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素书心得体会(汇总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
苦恼吧。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
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素书心得体会篇一

近日，我有幸读到了一本名为《素书》的书籍，该书通过讲
述人物的成长故事，揭示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阅读过程
中，我收获颇丰，深受启发。下面，我将以五段式的方式，
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引言。读《素书》就像是踏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书中的主角小素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却拥有着追求梦想、
坚持自我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在每一个故事中，小素面对各
种挑战和困境，却能勇敢地克服，不断成长。通过小素的经
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即使是平凡的人生，只要
我们用心去体验、感受并努力奋斗，同样能创造出属于自己
的美好。

第二段，人生格言。在《素书》中，小素的家人向他传授了
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深深地影
响了我。我们常常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艰难，但
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时，却常常选择逃避和放弃。正如书
中的主人公一样，只有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我们才能突破
自我，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对我来说，这句格言不仅是一种
力量的体现，更是激励我不断追求梦想的动力源泉。

第三段，人生的道路。在小素的成长之路上，他遇到了无数
艰难和磨难。他曾因为投身理想而被人嘲笑，他曾因为坚持



原则而承受孤独。但无论是何种困境，小素始终没有动摇，
始终相信正道必能克难。通过小素的经历，我明白了人生的
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挑战。只有砥砺
奋进，不断地超越自我，我们的人生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第四段，柔和的力量。在《素书》中，小素经历了许多痛苦
和磨难，但他却总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书中也将这种柔和
的力量描绘得淋漓尽致，告诉我们，只有心怀宽广、和善待
人，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宁静和人生的幸福。这让我想起了
我自己，有时候我常常会沉溺于过去的悲伤或者未来的苦恼
中，但是我从《素书》中明白到，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过去和
眼下的一切，并怀着感激和宽容的心去面对未来。

第五段，人生的意义。在读完《素书》后，我意识到人生的
真正意义在于如何活得更精彩和有价值。不过，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要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而是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之努力奋斗。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
都可以变得出彩，只要我们努力去追求，并用心去体味每一
分、每一秒。因此，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
学会放下繁杂的外物，踏实地走好一步又一步，相信自己，
勇敢前行。

总结，通过《素书》这本书，我懂得了享受生活的真谛，明
白了追求梦想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心怀宽广的力量。人生
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用心去感悟和体验，去深思熟虑和保
持希望。这本书不仅启发了我对生命的探索，也唤起了我的
内心能量和勇气。从今往后，我将坚持积极向上的态度，用
行动去证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素书心得体会篇二

每个人都有梦想，有的人想当老师，有的人想当大老板，开
一家大大的饭店，我的梦想么，可能你猜不出来。



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自己的小小面包店。可能有人会说这不
算什么，但，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如果我有一个面包店，店名就叫“柠檬小橼”，我会在店里
精心装修，墙壁地板都是木的，还有一个木楼梯。下层是各
种糕点的展览台和一个点餐专用的沙发，茶几的花瓶上插着
几束清晨刚采来的小花，墙上挂着一个调查本，顾客可以在
上面对店里提一些建议等。上层就是顾客享受糕点的地方，
有许多的木秋千和小木桌，可以在上面喝茶，吃东西。还有
一个凸出的观景台，可以让顾客在上面眺望远处的风景。

这就是我的梦想，虽然谈不上什么大抱负，但是我想，我一
定会努力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的！

素书心得体会篇三

今之人，少有接触经典者、少有阅读经典者、更少有悟透经
典者。殊不知，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其永恒不变的
处事经方，永恒不变的人间真理，永恒不变的宇宙法则。然
而，真理或叫哲学类的东西，总让人觉得玄妙无比，特别是
以中国经典这样的“高水平文字游戏”，宇宙法则，在如今
科技雄霸天下的世道，更为世人所不屑。而作为经典继承者
的国人，更是深谙仿科技之道，难识经典之微言大意，更难
懂其神，使我们的经典永远成为了古人的遗训。

素书心得体会篇四

素书，指的是没有加工过的原汁原味的书籍，是人们了解历
史、文化、知识和思想的宝库。阅读素书，不仅能够拓宽视
野，增长知识，还能深入思考，领悟更深层次的意义。本文
将分享我在阅读素书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希望能为您提供一
些启示。

首先，阅读素书需要有一颗求知的心。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



许多人很难静下心来阅读大量的书籍。但是，只有拥有一颗
求知的心，才能真正地去发掘书籍的精华所在。当你拿起一
本素书，打开封面，第一眼所看到的是它的书名。这个时候，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知道书的内容是什么，它里面究竟包
含了哪些知识和思想。

其次，精读素书，尤其是文学作品，需要有一颗敏锐的审美
心理。很多人读书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获取知识，很少关
注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然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凝
聚着作者独有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倾向，它也应该有自己的风
格和特点。阅读文学作品，需要有一颗敏感的心理，能够感
受到文学之美，品味文字的魅力。

第三，阅读素书需要有一颗虚心的心。每本书籍都有其独特
的价值和意义，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免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想
法。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看法而轻视或贬低书中的
内容。相反，我们应该保持一颗虚心的态度，尊重书中所包
含的思想和观点，即使我们自己并不赞同它。在阅读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听取他人的意见和观点，不断扩大
我们的视野。

第四，阅读素书需要有一颗勤奋的心。阅读好书，就像是养
成一种良好的习惯，需要不断地坚持和努力。对于很多人来
说，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上去读得越多，头脑越乱。
但只有坚持下去，每天读一些，慢慢地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读书需要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需要在工作、学习的空余时
间里多读书，养成每天读书的习惯。

最后，阅读素书需要有一颗珍视的心。素书是一种无价之宝，
里面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和思想是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当
我们阅读的时候，应该珍视这份心灵的交流，不要浪费它。
读书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活动，让我们从书中汲取能量，为自
己的未来和生活注入更多的力量。



本文分享了我的阅读素书的心得体会，包括：求知、审美、
虚心、勤奋和珍视。这些心得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
素书，汲取到更多的知识、思想和智慧。只有不断学习和沉
淀，我们才能拥有更多的精神财富，活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素书心得体会篇五

《素书》这本奇书，来头非同小可。汉高祖刘邦所言之运筹
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这个子房就是
《素书》的持有者张良。张良辅助刘邦亡秦灭楚，以谋士之
身位列留侯，并得善终，全是因为此书。但据后世评价，张
良也仅运用了此书十之一二罢了。由此观之，该书比武侠中的
《易筋经》、《九阴真经》、《葵花宝典》等无上秘籍牛上
不知多少倍，足能改朝换代、重写历史了。

张良得此书之过程颇具传奇色彩，故事也很有意思，跟我这
篇

读后感

有同工之妙，故稍提之。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韩被秦灭，故张极欲灭秦以报国恨家仇。
奈何实力不济，转而刺杀秦王，失败后逃亡到汜水一带。某
日在汜水桥上遇一老人，老人态度倨傲，故意脱下鞋子往桥
下一扔，说：小子，给我捡上来。张良照办。捡上来后老人
翘着腿，毫不客气：给我穿上!张良还是照办。老人穿上鞋子
后，却无任何表示，背着双手施施然就走了。

走了一里多，张良还是没有跳起脚来大骂神经病，老人返回
来，说到：孺子可教，五日后来此等候。也没个解释转身就
走了。

五日后，张良鸡打鸣就来到汜桥，老人早到了。骂到：小家
伙你迟到了，还有要老人等你的道理?回去吧，五日后再来。



把他打发了。

五日后鸡还没叫，张良就到了汜桥，老人却也到了。照例一
通臭骂，五日后再来。

折腾人到这份上，一般人早就气急败坏指着鼻子骂人了玩我
不是?可张良不是一般人。五日后，张良干脆半夜就在汜桥侯
着。这回，老爷子满意了。郑重传给张良一部书，是为《素
书》。这位老人就是黄石公，《素书》的作者。

按照黄老爷子传书张良时的交代，这本书干系重大，非不道
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不可传，否则有不测之祸。笔者机缘巧合
得到此书，观众胆友骨骼清奇，天庭饱满，印堂发亮，男的
风流儒雅，女的风姿卓越，均是可造之才，遂不敢藏私，与
诸君分享。

好了，闲篇扯完，言归正传。

哲学上有个经典的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
个命题的经典之处在于，任何时候拿这个命题去问一个正儿
八经思考的人，他都要挠头半天。

黄石公的做派或许有些坑爹，但《素书》毫不坑爹，它不负
责提问，只负责提供答案。它首先是一部关于如何做人的专
著，然后是一部成功学的宝典。以笔者的理解，《素书》通
篇回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才;怎样做人做事才
算正确。

《素书》共六章，分别是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
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道义章第五和安礼章第六。

原始章第一讲的怎样的人才是完整的人。“道、德、仁、义、
礼五者，一体也。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意思是道
德仁义礼五者具备，才具备了做人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才能



明盛衰之道，通成败之数，审治乱之势，达去就之理。再加
上合适的时机，方能“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
则能成绝代之功”。

这章强调的是道、德、仁、义、礼这五个要素对人的重要性，
五要素诸备，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才有立身之本，才有
审时度势达乎去就之理的可能，然后顺势而为，成功才指日
可待。

呜呼，当今社会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世风如下。触目所见，
芸芸众生熙熙攘攘、挖空心思、削尖脑袋、蝇营狗苟，为了
成名为了获利为了上位，但凡能用来获得利益，下限可以无
限下，手段什么的从来不成为问题。道德?礼义?仁爱?你傻啊，
你缺啊，人就利用你讲这些占你便宜!等你讲完仁义道德，人
早拎着好处跑得连影都没了。

哀哉!然则做好人一定吃亏吗?道德仁义礼真的没有市场了吗?
且看《素书》第二章正道章第二。

第二章讲的是人才的三种境界，分别是俊杰、豪杰和人杰。

俊杰品德之高尚可以让没有见过他的人心怀钦佩、心悦诚服;
诚实可靠可以得到大家的信任，统一大家的意见;裁断事情公
平合理让大家心服口服真心拥戴;才情卓绝可以古鉴今;洞若
观火可以预见未来。说实话，俊杰这种级别的人才实在太少
了，笔者想了半天，印度的“圣雄”甘地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豪杰品行高尚足以成为仪式的表率;足智多谋可以决断疑难;
讲究信用可以遵守约定;廉洁自爱可以舍财。这类人就比较多
了，战国四君子可以说是代表。

有职业道德而不尸位餐素;秉持公正不因压力而回避;不因有
嫌疑就不做正确的事情;不因有不正当的利益就去贪婪，这样
的人才，是为人杰。人杰在历史上就多了，魏征、海瑞等就



是其中翘楚。就连温，也拿这条作为自己的准则。

从人才三境界的标准来看，道德仁义礼五要素是贯穿其中的。
试想一个道德败坏、唯个人私利是图、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一意孤行、偏私护短、贪财好色之辈，会有人跟随吗?讲的话
有人听吗?做的决定有人信服执行吗?答案是很显然的。这样
的人内斗一下，短期为个人谋点私利或许还可以，你要他带
领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国家去完成某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缘
木求鱼，闹笑话了。

小时候看《水浒》，很不理解。明明宋江既不是武艺最高强
的那个，也不是出身地位最高的那个，更不是资格最老的那
个，为何他成了108条好汉的头头?这些快意恩仇杀人不眨眼
的江湖汉子草莽英雄，为何都服他管?看完《素书》，我明白
了。宋江字“公明”，人称“及时雨”，他的为人基本符合
豪杰的标准，所以一众好汉谁都不服就服他。

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才以后，
事情就能做好吗?事业就一定能成功吗?当然非也。我们每个
人不都梦想着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
值，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素书》的第三、四、五、六章就从
各个方面告诫我们，如何修身、怎样做人和做事才是正确的，
才是成功的保证。我们想要少走些弯路，就跟我一起好好看看
《素书》是怎么说的吧。

《素书》第三章是为求人之志，讲的是修身，也就是要具备
怎样的品格。第四章是为本德宗道，讲的是立志，也就是要
追求哪些正确的观念和标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自己有做
过其中的几条：

品格：控制不合理的嗜好和欲望，有过即改，控制酒色，主
动避嫌，博学多问，低调，俭约，深谋远虑，与仁爱正直的
人为友，宽恕，唯才是用，远离小人，学习历史，突发事件
先调查现场，未雨绸缪有备用计划根据变化灵活应对，百折



不挠，孜孜不倦与人为善。

正确的观念和标准：博谋，忍辱，修德，好善，至诚，体物，
知足，少愿，聚神，有常性，不苟得，不贪鄙，不自持，不
任疑，不自私。

道义章第五和安礼章第六，是单章内容最多的章节，主要讲
的是管理技巧和社会、人性的一般规律，以及如何利用这些
规律实现做好事情的目的。个人最有感触的有：不要轻上侮
下;不要对别人的过错念念不忘;不要因为别人的以前的过错
就忽略现在的功劳;不要略己而责人自厚而薄人;不要薄施厚
望贵而忘贱;不要当众辱人;福在积善，祸在积恶;自疑不信人，
自信不疑人;枉士无正友，曲上无直下等等。

好吧，讲究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点?

按儒家的传统，一个人的发展轨迹应该是这样：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笔者的理解，
对事物的观察与学习，即为格物;分析和思考，即为致知;选
定方向批判继承，是为诚意正心;化为己用即为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为运用的不同层次。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一个掌握规律的过程，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运用规律的过程。《素书》告诉我们：逆者难
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掌握规律，按照规律
办事，办起事情就如顺水行舟，轻松顺意。不掌握规律，不
按规律办事，就如逆水行舟，诸事不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