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个人心得体会第五章(模板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
提升自己。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
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道德经个人心得体会第五章篇一

第一段：引言（200字）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名著之一，其中的第五章，也被
称为“知常章”，让我深感启发和思考。在阅读这一章节的
过程中，我不禁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性。通过
体悟和思考，我认为，个人修养的提高是实现道德境界的重
要基础，也是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心安宁的关键。

第二段：个人修养的涵义（300字）

个人修养是一个人对自身品质、修养、道德和人文素养的不
断提升与完善。个人修养的核心在于培养自己的品德和修炼
自己的性格。正如《道德经》中所言：“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个人修养就像“道”一样，是一个阶
梯式的过程，需要不断提升自我，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只
有通过个人修养的培养，我们才能与人和谐相处，与社会共
同进步。

第三段：个人修养的重要性（300字）

个人修养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个人修养可以提
高我们的道德观念，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正确的判断和行
为。其次，个人修养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心智素质和智慧，
从而使我们更加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最后，个人修养还



能提升我们的情商，使我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建立良好
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因此，个人修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
事情，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第四段：个人修养的实践途径（300字）

个人修养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来实践个人修养，如读书、学习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这
可以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锻
炼身体，如运动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高个人修养。更
重要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培养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
如正直、宽容、善良和谦虚等，达到提升个人修养的目的。

第五段：结论（200字）

在这个物质多样的世界里，人们往往更容易关注物质的积累
和外在的成就，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然而，个人修养恰恰
是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
自由的关键。通过个人修养的过程，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
己，提升自己的素质，与他人和谐相处。个人修养不仅能够
使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和愉快，也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
幸福感和内心的满足感。因此，个人修养不仅是每个人的责
任，也是一个社会共识，只有每个人都从容和平衡地修炼自
己，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美丽。

道德经个人心得体会第五章篇二

我觉得《道德经》潜藏的一个主题是，老子提出的“道”，
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道的含义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从各个
方面来理解。事实上，宇宙万物之运行，是存在必须的客观
规律，这个客观规律，需要我们有联系的、全面的来认识，
来理解。但人类限于时间和空间，能全面系统地认识宇宙万
物，看来是虚渺而不可能的。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自己走过的路，要不断总结，不断思考，找出规律，逐步



认识世界，理解世界，掌握未来世界的运行规律。所以对待
老子的思想，要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许
多资料在这天看来也是十分具有指导和教育好处的。例
如“功成身退”“宠辱不惊”等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中华民族
的精髓，更是安身立命，为人处事的基础。在物欲横流的这
天，老子提出的“致虚守静”，“少私寡欲”等处事的哲学
是拯救人们心灵的一剂灵药，让我们正确的看待得失，能够
净化人的心灵。

以上是我对“道经”总的认识，下面就具体谈谈我对其中的
一些观点的感悟认识。

每个人都有私有欲，应对私欲，务必先自反自省，然后自清
自虚，若能做到自知、自胜、知足，那么就能够算是得道。
当社会需要用礼智维系的时候，虚伪巧诈也就慢慢的产生了，
祸乱也跟着来了，自以为聪明的人，以智取巧，实在是愚昧
的根源，因此我们应守质朴的大道，不要虚伪的巧智，取用
道的精神，舍弃礼智的浮华。一切需自然而行，道的作用是
柔弱谦下，天下万物是从有而产生的，而有却是从无产生而
来的，无是道之体，有是道之用，人应无为、无事、无智、
无知、无欲、无我、无私才能到达道德境界。随着科技的日
益发达、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
质生活丰富了，但是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虚，人类的道德观
念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不乏有些人冲破道德的底线，追
求权力，物质，金钱，荣誉。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如何
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同样能够在《道德经》这部圣典中找
出答案，那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注重为
人谦虚、心态平和、淡泊名利、时刻反省，尽职尽责!。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无为而治，任何时候做到宽容(设身处地
从对方角度思考问题)、向善(对善良的人善待他，对不善良
的人也能善待他)、谦卑(要能如水的品质)、知足常乐(凡事
适可而止，知足者富，安贫乐道，放下名利、放下虚荣、放
下固执，多一些知足、宽容和快乐)



道德经个人心得体会第五章篇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它以道德为核心，记
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其中的第五章深入探讨了“天
地之间，其犹橐籥乎”的问题，探索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
人应如何找到真正的道路。读完这一章，我深有体会，认为
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道德指导，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二段：人与自然的关系（250字）

《道德经》第五章中提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句话道出了天地道法自然的真实本质。人作为天地之间的
一员，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
自然，自然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们有责任保
护自然资源，不断探索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道路。只有当我
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才能找到真正的道路。

第三段：安守本分与无为而治（300字）

在《道德经》第五章的第十一节中，我们看到了“三十辐共
一毂，当其无，则利车；埏埴以为器，当其无，则利器；凿
户牖以为室，当其无，则利室；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
短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这里告诉我们，
世界的本质在于事物的互相依存和相互制约。因此，人们应
该摒弃功利心和攀比心理，安守本分。只有当我们放下私欲，
不干涉外界不该干涉的事物时，才能实现无为而治，达到真
正的宁静和平衡。

第四段：养心修身与持平处世（350字）

为了彻底摆脱功利心的束缚，我们应该注重养心修身。《道
德经》第五章的第十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
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也就是让我们不要被外界的诱惑所迷惑，要明辨是非，把心
思放在修身养性上。同时，我们应当学会宽容与和平共处，
保持内心的平和。只有当我们能够持平处世，对待外界的好
与坏，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第五段：总结（300字）

《道德经》作为古代智慧的结晶，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通
过学习第五章，我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
我们应该顺应大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在生活中，我们要
摈弃功利心，安守本分，学会无为而治；同时，要注重修身
养性，保持内心的平和，以宽容和和平为处世之道。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道路，达到内心的平静与和谐。通
过阅读《道德经》的个人心得，我深深反思了自己的处世之
道，并将以此为指引，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道德经个人心得体会第五章篇四

“没什么，世界的开始”。

“出名，不是很出名”。

语言和名字不能互相附加。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的。
贤者的言论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背景下是可行的。但无论
是自然还是社会，还是每一个个体，都在变化。比如孔子重视
“礼”，是因为人的心在周末不老，道德相反。《红楼梦》
年，在一个家教严格的大家庭里，是对年轻人自由思想的扼
杀。鲁迅的反传统文化是，外国不得不迫使中国人面对战争，
面对生存困境。在生活如此艰难的战争时代，普通人是不可
能懂礼仪，谈音乐的。在这个世界上，随着经济、科技和网
络的发展，人们想要有更多的钱，无休止地追求美、物质和
权力，这违背了自然规律。



世间万物，到了巅峰都会衰落。如果人的物质欲望得不到抑
制，一定程度上肯定会阻碍人的思想或精神。所以近代说要
复兴国学，因为国学有中庸之道，有敬畏自然之心。比如，
人们应该遵守这样的规则，严冬过后，春天一定会到来，严
冬自然会持续几千年。所以，人在“知”之后，要采取平和
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地探索宇宙中生命的真谛。

“所以，总没有，我想看它的精彩;经常，我想看。”

就像我的第一个问题，世界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现实中似
乎没有什么线索，要找“没有”。而“无”是神秘的，要
从“有”开始仔细考察线索。送东西也有办法，但生活也有
办法。正所谓“两者出异名”，“道为一”，所以“无”也
是可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