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子道德经读后感(模板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篇一

随心遁出云天外，更有云天在尽头。戏评一首：

诗句恰如顺水流，得了章法便无愁。

当知意趣十分妙，自有功夫在里头。随心遁出云天外，更有
云天在尽头。激赏！年轻人有这等悟性，了得！且放轻舟任
水流，洳何?顺字浪费了遁字似不如跳字明快起承稍弱。顺水
流和任水流意思差不多，感觉还是顺好，顺有一带而下的淋
漓，任有随势漂流的起伏。与雪版探讨：老子的基本思想是
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作者读老以不系之船喻之，不可能是逆
流而上，自然是顺水而下并暗合无为自然之学说，所以，我
说顺字浪费。

老子的哲学没有淋漓只有平淡，而此绝句正是对老之悟，若
说顺势淋漓，则与转结意境不合。很不错的一首，真有老庄
的风韵。诗是伟峰对老子思想的.认识，我的看法是对伟峰诗
的认识，至于对老子的认识，我可没有羽公深刻。起承感觉
挺好的，转结更得老子精髓。喜欢这样的诗味。信游山水意
微酣，袖卷烟霞钓翠峦。

鸟语梵音唯欲醉，一肩明月一壶禅。草叶风吟老师评得很到
位！

拜读学习好绝！问好李伟峰！绝句格调谐和，尤其转结有新
意，喜欢！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篇二

《老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令我终身受用，当我们
感叹别人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有钱……但是我们只是停留
在羡慕的阶段，从来没有坐下来静静地思考，别人为什么这
么优秀、这么成功……难道他们一生下来就这么成功吗当然
不是，他们之所以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是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坚持不懈的从一无所有做起，他们所
付出的是我们的很多倍，自然就会比常人收获的更多。

工作是这样，学习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
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的去吸取知识，不断的像土一样，一点
一点的累，成就九层之台，像毫末一样，一点一点的生长，
长成合抱之木。

人生亦或如是，人生路漫漫何其修远。我们每应对一个困难，
就在人生的路上跨出了一步。这一步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那一步，令我记忆犹新。

考试，看似痛苦，却如同人生一样，每解一道题都如同跨过
了一道困难，我记得考试时，开始我做的行云流水，没有丝
毫的问题，可越做到后面，就如同陷入泥潭里一般，寸步难
行。我费尽脑力，最后一飘过关斩将，杀到最后一题，可最
后一题如磐石坚硬，油盐不进，我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却拿
它没有办法。我看向窗外，看着那蔚蓝的天空，纯洁的白云，
突然产生一丝明悟，考试如人生，要学会“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我只是一味的追求答案，却忽略了过程，忽略路上的
一切。于是我开始从基础入手，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最后费
劲千辛万苦，最终把这块磐石打磨成一件艺术品。这次，让
我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上，踩下了最困难的一步，但让我对这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老子那博大精
深思想，所折服。

老子的思想、智慧，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老子在四五



百年前便懂得了此刻我们人类都难以理解的哲学。他的思想、
智慧无时无刻侵润我们的人生，他的语言传承了我们中国璀
璨的`礼貌！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篇三

《老子》一书，文词简短，艰深难懂，因此后人作了许多注
解。最通行的有西汉时道学家河上公（姓名不详）注，三国
时魏国哲学家王弼注，还有清朝时魏源的《老子本义》，等
等。下面我们就通过《老子》这本书，来了解老子的哲学和
政治思想。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
身来解释世界，而不求助于超自然的主宰——天帝的意志的
哲学家。在老子之前，人们以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有神在统治
着，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称天帝。这种观念，到了社会大变
革的春秋时期才开始了变化。老子就是较早的从哲学方面有
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易》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道论”的中心
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
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的
本源就是道，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
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
宇宙的母体老子认为，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
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尊
道而贵德的。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
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产生天地，德畜养万物，长育万物，
成熟万物，覆盖万物。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
器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
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



之。”（《第五十一章》）这样，老子遂把自然创造的根源
归于自然本身，从而摧毁了一切超自然的主宰，一切宗教和
唯心论的基础。因此，老子的天道自然观，在当时有很大的
进步意义，它打倒了宗教的天帝，否认了鬼神的威灵。当然，
老子的“道论”刚从传统的宗教__出来，还未能完全摆脱宗
教的影响；他的自然决定论，使人完全听命于自然，轻视了
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后来有的哲学家把它发展为定命论，
为害颇大。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篇四

我最喜欢“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事善能，动善时。”
就是说：心胸要像海面一样广大，对朋友应该像清水一样真
诚，说话一定要像潮汐一样有诚信，做事一定要像水一样发
挥最大的作用，行动时一定要像瀑布一样迅速。

水是柔弱的，它无形无色无味。但水是顽强的，滴穿石头的
水滴因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意，最终把坚硬的石头滴穿；水
是团结的，翻滚的浪花持之以恒而不半途而废，把有棱有角
的石头磨成圆的.；水是博大的，海有宽阔而深邃的胸怀，养
育了无数的“孩子”。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篇五

老子说过：“水利万物而不争”，所以做人就要有水的柔。
在现实社会中，人总是逃避不了竞争，只要人不断的向上攀
爬，就会遇到与你争锋的对手。而“柔和”，就是需要我们
在接人待物的的时候，谦卑而乐于助人，求同存异。因
此，“柔”是一种策略，是为了克刚而柔。

“上善若水”就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一种修德必备境界，
一种养生之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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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认为的“净”，是万物都处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一切
事物都毫不遮掩地表现出其本质的真实。《道德经》上
说：“净能躁君’，也就是说净能克服一个人身上的`躁气。
可以说，净是安定、思虑和有所得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无法
净下心来，就无法深入思考，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
学习如何一个人独处，使自己领悟“净”的奥秘，是一个人
成长的必修课，这样为人处世才不会急躁、轻浮。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篇六

老子，这位哲学的圣者，生活的智者，他在漫漫的岁月轮回
里传递着不变的真理，留下五千言却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哲
思。他那一双犀利的明眸洞穿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渴望着
宁静与恬适的生存方式，力图避开现实的纷纷扰扰，追求那
一份纯真的心灵自由，这种超乎其然的生活态度，为后人指
明了一条新路，令人神往，令人渴望。

跟孩子们一起读这本书，不但有经典阅读的影响，也有此书
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老子用一个“道”字，就把世上
万物万象归于自然。在我看来，道的内涵就是一种客观规律，
虽看不见，摸不着，而世间的每个细微之处都存在着道的本
真。做人之道，为学之道，谋事之道，道道相关，处处都是
智慧，都需要我们去发现和领悟。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做人
为学谋事之道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颇为重要，道德有无，道
德高低，决定着你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方式和成效。《老子》
教我们的是修身之法，以来提高精神境界，让我们学会生活。
每个人都渴望着自由与快乐，而烦恼无处不在，坎坷接踵而
至，若要从中解脱，主动权在自己手上。“有勇气去改变能
改变的，有肚量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只有这样，方可身心自由，才能有更好的心态去面对
生活。

《老子》短短五千言，字字精炼，句句精髓，篇篇精华，渗
透着一丝丝美妙的让人敬佩的大智。我想用平静的心态，慢



慢地品，读，看，听，思，悟，像老子一样，坦然地生活！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篇七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有自身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而每一种
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这些经典体现了民族的智
慧，凝聚了文化的精华，形成了思维的范式，并在历史的时
空中长久传承，积淀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人类文
明的历史上书写下厚重的一页。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
《道德经》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经典。

《道德经》形成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期”即春秋战国时代，
原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后来在汉代被奉为中国本土
文化孕育产生的宗教——道教的经典。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的
另外一部重要经典《易经》一样，天、地、人三才无所不包，
其内容涵盖了哲学、伦理、经济、养生等各个方面，言简意
赅，含义深邃，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杰出智慧。关于
《道德经》的产生和形成，长期以来有着众多的记载和传说，
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大体应以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
的记载为坐标，即“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
言”，如此较为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使是后来考古发掘出来
的汉墓帛书本和战国楚简本的文字与传世本略有出入，应该
说也大体与太史公记载的老子思想主旨相去未远。

《道德经》虽然仅有五千多言，而两千多年以来的注疏诠释
文本则多达千种以上，文字超过数千万言。近代西风东渐，
东西方两种文明发生碰撞和交流以后，《道德经》又被翻译
为多种外国文字，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这本简短的中华文
明经典，为何有着如此广泛的影响以及历久弥新的历史魅力？
它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意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诠释？它对中
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对近现代以来人类
文明产生的诸多难题有着怎样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
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这里，笔者仅就人类文明与宗教经典
的关系，探讨和发掘《道德经》中“和谐”思想的内涵与价



值，以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