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生观的体会(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人生观的体会篇一

人生观是指人对于自身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认识和看法。
崇高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具有正确的人生追
求，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在我与他人的交往和
自我实践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树立崇高的人生观的重要性，
并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追求内在价值

树立崇高的人生观首先要明确追求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在世
俗浮躁的社会中，人们往往过于追求物质的外在享受，而忽
略了内心的修养和精神的追求。然而，当我在追求物质的过
程中感到疲惫和空虚时，我意识到，人生的真正价值不在于
外在的享受，而是在于对自己和他人内心的塑造和提升。于
是，我选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自己的品德、才华和智慧
上，这不仅给我带来了内心的满足感，也为我创造了更多的
机会和可能。

第三段：积极面对挑战

树立崇高的人生观还要有积极面对挑战的心态。人生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而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够勇敢面
对挑战并从中成长的人。我曾经面临过一次工作失败的经历，
一时间感到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然而，通过调整自己
的心态，我逐渐明白了失败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勇敢地承担
责任、吸取教训，失败同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这样的领悟



使我变得更加坚韧、勇敢并充满信心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
战。

第四段：关注他人与社会

树立崇高的人生观还意味着关注他人与社会。在个人的成长
和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身边的他人以及社会的
责任和义务。曾经，我有幸参与了一次志愿者活动，为一所
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在与那些孩子们互
动和交流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自己
的成长和快乐，更体现在对他人的关心和付出。而为他人奉
献爱心的经历也使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感恩身边人的陪
伴和支持。

第五段：追求卓越与提升

树立崇高的人生观还要有追求卓越与提升的动力。人生是一
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只有不断追求卓越，才能不断提
升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我在自我实践中明白了积极主动地
主动地学习和创新，保持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树
立崇高的人生观的重要方面。通过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我得以在工作和事业上更加出色表现，并且能够对他人
有更大的影响力。

总结：树立崇高的人生观是一个个体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
话题。在实践中，我明确了追求内在价值、积极面对挑战、
关注他人与社会以及追求卓越与提升的重要性。这些心得体
会不仅对个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和和谐。因此，我将一直坚持树立崇高的人生观，为自己和
他人的成长贡献力量。

人生观的体会篇二

人生观是指个人对生命、价值、目标、快乐等方面的看法和



态度，是指引个人行为和决策的思想基础。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人生观，而人们的人生观则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思维、
态度和行为。个人的人生观建立在其亲身体验、家庭教育、
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上，衡量一个人的人生观，可以从其人
生哲学、世界观等方面入手。本文将从自身经历和体会出发，
谈谈自己的人生观所带来的启示和反思，并对未来的发展进
行规划。

第一段：童年的影响

小时候，我在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长大，我的父母非常
关心我，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由于我是家中的独子，
从小受到家人的溺爱，我在小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失败或挫折
的滋味。这使我在成年后开始接受挑战和遇到难关时，感到
难以接受，难以应对。但是，我的父母给我灌输的各种道德
观和价值观，却是我终身受益的财富。他们以身作则，让我
学会了乐观、正直、勤奋和爱心等美德，这是塑造我人生观
的重要素材。

第二段：社会的打磨

当我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面临竞争和挑战的时候，我
体验到了生活带给我的边缘化感和挫折感。工作环境的变化、
人际关系的复杂以及生活的琐碎，让我对人生和自己的定位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开始意识到，人生是充满挑战和变
化的，就像火车在铁路上一样，有好有坏，但每一站都是独
一无二的风景。人生的每一次遭遇都是对自我的升华和改变，
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努力、改变和适应，才能活成更好的
自己。

第三段：经历的教训

在人生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迷惑，但我从中也
学到了一些珍贵的经验和教训，让我重新审视人生和自我。



首先，我意识到人生是孤独的旅程，即使身边有亲人、朋友，
最终我们走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其次，
我认识到时间是把利剑，没有时间的浪费和拖延，生命将变
得无趣和空虚，要珍惜每一刻的时间，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最后，我明白了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追求功名利禄，而是在于
个体的发展和经验收获，体会生命的意义与美好，才是人生
的向往和追求。

第四段：对未来的规划

自身的经历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人生追求一个“自己”的目
标十分重要。时隔许久，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
业，无论遇到多少挫折或失落，我始终保持着热情、积极性
和自我期望。在未来，我将继续深化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
扩展自己的眼界，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体验生活的各种乐
趣，成为更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人。

第五段：结语

人生观是每个人需要探究而思考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
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价值和目标。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推动
个人的追求和发展，成为一个值得尊重的、富有思想的人，
是一生最重要的愿望之一。在这样的人生观的指引下，我们
可以更为自信期望自己、更加冷静、客观地面对问题，勇往
直前，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人生观的体会篇三

摘要：苏轼是位儒释道兼容的大文豪,在儒释道的影响下,苏
轼所持的处世态度是：出世与入世的交织;人生观是：乐观与
旷达的升华。

是儒家思想培养了苏轼，塑造了一个积极入世的苏轼。



从苏轼的词中，可以看出苏轼的人生态度是复杂的，然而其
最终的走向却是明确的。

他始终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适应困境，从不堪的遭遇中解脱
自我，从而乐观旷达的看待人生。

关键词：苏轼;人生观;入世;出世;旷达;乐观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
弟苏辙并称“三苏”，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

其一生仕途坎坷，三次离乡，六出汴梁，九年三谪，一年三
迁又三贬，六丧亲者，六朝皇家。

纵观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交织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又时时体现出乐观与旷达的人生境界，这在他的词中有充分
的体现。

一、入世与出世的交织

苏轼一生写了大量的词，在这些词中，既有入世的进取之心，
又有出世的人生取向。

现实生活中的苏轼，也时时在履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

尽管苏轼积极入世，但仕途的坎坷，宦海的沉浮还是让他产
生了“出世的思想倾向”《临江仙》便是词人出世情怀的完
全坦露：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此外，象“归心正似三春草”(《虞美人》)，“宦游处，青
山白浪，万重千叠。

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满江红》)。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行香子?述怀》)等词句无不体
现着他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

二、乐观与旷达的升华

尽管苏轼一生辗转流离，但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始终以乐
观与旷达的心态直面人生的磨难，看待人生的遗憾。

在他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这种超然的心态更是一表无余：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
触动乡思，写下了这首词。

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



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此外，“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騃女。凤箫声断月
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既
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此身非我有”，那么便借着美酒
与惬意的大自然，驾一叶扁舟随波逐流，内心看透外物便也
不再执着于外物。

当然其中的关键之处是苏轼承认了人生有缺憾，就如自己的
仕途坎坷一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没有什么比正视现实更
可贵的了，苏轼就是将自己的悲欢置于宇宙人生的阔达空间
去观照，认识到人生的有限，进而体悟到自己的人生不完美
的合理性，从而正确地面对人生苦境。

三、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人生观的塑造

苏轼的一生始终交织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矛盾痛苦中乐
观旷达，这就要看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人生观的塑造了。

苏轼自幼受到“齐家治国”、“兼济天下”的儒家进取精神
的濡染，尤其是其母程氏早期的家庭教育对他影响极深。

《江城子?密州出猎》将他志于为国尽忠、扫荡胡虏的英雄气
概与高尚人格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他心目中最为崇拜的对像
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梅尧臣等政界文坛上的'宿儒名流。

儒家的“经世济民”理想让苏轼走出大山，但仕途的一次又
一次的打击使他不得不寻找解脱，于是坎坷路上他所接受的
佛道思想精髓便成了他思想上的出路。

道家哲学强调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做到这样只有淡泊
名利，淡化死生，只有无所求，顺其自然，心才会游于物之
外。



这种思想正好切合苏轼的境遇和精神需求，从而为经世济民
不通，弃世又不甘的苏轼的受磨难的心灵提供了精神上的解
脱。

苏轼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
减少欲望就减少了痛苦，追求欲望则只会徒增烦恼，“凡物
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儒道的切合点。

苏轼无论处于多么残酷的处境，总能随时随地地去寻找并进
而确立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快乐之源，从而达到“无往而不
乐”的最高境界。

可见，苏轼的思想不是一家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以儒家为
本，又博采道家之长，他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
禅而不虚妄，于是便形成了他儒释道兼收的外儒内道的作风。

总之，综观苏轼的一生，得与失，功与败，逆和顺，荣和辱
如影相随。

顺境中，苏轼积极用世，心系天下;逆境中，苏轼旷达乐观，
坦然面对。

今天，我们欣赏苏轼的同时，更欣赏他于词中所蕴蓄的入世
与出世的人生态度，欣赏他乐观与旷达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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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体会篇四

人生观的形成跟因人而异，它来自我们的成长经历、家庭背
景、人际关系以及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但是，对于每个人
来说，人生观都是一种决定人生道路的原则和信仰，它对我
们的人生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下面我将分享关于个人
人生观的体会和心得。

第二段：人生观的影响

人生观对我们的人生选择、人际交往以及问题解决等方面都
有着深远的影响。人生观包含的价值观、态度、信仰，都会
指引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生观不仅仅
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更是我们心智中的为自己负责，为他
人负责的理念。

第三段：人生观的建立

优秀的人生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它需要我们长时
间的积淀和思考。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家庭和朋友
都是我们建立人生观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
和经历去总结出自己的人生准则以及为人处事的标准，从而
建立一个健康、完整的人生观。

第四段：人生观的整合

一个人的人生观有时也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相互整合，而且，



不同情况下的人生观的侧重点也会发生改变。例如，在家庭
中，我们的人生观的侧重点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家庭和家人，
而在工作中，我们则可能会更注重成就和成功。因此，在不
同情境下整合我们的人生观，对我们走向成功和价值实现非
常重要。

第五段：结语

最后，一个有价值的人生观应该是可以用行动来证明的，要
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完善和优化自己的人生观。通过准确而坚
定的信念和价值，我们才能在人生道路上更好地坚持自我和
追求成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走
出自己的价值人生。

人生观的体会篇五

摘要:庄子的哲学对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追溯根源,庄子哲学产生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

在长期的战乱中,促使庄子对人、社会及整个世界进行思考和
探索,从而产生了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生观、人生境界、及其为达
到他所要求的境界的方法的思考,本文试述了庄子关于人生的
一些看法,对庄子的人生观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超脱;淡泊;自然;自由;绝对自由;情感

一、庄子关于人生境界理论

总的来说,庄子把淡泊、超脱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有这样一个故事:楚威王时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



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函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
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宁愿地清贫中快乐自由的过自己的生活,也不愿为官职所束缚
自己。

庄子不仅对物质、名誉有着超然的态度,而且他把人的生老病
死也同样看作一个非常自然过程。

在庄子快要死的时候,学生们想将他厚葬,庄子知道后说:“吾
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吾葬具
岂不备邪?何以如此”。

庄子把人的生老病死,也看作是必然的过程。

人的出生、衰老、死去都是自然规律,不纠缠在之中,并由此
得到对生死的超脱。

这种淡泊、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折射出庄子的人生观,人
生哲学,他关于“人生的境界”的思考。

顺应、合乎自然,即“道”。

这个“道”也即是庄子眼中的自然而然、合乎规律。

争名夺利、胡作非为、任意妄为的人生是违背自然的,企图超
越生死,长生不死,更是违背自然的事情。

不难推导出庄子的“自然”与他的“道”在逻辑上是统一的。

万物出自于“道”。

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皆一。

万物都是由道与配,受道的制约。



进而庄子认为身为万物之中的人也是“道”的显现。

由此消除了人与万物的差异。

庄子在他的“齐物我”基础上,做到了对人生死的超越,无论
是人生还是人死,都不过是“道”的表现,或说是“道”的现
象的变化,本质上,“道”是不变的,人生是在万物之中,人死
又归于万物,其实并无变化。

二、逍遥游―庄子的绝对自由

绝对自由是庄子人生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及体现。

庄子的绝对自由,在他的《逍遥游》充分展现。

庄子所追求的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这种自由不受任何条件
的制约和规定的,是“真人”、“圣人”、“神人”的境界,
无所依赖,即“无待”。

这即是《逍遥游》的“逍遥”的含义。

但这种“逍遥”的自由,只是存在于庄子的头脑中,观念中,是
精神的自由,而非现实客观的自由。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如此,庄子所给出的答复自然是顺应“道”。

不胡作非为、姿意妄为、不能为而所为。

主张“心斋”、“坐志”、而后“无已”、“无名”、“无
为”也就达到“无待”了。

例如,大鹏奋飞万里、船在江河中行航、人行走千里。

这些事情看起来很自由,但它们却不是庄子所说的`“绝对自
由”的“逍遥游”。



大鹏奋飞离不开长翼,行船离不开水深,人行走千里离不开三
个月的粮食。

这些事情都是有其条件的,有所依赖的是“有待”的,都不能
算作“绝对自由”的“逍遥游”。

必须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才能称为
绝对自由。

这是说能顺应天地的规律,驾驭阴阳风雨、晦明的各种变化,
从而才能达到“无待”,不受任何条件制约,达到绝对自由
的“逍遥游”。

圣人、真人、神人、就是达到了这种状态的人。

圣人“无已”,即是说圣人丧失了自我。

身体形如枯稿,心灵犹如死灰。

老子曾经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君有身,及吾无身,吾有
何患?”人如果能做到了“无已”,也就不会有各种欲望,也没
有欲望达不到时的烦恼。

人如果感受不到自身存在,那么他也不会在意别人对于他的毁
誉了。

这即是“无名”。

如若争名,人就会勉强做些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这就违背
了“道”。

如果个人不再追逐名利,那么当然他也就不会有所建树了。

从而“无功”。



圣人“无已”、“无名”、“无功”,因而圣人也可以说是忘
却了人世间的情感,“忘情去知”、“无人之情”,人世间的
一切烦恼、矛盾和问题也统统抛在一边,从而达到精神绝对自
由的“逍遥游”。

庄子虽然没能在现实中达到自由,但却达到精神层面上自由,
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对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富有智慧性的启
发。

三、情和理―庄子的情感观

人一生中有许多灾祸,给人带来了苦恼和不幸。

对于死亡的忧虑则是当中最主要的。

如何化解人生的种种灾祸,面对疾病、衰老,死亡,如何从痛苦
忧虑中解脱出来,也是庄子人生思考的重要内容。

在庄子看来,人们之所以会有精神上的忧虑和痛苦,是人的感
情所致。

而由感情所造成的人精神上的忧虑和痛苦,可以通过对事物的
理解得以化解。

《至乐》中记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庄子的妻子去逝,惠子前去悼念,却发现庄子蹲在
地上,鼓盆、唱歌。

惠子说,妻子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还鼓盆唱歌,这太过分了。

而庄子却答道:“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
而本无生,非徒天生也,而本无形。



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生物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
形变而有生。

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而随而哭泣,自以为不通乎命,
放止也”。

人从出生至死亡是自然的循环过程。

这是合乎大道的事情,它本该如此。

因为这是“道”,人本身也是按道而生,随道而变,人若忧于死
亡,则违背道,违背自然。

死并不是值害怕和忧虑,它是道的显现。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庄子在自己的妻子死去时不悲反而乐了。

这听起来不近人情。

但实际上,这是庄子对于人生的超脱。

并非无情,而是以理性化解了感情。

庄子以此保持心灵和精神上的平静,摆脱了各种灾祸、矛盾所
困忧,甚至对死亡的恐惧。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生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