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 道德经读
后感小学生(精选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一

看作文是提高作文水平的重中之重，想要写出好的演讲稿，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范文，然后自己学会利用。小编在此为大
家整理了道德经读后感小学生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
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人是需
要判断能力的。

正常人很少只活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史上只活在自己的精
神家园的哲人们有许多，如尼采、王小波等。可惜他们有的
疯了，有的很年轻就死了。不管思维走多远，人最终还是要
回到现实中，实事求是地解决身边实实在在的问题，处理身
边的事情和关系。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文尝
试以科学的方法，结合自己的经历，分析自身的不足，以期
推动现实工作、健康生活的有效、正常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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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我再次拜读了道德经一书，有了新的体会和感悟，道
是什么?道是宇宙间万物的本源，道无法以语言阐述，却可以
用心去感悟，老子曾用水来阐释道，上善若水，水可以变成
任何的形状，在杯中便是杯子的形状，水是最柔软的，却也
是最坚硬的，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和合乎于“道”，这其中
就包含了道家的核心理念——无为而治，无为并非不作为，
而是不妄为，在为人处世中，能够适应于各种环境，能够快
速融入其中并且发挥效用，同时不妄自作为，便可以在工作
和生活中都处于一个顺畅的状态。

现代的生活节奏下，许多人们无法真正理解无为的道理，盲
目追求金钱财富等，才会造成人们的贪欲不断膨胀，最终导
致了犯罪率的高发，若人们能重读《道德经》，体悟其中
的“道”，终有一天，人们的心能重归平静。

做人不要逞强任性，不做智所不能力所不及的事情，不拿鸡
蛋碰石磙，不争名夺利，不强求荣华富贵，不以身试法，不
仗势欺人，不为非作歹，不招人嫉恨，就能够远离祸患，保
全自己。生活上不暴食暴饮，不吃不洁净的事物，不酗酒，
不纵欲，不吸毒(包括不吸烟)，这样就能够少患病。

此外，处事灵活变通，善于随机应变，心态平和，胜不骄，
败不馁;俗话说“人老心不老，童心寿自高”，做到始终保持
年轻的心态，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
如此就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获得乐观的心境。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二

道德经读后感

《道德经》一书是老子的着作。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它
向人们诠释哲理。从古至今它影响着无数的炎黄子孙，并且
带着中国古文化的精髓走向了世界，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元素。

在我校开展了学习《道德经》的热潮。刚开始是枯燥无味的，
可是在反复的朗读背诵下，我的求知欲开始蠢蠢欲动。就像
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我走向另一个世界。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这十二个字是通篇的总纲。老子向世人诠
释了同为道却又行不同道。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是由不同的走
法的，一是顺其自然，返璞归真的圣人之道。另一条是追求
外在名利的常人之道。行走下来却又拥有不同的人生，而我
们走的又将会是什么道呢？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在努力
的学习，不停的前进，也许身心具疲，却不敢放慢脚步。把
本应属于我们的快乐丢失，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常人之道，
只为求功利之名。毕竟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所以我们选择了
必须走好我们自己的道，在途中少留下一些遗憾吧！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微。自古有和无的对立和统一是现实世界一
般的存在方式。老子的有无论从世界本体上确立统一规律，
有无欲望的本身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用心去感悟才会拥有大
的智慧，才会更好的`改变自己去为改变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道德经》这五千余字中，它像我们阐述了，道是一切事
物的根源。它具有无限的潜在力，同时也为人类树立了行为
准则“仁、义、礼、智、信”这些美德是人类灵魂的精华所
在，()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就要为于社会于人类有益的
事。不为就是不做那些损害社会损害大自然的事。遵循自然
之道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们只有秉承就先贤得美德，人
类的文明在会在欲望中得到升华。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你的一生，它就像良师益友，伴随你走遍
人生的旅程。我希望大家可以共享《道德经》，让流传几千
年的文化精髓来洗涤你的心灵。这只是我对《道德经》肤浅
的理解，只希望与大家共勉。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三

真理（即）的见证：大自然在默默地见证着道（罗马
书1：20），还有我们的良知同作见证，所以我们的古代先贤
能有如此的感悟。现在我们有了《圣经》，（关于这本书的
神圣来源，有一篇文章说得详尽，就是我的空间中所转帖的
《千古奇书》）读圣经，然后再去认识人事物，会发现圣经
就是上帝对人类说的话（道），为要使人类靠着上帝所预备
的方法重新获得原先所赋予人类的美德（我们人类是按上帝
的形像造的，本来具有他的圣洁公义信实仁爱等一切美德）；
更有耶稣基督，圣子上帝，道本身，亲自降生为人，在人间
生活，将真理彰显出来。

寻求真理需要安静我们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和
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安静休
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
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
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30章15，18节）
古人之所以能听到上帝在大自然中说话的微小声音，还是因
为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不为世俗祸福所摇动的心。

探究规律还要孜孜以求，因为圣经上还告诉我们：“你们祈
求就给你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还要本着纯
正的动机，正如经上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
求，要浪费在今生的宴乐中”此外，还要有正确的途径，正
如我们知道不可缘木求鱼。如果说今天的大自然已经被罪所
污损，今天的良知在许多人的心中已经渐渐失去，但圣经的
启示是完备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正如经上的宣告；圣经
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凡到他这里来的，



并跟随他到底的，必要得着今生和永生的一切福惠。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四

《道德经》只要五千余字，后人分其八十一章。固然字数不
多，却是章章锦绣，字字珠玑。可谓旷世奇书。个中道理自然
“玄之又玄”，故而让很多人望“道”兴叹。这也不奇，毕
竟此书森罗万象，其中涵盖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辩证
办法，包括治国之道、处世哲学、人性涵养、军事哲学、养
生之道的聪慧。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五

作为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神韵的《道德经》，用不
多的字数，阐述了道家对宇宙本原和基本存在方式，事物的
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及社会观、人生观的基本思想。虽
然文章大部分用近乎诗体的语言，有些晦涩难懂，但用“博
大精深”来形容它丝毫也不过分。

我对《道德经》的理解主要是讲求“无为”，“尊重规律”。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六

我们给人生天然的设置了一个首先模式。例如，你认为不可
能返老还童，永葆青春，却无视那些真正做到的，70岁像28
岁的人。头脑里总有一个你认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就是你
人生发展的界限。

例如，你认为不可能像别人那样获得自由财富，却无视他们
曾经跟你一样普通到被人忽视;例如，你认为拥有的亲密关系，
最后只会随时淹没在锅碗瓢盆的世俗里，却无视身边那些随
时随地紧握的手和充满了他们爱意的眼神。

我们过着一个个受限的人生，却不知道当你转就像念了一



句“芝麻开门”，这受限的模式会立即去除，从此人生无限
宽广。你只要做到这样：时刻微笑提醒内在的自己：“你原
本就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你忘记了这就是你本然的状态”。

这不是一句自我鼓励，或者是心灵鸡汤的话，而是来源于最
近看《道德经》的感悟，《道德经》要告诉世人的真相。

《道德经》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来到这个
地球上的原因：

《道德经》曰：“天下万物无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
一，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指的就是“一念产生大千
世界”。既然这个世界就是那一个意识念头的产物，和我们
平时随时头脑当中闪过的念头一样：“我可以创造一个这样
的世界，然后让另一个我在里面体验我所体验不到的东
西。”比如：我没进过监狱，我要创造一个那样的场景就像
拍电视剧一样，让里面的演员替我体蹲监狱是什么滋味，会
经历哪些感受。”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七

老子真是我国辩论哲学的鼻祖，他的《道德经》充满了辩证
法。世人认为《道德经》提倡无为之学，实际上他是为了有
为而提出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他认为，君不为，
民才有所为。汉文帝与汉景帝尊黄老之学，实施清静无为、
与民休息的政策，老百姓安居乐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才
有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则南征北战，把财富都耗尽。可
见无为并非不为，而是君不为，老百姓就能多为。

《道德经》强调要尊重自然法则，顺势而行。“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是规律，规律从自然而来，
只有遵循自然法则，人才能有所为。违背了自然规律，必然
会受到惩罚。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到今天才被大家认
识。教育也是这样，只有遵循教育规律，遵循儿童成长的规



律，顺其天性，因材施教，才有成效。《道德经》说：“不
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教育不是教师更多地施
教于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学习，自己体会，收益会更大。

《道德经》以朴素的辩证方法论来审视世界，审视人生，多
次强调“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而不居”。一
个人要踏踏实实做事，不求华丽的辞藻；做了一点事，不能
居功自恃，应该谦虚谨慎，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是
最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人者智，知己者明”。许多人犯
错误，往往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有了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
遇到一点挫折就失去信心。

《道德经》最后一章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真实可信的话不华丽，华丽的辞藻
不真实；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一定善良；真有知识
的人不卖弄，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的人，其实不一定有知识；
自然法则是让万物受益，而不伤害；高尚的人的准则是默默
工作，而不去跟别人争夺。我想我们应把它作为座右铭：不
听华丽的辞藻、美丽的奉承；不炫耀自己，努力学习；认真
工作，谦虚谨慎，为人民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八

作为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神韵的《道德经》，用不
多的字数，阐述了道家对宇宙本原和基本存在方式，事物的
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及社会观、人生观的基本思想。虽
然文章大部分用近乎诗体的语言，有些晦涩难懂，但用“博
大精深”来形容它丝毫也不过分。

我对《道德经》的理解主要是讲求“无为”，“尊重规律”。

《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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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九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释、道文化更是传承
千年，堪称中华民族思想之结晶，而《道德经》一书便是道
家文化的集中总结。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知识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深越好，
而是要与驾御知识的能力相匹配。说实话，我真的不敢对
《道德经》妄加评论，只是喜欢读、喜欢抄、喜欢背。下面
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在读完《道德经》后的一些感受，望与君
共勉！

道德经小学生的读后感篇十

做人不要逞强任性，不做智所不能力所不及的事情，不拿鸡
蛋碰石磙，不争名夺利，不强求荣华富贵，不以身试法，不
仗势欺人，不为非作歹，不招人嫉恨，就能够远离祸患，保
全自己。生活上不暴食暴饮，不吃不洁净的事物，不酗酒，
不纵欲，不吸毒(包括不吸烟)，这样就能够少患病。



此外，处事灵活变通，善于随机应变，心态平和，胜不骄，
败不馁;俗话说“人老心不老，童心寿自高”，做到始终保持
年轻的心态，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
如此就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获得乐观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