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年人处世之道心得体会 论语处世
之道心得体会(精选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
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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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处世之道心得体会篇一

孔子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几个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
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人生的坐标，人生的规划。在这
个人生坐标上有几个事情被孔子特别的强调了出来。

"十五而志于学。"这是说十五岁应该立志学习了。这是他自
己的一个起点。但今天看来，十五岁才开始学，实在是太晚
了。通常在我们五，六岁时，就已经进入学校了。但是我们
学得怎样呢?孔子给自己，也给他的学生一个要求："学以致
用。"这个标准我看后非常惭愧。因为我已经过了十五岁，而
且已经学了十一年了。但学到的可以至用的东西实在是太少
了。这似乎与现在的教育制度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我并不
知道现在的教育制度改革的怎么样了，但我知道我离"向学能
为己之学，学以致用。"还差得很远很远。"三十而立。"立的
是自己的自信。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曾提出"正，反，和"的
观点。他认为我们在童年时，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
都是美好的。一切事物都是光明的。到了少年时，我们会出
现逆反心理，觉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和黑暗，一切事物
都是丑陋的。而到了三十岁时，我们就应该到了"和"的阶段。
我们应该建立心灵的自信。"四十而不惑。""不惑"即是在面
对多种选择时，应该建立自己的位置，面对太多的选择时能
敢于舍弃，使心灵变得淡定而从容。孔子对"五十而知天
命。"的解释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



天乎。"意思是我要学习上达，让自己合乎大道。就是说当我
们到了五十岁时，内心要有一种定力去对抗外界。"六十而耳
顺。"之中"耳顺"的'意思是听别人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这
并不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而是因为内心有定力，所以可以
理解各个年龄段的人说出的话。这样即是给了别人最大的理
解和包容。所以，北师大的于丹教授说："耳顺就是悲天悯人，
就是理解与包容。"而人到了七十岁，才能做到"从心所欲，
不逾矩。"即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

以上就是孔子的人生坐标了。也就是孔子教导大家的人生坐
标。于丹教授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
是绝对的。其实人是有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的。
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提前感悟到
四五十岁的境界。是的，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能
方便的得到大量信息，这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生命的效率。而
且，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都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
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做一个有君子仁
爱情怀，能符合社会道义标准的人。让我们不论是对自己的
心还是对社会的岗位，都能作出一种无愧的交待。让我们提
前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论语》的精华，即是人
生之道了。

老年人处世之道心得体会篇二

弟子问孔子说:"老师，以德抱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一
个人已经以德报怨了，那他还拿什么抱人家的恩德呢?当别人
对你好时，你该怎么办呢?"以德抱怨"不可取，但"以怨报怨"
也不可取，因为怨怨相报何时了?还是"以直抱怨，以德报
德!"如果有他人有负与你，对不起你了，用你的正直、耿介
对待这件事，但是要用你的恩德，你的慈悲、去回愦真正给
你恩德和慈悲的人。用你的公正、率直、耿介、磊落的人格
去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即不是德也不是怨。

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用在最



应该使用的地方。

当前人的心灵环境荒芜,自身生命能量浪费，物质繁荣了，但
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怎样才能避免心
灵资源浪费呢?就是面对一件事要迅速做出判断，选择最有价
值的方式。

宰我问孔子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特别仁义人掉入井中，你会跟着跳下
去吗?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
不可罔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也许不能避免许多伤害
了，可以被别人欺骗了,但自己的心不可迷惘，人不能被自己
欺骗了，不可冲动、莽撞行事，做出人生没有效率傻事。孔
子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把握尺度。

是因为"过犹不及"。你去工作,面对领导,要忠诚，要热爱领
导，这没有错;面对朋友要将心比心，甚至是两肋叉刀的，也
没有错;但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待朋友，要有分寸吗?子由曰：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就是说，你跟你的领导
关系过于密集，离你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与你的朋友
关系过于密集，就离你们俩疏远程度就不远了。

有一个哲学寓言叫"豪猪的哲学".说有一群身上带刺的豪猪,
大家挤住在一起过冬，它们一直有一个困惑，不知道大家在
一起保持怎样的距离最好，离得稍远一些，冬天冷，不能互
相取暖，离的.太近，彼此的刺又扎的慌，多少次磨合后找到
最合适、最恰如其分的距离，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保持
群体的温暖。

今天的社会，物质生活是越来约发达了，但人际关系却越来
越冷漠。

子贡问孔子说："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啊?"子曰:"忠告而善
道之，不可则止，务必辱焉。"朋友有不对之处就善意地告诉



他，如果不听就不要说了，否则就是自取其辱了。好朋友也
有度，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人一个未来。

现代人交往中有一种"非爱行为"，就是以爱名义对自己最亲
近的人进行非爱性的掠夺，这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
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之
间，以爱的名义进行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自己的意
愿去做。英国有一个心理学女博士说："世上的所有的爱是以
聚合为最终为目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
母对子女的爱。所以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越早让孩子作
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你的教育就越成功。
"明白距离和独立是一种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最亲近的人
中间也该保有。

《论语》中讲的仁爱之心到底是什么呢?是从一开始就本着平
等和理性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稍微留一点的分寸，保留一
点的余地，就像禅宗里所说一种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
月未圆"。也就是说花一旦全开，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
就要亏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园，就是你内心有所期待，朋
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海阔天空。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在什么
位置上，做好本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把你应该做
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这个社会不缺少锦上添花，缺少雪中
送炭。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我也，义之于比."
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
薄厚亲疏之分，只有一个标准在前，就是一个字义，按照你
的标准去做。

处世之道首要任务就是把握好一个度，否则"过犹不及"。为
人处世更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言谈举止要适度。



老年人处世之道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一个在职场上已经有几年经验的职场人，我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在职场中，不仅需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更需要一些
特定的管理处世之道。这些技能不仅与自己的事业发展息息
相关，还与自己的自我成长和身心健康密不可分。下面将结
合我自己的职场经历和实践，谈谈关于管理处世之道的一些
心得体会。

第一段：抱怨是行不通的

在职场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这时候，许多
人会选择抱怨和埋怨，寻求同情和共鸣。然而，这种做法是
行不通的。我曾经有一个同事，每天上班都是一副闷闷不乐
的样子，时不时会和我们抱怨公司的不好之处，甚至还会私
底下和客户吐槽同事的种种问题。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解决问
题，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消极的情绪中，产生疏远和抵触。

第二段：学会沟通

在职场中，沟通能力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无论是与同事、领
导、客户、合作伙伴打交道，都需要良好的沟通技巧。我曾
经因为语言表达不当，在和一个客户沟通时造成了一些曲解
和误会，最终导致合作失败。这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沟通的重
要性。在日常交流中，我们要学会倾听和尊重别人的意见，
同时也要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直接而不失礼貌。只有这样，
才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自己的口碑。

第三段：学会转型

在职场中，我们时常面临改变和转型的挑战。例如，公司的
业务方向发生调整，工作职责的改变，等等。这时，我们需
要学会灵活转型，适应变化。我曾经在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
作，由于公司的业务方向发生调整，我被调整到了营销部门。



起初，我感到非常不适应。但是，后来我决定把这当做一个
机会来学习新的技能，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领域，提高自己
的市场营销能力。通过这种努力，我逐渐成为了营销部门的
中坚力量，并且在日后的职场中也受益匪浅。

第四段：学会合作

在职场中，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事情都靠自己。这就需要我
们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一些任务和工作。在团队合作
中，我们需要保持协调和合作，需要勇于尝试各种解决方案，
需要避免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私。我曾经和一组同事一起参加
一个新项目的开发，在开发过程中，我和其中一个同事出现
了意见分歧，互相抨击和攻讦。这最终导致了项目进展的滞
缓和最终失败。这种失败经历让我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
性，只有通过良好的沟通和协作，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第五段：学会反思

在职场中，我们不断经历着失败和挫折，这时候，我们需要
学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自我反思和提高。在我刚进入
职场的时候，由于个人能力的不足，我经常遭遇工作中的挫
折和失败。但是，通过反思和总结，我逐渐清楚了自己的不
足和发展方向，分别通过学习、取经、培训等方式提高了自
己的能力和素质。通过这种不断反思和提高，我逐渐取得了
职场中的一席之地，也获得了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综上所述，管理处世之道不仅仅是职场人必备的重要技能，
也是一个人自我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掌握了这
些技能和心态，才能在职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迎接更加光明
的未来。

老年人处世之道心得体会篇四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



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
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
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四、孔子和
他的两个学生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
主要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
我想孔子应该有很多朋友。

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原壤夷俟。
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
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无所
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只是
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

孔子有没有纯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
没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
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
乎!”(宪问)退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
角色呢?有时，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我不由自主
地注意到了颜回和曾参。从前，我之所以读一本书是因为它
来到了我的手边，而书的主人又有耐心等待我一口气或分几
天读完它。后来，知道了有公共图书馆这等读书的好地方，
我也懒得去翻书目卡片，只是在开放阅览室书架上随手抓一
本我能读得进去的书。

再后来，通过网络，也约略知道近来新出的哪几本书是值得
一读的，可我也往往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偶尔在浏览的网
页上碰到一两本好书也都是大概的翻翻，很少有时间和心情
静下心来看，相逢或相违全凭运气。所以，我读《论语》也
只是因为选了《中西经典选读》这门课，于是从图书馆借了
这本书。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



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
雕也。三十而立……”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
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
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
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
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苏格拉底是被雅典_政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
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
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
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
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
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儒家思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
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的经书，是有必要一读的。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
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
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
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
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
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_或是抢劫，触
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
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
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
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
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
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
乎。”

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
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治
学是仁信的基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
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
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
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
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
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
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就
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上的
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

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
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
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
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
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
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
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
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
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老年人处世之道心得体会篇五

管理处世之道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话题，尤其在如今社会竞争
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对于一个人而言，
如何在管理和处世方面找到自己的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我深深认识到了管理
和处世方面的重要性，并从中收获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实践中的管理处世之道

在实践中，我学会了如何在管理和处世方面找到适合自己的
方式。首先，要善于沟通，和同事以及下属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在团队中，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个性和情况，要做到
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才能在管理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其次，要善于分析形势，及时做出决策。在工作时，要了解
市场环境和竞争状况，同时关注员工的反馈和工作成果。只
有了解形势，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最后，要注重团队协作，
建立一个团结协作的氛围。尊重每个成员的意见，在团队中
共同实现目标。

第三段：处世之道

除了管理方面，处世之道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处世之道的
核心在于诚实、宽容和包容。首先，要诚实待人，言行一致，
不欺骗和伤害他人。同时，要宽容待人，避免心态偏激，尊
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最后，要包容他人的缺点和错误，
不以己悲他。处世之道是一种修养和态度，只有保持心态平
和，才能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进而获得更多收益。

第四段：心态对管理和处世的影响

心态对于管理和处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可
以帮助我们处理工作中的压力，并激励我们进一步创造更好
的工作结果。相反，悲观消极的态度则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降低工作效率。因此，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始终保
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第五段：结尾



管理和处世是我们在职场中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通过
实践，我认识到了管理和处世之道对于我们在职场中取得成
功和发展至关重要。在工作中，我们要深入了解自己，找到
适合自己的管理和处世方式，并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
只有拥有良好的管理和处世之道，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变化，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铸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