，实践性差，此乃历史上诸多理论家的命运;韩非子
研究的如此精透，却深受之祸，本国君王没有欣赏，在秦国
却受囹圄，最终命丧黄泉，进言的巧妙药方在自身上贻笑大
方，可悲!可叹!司马迁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为李陵事件辩护，
遭到武帝宫刑惩处，进言的《说难》别有一番滋味，大篇幅
放在后面，实在是不幸呀!



老子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老子爱水，并把水比作“善”人，即圣贤的人。正如短信中
所表达的，生活中要拥有如水般的品德，做最接近于水的人。

学习中时要像水一样把握时机、抓紧时间，和同学相处要像
水一样团结坦诚，遇到困难要有滴水穿石、坚忍不拔的精神。

老子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林语堂曾说：“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必
须会大笑，然后笑他自我竟然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此刻很
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
自我就是如此。”我想这也是每一个人读《道德经》的感受
了吧。

其实每个民族都会有智者，会站在人群前面，站在天地之间
把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告诉给他的每一个人。告诉后人，这个
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怎样样才能活得更好，更长久，如
何才能不被别人，被自我灭亡。而老子便是这样貌的一位智
者。

老子将一切归咎于“道”，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间万
物都是由道衍生而成的，故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
周行不殆，能够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于是我们后人再次基础上理解的“道”便是——道是混沌是
无极，由此生出鸿蒙之气，内含阴阳，再生而为天地人三才，
进而构成世间万物。但是老子又说了“道可道，十分道;名可
名，十分名。”意思就是说道是不能用语言所说出来
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天道
关系。

“道”生万物，但是“道”亦为虚幻。在恍惚虚幻中，它含



万物之影象;有含形色之实体;其实老子的“道”，就是事物
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先于天地而生，周而复始。这天，
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自然界的发展是有规
律的，它存在于互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此是此，
彼是彼，任何事物都按其固有的轨迹运行。人们能够用必须
的方法去认识它、体验它、并按照客观规律改造它。由此观
之，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已经揭示了宇宙的起初和自然的
本源，这比之西方近现代的理论学说早了两千多年。

老子的“道”，寓意精深，无法企及。使得我们只能用仰望
的目光触及他深刻的思想。而老子所提倡的“徳”也被为后
世奉行为处世哲学。

“道”是事物固有的规律，是神秘难测而又隐蔽在事物内部
的东西，是不可理喻的东西，是不可及的。而“德”则
是“道之功”、“道之用”，是人们认知事物和改造事物的
一种人为行为，是能够理解理解的，是人们可及的。

“德”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之人必备
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以及为人处世之方法。他讲究“圣人无
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上善若水”“夫
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认为水之德是最近于圣
人之德的。而理想中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五行之体，
水为最微，处于最末。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处众之
后，却常德众之先。以不争而争，以无私而私。这就是水的
最显著特性。水滋润万物却无取于万物，并且甘心停留在最
低洼、最潮湿的地方。宁处别人之所恶也不去与人争利，所
以别人也没有什么怨尤。水有其种种美德堪比圣人，堪谓
之“道”。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往高处走，难免竞争，
有竞争就有争斗，有争斗自然就有流血牺牲。水比人明智，
甘居下位，滋润万物而不居功自傲，清净无为而又无所不为。



“上善若水”，就是一种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一种修德的
必备境界，一种养身之术。我们心中有德，必然愈加崇敬自
然和生命，我们离道就更近一层，更能体会到人生的终极哲
理。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
狗”、“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一言道破天下之事，
看破人生之理。世上本无善恶贵贱，人与人本无争斗之意，
天地万物本和谐融洽。但由于世人皆需追逐自我所需，觅求
自我生存发展之本，于是不断于天地之间人世之中苦心经营、
算计不已，一切仁义与邪恶也相反而成。天地本无成人与害
人之心，但却造就人际错综复杂，世间本无圣人之现，但却
成就社会等级。一切本自然，但却一切又进入繁杂之社会，
天地万物、圣人百姓本自然相处，无私无公、无善无恶;却人
与人终究摆脱不了关系往来，免不了融于社会，因此一切纷
争痛苦皆至。一切人之所想，一切人之欲，一切人之愿，一
切人之求，但所有种种皆需要人自我内省不已，都需要自我
能够达物达人进而才能达己。

当然每本书都有瑕疵，《道德经》也不例外，他最大的弊病
在于过于虚幻，有种避世的消极状态，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
会里，这种消极状态断然是不行的。但是只要我们采撷其长，
也会有不少的收获。

读罢此书，掩卷暇思，不禁叹服古代人民对自然崇高的敬意，
对人生透彻的洞悉。这样如玑似玉的文字，清新畅怀的生活
方式，高屋建瓴的理论，虽不尽善尽美，也无可颠覆了。

又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层次不一样，领悟的道就
有区别。道法自然，道亘古不变，看的就是不一样人不一样
心境的理解。读此罢，书受益良多，无以为馈，愿共享此书
之精华。



老子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历史
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老子的哲学主要表达了一种关于人与自
然、人与道的关系的观点。他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顺从
道的原则。他的哲学主张强调了谦逊、无为而治、自然而然
的方式，对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治理以及个人修身养性都
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段落二：学会谦逊

老子的哲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谦逊。他认为人应尊重
他人，顺应自然的道。这种谦逊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
活。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以谦逊的态度去
对待他人的重要性。谦逊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合
作，还能使我们更加平和地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通过学会
谦逊，我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这有助于我不断学习和成长。

段落三：无为而治的智慧

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观点，强调了限制过度干预的必
要性。这个理念让我深思。我明白了不必一味地追求忙碌和
冲劲，而是要学会将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有时，太过追求
结果和控制反而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和紧张。通过学习“无为
而治”的智慧，我明白了放松和平静的重要性。只有在放松
心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并找
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段落四：追求自然的真理

老子的哲学主张了将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理念。他认为人应该
顺应自然的规律，去追求自然的真理。在当今社会中，我们
常常追逐物质，追求功利，而忽视了自然与自己内心的联系。



通过学习老子的哲学，我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自然的
联系上。我慢慢地明白了与自然相融合的重要性，更加注重
身心的健康，更加关注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和谐。

段落五：个人修身养性

老子的哲学鼓励个人修身养性，通过培养内在的品质来提升
自己。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常常被各种外在的事物
所牵绊，往往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通过学习老子的
哲学，我逐渐明白了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性。通过修身养性，
我们可以塑造出坚韧、勇敢、宽容的品质，从而更好地应对
各种挑战和压力，保持心态的平衡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总结：

老子的哲学思想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和启发。他的思想强调
了人与自然、人与道的关系，提出了谦逊、无为而治、追求
自然的真理以及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观点。通过学习老子的
哲学，我明白了要顺应自然、尊重他人、保持内心的平静和
积极的态度的重要性。这些观点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哲学，
也对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毫无疑
问，老子的哲学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老子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著作《道德经》被誉为中国道家文化的精华之一，被广
泛地传诵和研究。《道德经》是老子的心得体会的重要来源，
其中的思想和观点仍然对现代社会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二段：人类追求完美的心理需求

人类向来都渴望完美，这种渴求是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心
理需求。我们往往希望自己成为最好的版本，我们也渴求世



界能变得更加完美。这种心理需求会促使我们不断地努力追
求更好的未来，不断超越自我、拓展自我，逐步完成自我实
现。

第三段：思考人类追求完美的困境

然而，人类追求完美的同时，也会遭遇追求完美所带来的困
境，这是因为完美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游戏。如果我们的
生活充满了完美的追求，我们势必会因此带来一些不必要的
负担，陷入无尽的劳累和疲惫。而老子却提示我们，如果我
们学会放弃追求完美，更加关注内在的感受和力量，我们就
可以找到内心安宁的真正快乐。

第四段：老子的“无为而治”哲学

老子的“无为而治”哲学，强调了不需要通过勉强强制改变
来达到完美的状态，而是通过“顺势而为”，找到自己内心
的平衡点，并在自然状态下给予问题解决的空间和时间。这
种哲学强调了重视平衡、承认自然规律、减轻压力和放松身
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更多地学习内心的平静与宁静，缓颤
自然节奏，顺应自己，更加自然地达到自我完美的目标。

第五段：结论

老子的哲学观点告诉我们，人类追求完美并不是一条长久之
路，完美的发展应该是自然、持续、健康的，应该把重点放
在自我成长和内心平静上。追求的方向应以真正而不是虚假
的快乐为准，并顺应自然规律前进，同时，要放弃对完美的
单一追求，因为真正的自我完美应体现的是自我尊重、自我
肯定和真正的自我实现。

老子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



《道德经》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几千年
的中国思想。在我学习和研究老子的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我
深深体会到了他的智慧和独特的思考方式。以下是我对老子
哲学的心得体会。

首先，老子哲学教导我们要顺应自然。老子强调无为而治，
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它的自然规律，只要人们顺应自然，适应
大道，就可以达到内心的平和和自我修养。生活中，我们常
常追求功名利禄，不断追逐外在的成就与满足，然而这种追
求往往使我们陷入疲惫和焦虑之中。而老子告诉我们，只有
顺应自然，返璞归真，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和快
乐。

其次，老子哲学强调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这一思想意味
着我们要学会放下执着，不要过于干涉和干预事物的自然发
展，而是顺其自然，让事物按照它们本身的规律运行。这一
思想与现代社会追求效率和控制相反，然而却能带来一种莫
名的力量和智慧。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当我面临困难和挑战
时，我经常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放下执着和过度的期望，
使自己保持冷静和灵活，这样我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和应对问
题。

另外，老子哲学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给了我很大的启
示。通过这一思想，老子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就来自于内在
的修养和追求，而不是外在的功绩和成绩。我们不能只看重
眼前的利益和成果，而要从内心出发，追求自己真正的价值
和意义。对我而言，这个启示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使
我能够超越表面的利益和诱惑，不断追求自己内心的追求和
成就。

此外，老子哲学也深刻地反思了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
他认为，人们常常追逐权力和财富，争斗和压迫他人，导致
社会的不公和人们的痛苦。这一观点使我深思：在追求利益
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关注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公正？



通过这一思考，我逐渐认识到与他人合作、关注他人需求以
及追求公义是我们在当下社会面临诸多挑战时必须要做到的。

最后，老子哲学中关于道的思想也给了我启示。老子认为宇
宙万物都来源于道，而道是无法言传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
仅仅通过说教或文字来理解和体会道的存在，而必须通过实
践和体验来逐渐领悟。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我常常通过冥想
和参与自然，以及通过实践去感受到道的存在和力量。这种
体验和领悟使我更加坚定了顺应自然、追随道的决心。

总之，老子哲学是一种充满智慧和深度思考的哲学体系。通
过学习和研究老子的思想，我深深感受到了他的博大精深和
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老子所强调的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内在修养等思想，给了我很多醍醐灌顶的启示和指引。我相
信，只要我们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顺应自然的节奏，
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心平和和快乐。

老子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提及道德经，大家都耳熟能详，这是一部蕴藏着丰富的人生
哲理的经典著作，其中包含以哲学，政治，军事方面的论述！

道德经的熏陶是在儿子读四小时被他每天的朗诵带动的，后
来也有幸跟随学校组织的家长素读一起打卡，和孩子一起互
帮互助而习之。

虽然刚开始接触时有些枯燥难懂，语感不太顺口，不会的地
方也虚心请教孩子，但在雒老师的组织和带领下，不清楚的
地方再借助陈琴老师的诵读，慢慢的就找到了感觉，在班里
素读打卡群里，和大家一起坚持每天诵读一段，也在每周三
的家长志愿者统计时巩固一遍，这本书拿起放下，放下再拿
起，突然之间就感觉到亲切，每当在某个地方看到有道德经
中的典句，就有一种激动的心情！在道德经中多次提到“无
为”，我觉得无为就是顺其自然的把当下的事情做好，那么



用在我们为人处世上，就是让自己对待别人要宽容大
度。“无为”不是让我们什么事都不去做，而是不去做不符
合自然规律的事情，只要不违背自然规律，你所做的其他事
就是无所不为的，“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修养！

又如“少则多，多则惑”其实就是说自己无论在学习中还是
工作上，集中在一个点上努力下功夫，长此以往才能有所收
获，如果像蜻蜓点水，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反而会一事无
成，终会无所收获！就像现在盛行的“抖音”，那些百万粉
丝所关注的网红，其实她们就秉承着做垂直领域，就是老子
所说的，在某个点上下功夫去努力做好一件事，成功的几率
就越大！

就拿读书这件事说吧，有很多人读几天感觉没啥收获，就给
自己找理由放弃了，“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事”，如果
想把一件事做好，就去坚持，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被克服
了，我们虽不能与圣人相比，至少可以学会坚持，学习老子
他老人家做事对事的态度，用无为之心做有用之事！

对于道德经的体会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结合自己的生活去
理解，每个人也在自己的领域去体会和领悟着这经典之作，
让我们大家在道德经中读出自己的生活感悟，悟之用之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