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易经的心得体会 个人易经读后感(实
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那么心得体会怎么
写才恰当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
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学易经的心得体会篇一

有机会阅读了《易经》觉得它没有那么神秘，它是科学的，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每天的生活起居，工作事业，健康
幸福，都受这些哲理的左右。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些哲
理，就形成了人生感悟，这些感悟回答了人生n个怎么办。为
我们的生活解惑，减压，导航。我选几个对自己深有感触的
哲理与大家分享一下。

感悟之一：养精蓄锐把握机会——-学会定位，《易经》告诉
人们：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定位是不同的，而又是承前启
后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因而又是不能超越的。人生的路虽
然是曲折的，但我们还必须得按部就班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从
头走起，该受的苦你必须要受，该喝的蜜你必须要喝，不可
越雷池一步。

感悟之二：目标明确果断前行————战胜疏懒，要找聪慧
者，要找我们的“启蒙”老师作为指导，而不是老师来找我
们，如果“启蒙”老师指出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就应该积极
主动地去接受，去改正。

感悟之三：等待时机慧眼明察——走向成熟，等待是一种智
慧、等待是一种积蓄、等待是一种信念。人们之所以等待，
是因为时机还没成熟，一旦时机到，事半功倍。



感悟之四：冷静反省心安理得——避免争执，我们必须学会
反省，当我们做事之前反省了，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办事
才能得心应手，即使遇到挫折由于预先考虑的明白，心里也
会有准备，不至于最后会把事情办咂，甚至走向歧途。当我
们做事之后反省了，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就可以为以后的成
功铺好路。

感悟之五：相亲相爱和平共处————赶走孤独，爱需要相
互帮助，爱需要相互依靠，爱需要理解，爱需要交流，爱需
要磨合，爱需要缘分，爱可以赶走孤独。

感悟之六：和睦相处平易近人——融入团体，我们常说，要
想做事，首先必须会做人，只有把做人放到第一的位置上，
我们的事业才能够蓬勃发展。而做人就是讲究人缘，要想有
人缘，就必须与团体打成一片。而要想融入团体，就必须积
极主动地与他人沟通交流，了解他人的心声，想他人所想，
助他人所难，方能得他人之心。

感悟之七：谦虚谨慎虚若怀谷——切忌得意忘形，在这个复
杂多变的社会里，人们的心越来越浮躁了，浮躁就会让人变
得得意忘形，得意忘形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为了让鲜花常伴
于我们身边，让事业不断前进，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谦逊谨
慎，虚怀若谷吧。人生中有许多哲理，如果能从中体会到几
个就会豁达，人的一生虽然不能一帆风顺，经常有磕磕碰碰，
坎坎坷坷之事，但欢欣、喜悦的日子也会时常光顾我们。我
们要想欢欣、喜悦起来，必须学会开怀豁达，要想共同进步，
必须齐心协力；如果世人都参照《易经》生活、工作，世界
就一片光明。

学易经的心得体会篇二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孕育了中华文化的三大理
念，即大道至简、大道相通和阴阳相生。这三大理念是道、
儒、法、兵等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源泉，深刻的影响着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性格。

《易经》的出现，迄今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内容广博宏
大，无所不备，涵盖天地宇宙、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是把抽象的哲理和生活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典范。

《易经》的思想有两大基本内核，一是朴素的辩证法“一阴
一阳谓之道”，即宇宙万物都存在着阴阳这种基本矛盾，既
对立又统一，互生互换;二是周期性的演进观“盛衰周期律”，
即天下同归而殊图，一致而百虑。尤其精彩的，是《易经》
这种思想对事物发展转化以及革故鼎新充满辩证法的论断和
提示，千载以下，仍然对今人有亘古常新的深刻启发。

《易经》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一些“阴阳卦画”奇怪而复
杂，晦涩难懂的古文仿佛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易经》离我
们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打着《易经》的烙印。

学易经的心得体会篇三

易经，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熟悉到从小挺起，陌生到
对其一点也不了解。现在，借着团校视频授课，有机会看了
曾仕强的《易经的奥秘》，突然发现一些最基本的存在于我
们身边的事事物物都与易经相关，而现在科技的.发达也归于
易经，真得感觉很惊讶。

一阴一阳，亦阳亦阴，阳中含有阴，阴中亦含有阳，看着自
己的手就想到了他的阴阳说，有时想想也不无道理，阴不能
缺少阳，而阳亦不能缺少阴存在，就像大拇指与四个手指一
样，一奇一偶，一阳一阴，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起到的作用非
同小可，人生来其实就已经于已经相关。

听着他的阴阳说，感触很深，手指的活动也不自觉的多了起
来，感觉到了手上的神经均与大脑相连，这让我想到了小时
候父亲让我多活动手指，当初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让我



的手指活动起来，因此有空没空就帮妈妈做做家务。现在了
解了，原来他是想让我的大脑发育起来。想着老一辈人都有
这种思想，他们没有读过书，更何况读易经，却知道的比我
们读书人还多，我们还得借着他人的讲解才能理会到，不知
道是他们的经验还是祖父辈人的潜移默化。不过这确实管用，
手指经常活动，发现自己灵活了很多。

看着曾仕强的讲解，听着他的解读，理解了很多小时候父辈
人的教育，因此现在要多活动活动，特别是手指活动，虽然
大脑已发育的差不多，但相信还是会有助于大脑灵活。

学易经的心得体会篇四

《易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万经之首，
《易经》读后感。它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许多人都对其充满
了好奇心。种种感情，我阅读了。

其实，我并非直接阅读的《易经》，我文言文水平较差，我
阅读的是曾仕强教授对《易经》的解析，间接阅读了《易
经》。曾仕强教授是台湾的著名学者，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学
者。感触颇多，其中《胡雪岩的启示》尤甚。

这次阅读曾教授的解析，认为观点都比较符合自然辩证法的!
现在，许多人对易经有不少误解，当然，更多的人是对易经
不了解，尽管他们血液中有着易经的基因!

《易经》告诉人们，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定位是不同的，
而又是承前启后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因而又是不能超越的。
人生的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我们还必须得按部就班。地一步
一个脚印地从头走起，该受的苦你必须要受，该喝的蜜你必
须要喝，不可越雷池一步。

书中提到，全世界中国人的脑筋最好，最活，因为中国人最
懂得变通其实，自然辩证法很大程度上也在讲变通。好中有



坏，坏中有好，不好不坏，不坏不好，由坏变好，由好变坏，
反反复复，无穷尽也。

都说是外国人提出的自然辩证法，其实不是的，也有人觉得
是近代我们中国处处落后，又不求进取造成的这种想法。其
实，《易经》它包含了全世界最好的辩证法，而且它的提出
比外国早了好几千年，并且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易经不
光是辩证法，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全世界
最大的系统，比当今的网络系统还要大，网络的发明归根到
底也是与《易经》有关系的。

《易经》中有的道理是深刻的，亘古不变的。易经说宇宙万
物归根到底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阴，阳。仔细想想，它的
高明简直超出人类智慧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接
近的证明这一点，从我们知道原子是可分的.开始，就已经往
这个方向迈步了。因为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是物理不可分的，
分到最后是什么呢?就是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生
万物!

什么叫知识?知识是会被时间否定的东西。

什么叫智慧?智慧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

外国人做的东西，从本质上说他们追求的是知识，所以，他
们有那么多的专利知识产权。

我们的祖先，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他们追求
的是智慧，从本质上说，我们的祖先重视的智慧，他们不怎
么重视知识。最开始说的读书，实际上指的是明理，读书读
的是道理，道理是与智慧相关的东西。然而现在，读书是去
学知识，学一些谁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对不对的东西，尤其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读书早已经不再是它最初的含义了。这
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外国人提自
然辩证法，其实在科学面前他们欠缺让自然引导他们的科学，
我们讲师法自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知识扩展：《易经》读书笔记

《易经》也称《周易》或《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
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对
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姬
昌)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而来(同时
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
“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
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
“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
《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一词包含两种意思：

1、即《周易》。原名《易》。汉儒将《周易》(包括经、传)
列为六经之一，故称《易经》。

2、指《周易》中相对《传》而言的经文部分。

易经成书年代及作者迄今仍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
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
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传解经。

易经八卦发明创始人——伏羲氏

易经，是儒家四书六经之一。据文献记载：相传秦始皇焚书
坑儒之时，李斯将《周易》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
之后各个朝代都有人研究《周易》，包括汉代的京房、郑玄，
魏晋时代的王弼，唐代的陆德明、李鼎祚、孔颖达，宋代的
邵雍、程颐、朱熹等等，八卦和五行说不同。



易经：一是时间上最为古老，二是内容里涵盖了天道、人道、
地道，要在天地之间让人类安身立命。它的方法是设卦观象，
以符号代表自然界的现象，再借符号的组合与移动，描绘自
然界千变万化的奥妙情境，由之展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与因
应之道。

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层意思。

学易经的心得体会篇五

广义的《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分为《上
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由于《易经》成书很早，
大约在西周时期，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
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撰写了
《十翼》，又称为《易传》，以解读《易经》。

普遍认为《易经》最初是占卜用的书，但它的影响遍及中国
的哲学、宗教、医学、天文、算术、文学、音乐、艺术、军
事和武术。自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亦被介绍到西方。

我们知道易经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六十四卦的卦辞跟爻辞，
所谓算命其实是易经将世间所有情况统一归纳到六十四卦中
去，每一卦为一个情景，然后对号入座，将你对应到某一卦
中，再去详细分析该卦的卦辞。这里先强调一下，六十四卦
中除了谦卦之外，其他六十三卦都有阴阳两面，也就是无所
谓好无所谓坏，因为物极必反，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定。
先看一下六十四卦的由来，古云，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
两仪生四象(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象生八卦(天，风，
火，泽，地，雷，水，山)，八卦再演绎成六十四卦，其实就
相当于数学中的排列组合，分析每一个卦都应该将它分为上
卦跟下卦两部分来看，例如乾卦，上下皆为天，为纯阳之卦，
坤卦则为纯阴，但谦卦却是上卦为地，下卦为山，这就要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想象一下为什么了，可以任意发挥，
但是要能自圆其说，所以说为什么找不同的人算命算出来可



能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可能算命先生会根据你的表述来判
别，然后强硬地塞入卦辞里面，以示这是古人说的，来增强
说服力。很多卦其实都很有哲理，例如坤卦，未济卦，既济
卦，咸卦，丰卦等等，这里就不再列举了。一阴一阳，亦阳
亦阴，阳中含有阴，阴中亦含有阳，看着自己的手就想到了
阴阳说，有时想想也不无道理，阴不能缺少阳，而阳亦不能
缺少阴存在，就像大拇指与四个手指一样，一奇一偶，一阳
一阴，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人生来其实
就已经于已经相关。从《易经》里，我也学会了顺其自然，
顺势而为，顺应规律，一切不需要强求，也不必着急。该来
的必然要来，该去的终究要去。比如生命，比如四季。斗转
星移，周而复始，交替而已，变化而已，轮回而已，用一个
字来总结，就是——易。

知“易”不易，知易行难。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众生之间，
我们每个人既自身渺小又汇入茫茫，既生命有限又思绪无涯，
如何把“易”中的道理融入生命的过程，真是一个需要代代
人研究并传承的课题啊。

今天春日融融。当春风轻轻吹拂着我的心，《易经》的真谛
似乎就融化在我的胸怀里。眼望遥远的天边，在静静的冥想
中，仿佛我已经化身为白云，飘在无界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