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论语心得有感(实用8篇)
工作心得可以促使我们思考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经过本次培训，我深刻认识到
学习的重要性和自身潜力的无限。培训老师的专业知识和亲
身经历给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会积极应用到工作中，为
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一

在20xx年寒假中，我读了【论语】这本书。其中有几篇我深
有感触：

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至远方来，不亦
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思是：孔子
说：“学习知识的同时又时常去复习，不是很快乐吗？有志
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是让人高兴吗？别人不了解我而
我不去怨恨，不也是一个君子吗？”。“学习”对每个人来
说都是最重要的；“学习”不只限于书本，更重要的是学习
做人做事，孔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学习
中的“实践”，就是把所学的东西反复实践才能真正掌握，
并体会到其中的喜悦。因为好学者的心胸是敞开的，愿意与
志同道合的人切磋，既然远方有人来讲道论学，近处的人也
向自己请教，这不正是学有所成的快乐吗？再者，当他人不
了解自己时，也不去怨恨他人，这是君子的涵养。

峻、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一爱一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孔子说：“年轻
人在家就要孝敬父母，在外就要尊敬师长，做事情要谨慎，
说话要诚实，要一爱一护众人，与有仁德的人亲近。如果之
后还有一精一力，就去学文化知识”。古代对少年儿童的基
本要求正是孔子所说的这段话。在我国古代，书本知识似乎
不是教育少年儿童的基本内容，而主要是把少年儿童培养成



孝敬父母、谦逊待人、讲究信用、一团一结他人而又向往高
尚品德的人。今天与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同了，书本知识的学
习成为少年儿童学习的主要内容，一个人如果不把一精一力
放在学习知识上，就很难胜任以后的工作。学习做人的品质
与学习书本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今天的教育要求更
加全面，学生要在德、智、体、美、劳这几个方面发展。古
今社会的发展给了教育更高的要求。

玖了【论语】这本书，我知道了许多知识，懂得了孝敬父母、
为人处事，这本书真的很好，建议大家来读【论语】吧！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二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句话是于丹《论语心得》对《论语》的。那么要过上幸福
快乐的生活就要有一个好心态，不然，尽管你富有，你也不
会快乐。这是我读了《论语心得》后的`最大收获。

生活中，总是会出现许多不尽人意使的事，可用不同的心态
去对待可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这一点，从《论语心得》
中的例子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对比就可以体现出来。

于丹《论语》心得中举例说“一个外国足球明星，小时候他
妈妈去医院拔牙，因为心脏病突发，死在了拔牙椅上。这一
切，儿子都看在眼里。小男孩长大后，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足
球明星，只是，妈妈死在拔牙椅上的阴影在他心中始终挥之
不去。他不敢去看牙医，牙痛时自己默默忍受。但俗话
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有一天，他终于忍受
不住牙疼了，它把牙疼的事告诉了家人。家人对他说：“那
快点把那颗牙拔掉啊，总疼也不是事啊！”可他却说：“我
妈妈死在了拔牙椅上，我会不会也和她一样。”家人安慰他
说：“不必担心，我们把牙医请到家里来，我们在一旁陪着
你。”尽管他很不情愿，但还是勉强答应了。当那个牙医到
他家准备拔牙工具时，那个足球明星已经死了。”牙疼，本



是一个人人都会有的小病，可他却用对拔牙的恐惧心理，杀
了自己。我爷爷年底查出被人们称为不治之症的胃癌。爸爸
妈妈一开始瞒着爷爷，怕影响爷爷情绪，可爷爷却心知肚明，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并很快做了手术，还在3月开始化疗。在
第三阶段化疗中，由于药物的作用使爷爷变的满头白发。每
天早上起床枕头上满是掉落的白发。一天，爷爷去医院抽血
化验，身体虚弱，本应好好休息，可爷爷却依旧顶着烈日去
学校接我妹妹，爷爷回到家，只见头上大汗淋漓，面无血色，
竟险些晕倒。家人都劝告爷爷：“化疗不行就做到这，不往
下做了。”可爷爷选择了坚持，最后爷爷圆满完成了常人不
可完成的化疗。不仅如此，爷爷还天天坚持早锻炼，一个星
期还到郊外钓一次鱼，再加上奶奶的精心调养，爷爷的身体
越来越硬朗。是好的心情好的心态让爷爷战胜病魔，成为一
个健康的人。

从足球明星和我爷爷的事对比不难看出，心态的好坏决定事
的成败。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三

《论语》的真谛，就是让所有人明白，怎样才能得到我们心
灵深处所需要的那种欢乐的生活。

几棵挺立在岩石缝间的古树千年不倒，即使经历了暴风骤雨;
几座绵延的大山不断延伸，即使脚下的激流不停地拍打;几座
散落在山间的小屋在等待，即使已被高大的岩石遮蔽。《论
语》正如它们，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信念的力量，
它从未被人们忘记过。

《论语》的精髓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到人们的
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让人们有着一种
无比强大的力量。从而使人们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
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每个人都期望过上幸福欢乐的生活，而幸福欢乐与贫富无关，
同内心相连。仅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迷惑，
才能始终坚持内心的那份恬淡与安宁。

如同教师这份职业一样，她选择了奉献，她会从学生们的点
滴提高，或是学生们每一天的问好中感到生活的完美。她用
心感受这一切，虽然每一天辛苦但内心舒畅，同学们也会对
她多一份敬畏。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教师只用眼睛去看
待身边的一切，只会看86.到自我的付出，会有很多怨言，甚
至会影响到同学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从而使同学们失去学习
的兴趣。由此看出，心灵的感受是何等的重要啊!

拿起这本书，重新领悟古老理论的精华，心中产生了很多共
鸣：把握自我，不为外界事物所迷惑;忠孝礼仪是基础;安贫
乐道，淡泊名利;爱人犹如爱己，敬人犹如敬己。

《论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思想的境
界。它仿佛是一面镜子，时时刻刻映照出我们自我的所作所
为。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四

既然我们可以有这么多朋友，那么朋友有没有种类之分呢?孔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可视为开
放与包容，“同”可视为封闭与单一。从人际交往来
说，“和”指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同”是指只与气息相
投的人交朋友。不同类型指得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朋友”这
个词事实上很难定义，在很多场合，“朋友”只是“有用的
熟人”的代名词。勉强加以分类，可以以一个个体为中心，
从他的主观角度出发，以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或情感认同性目
的各自所占比例为尺度，画圈。

围绕个体最紧的是主要以纯粹价值认同为纽带的朋友，越外
围的朋友，工具性越重。当然，所谓工具性和认同性只是为



了划分方便，在实际中，两者搀杂在一起，很难一刀切。不
过，也会有极端情况，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毫无感情可言，
与他相交只剩利用价值了，我想我们即使称之为朋友，其内
涵也变味儿了。这还仅仅是主观的划分，客观的现实生活常
常让我们与工具性朋友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认同性朋友可
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两个人的心还是相通的，客观不
能，主观也无须见面。

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
划分仍不严密，只考虑了常态、共时的情况。在人生的各个
阶段，我们都会结 交上述两种朋友。有的朋友相伴一生，有
的朋友只解燃眉之急，有的朋友只在人生旅途中同路一段。
最值得珍惜的是老朋友，最难忘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
的，又不能永远在一起的朋友。这虽然是人生憾事，话又说
回来，我们也不必刻意去保持联系。因为情感的相投、价值
的认同往往只在某一情境、某一机缘下才产生。

执着地追求全面的了解可能会使刹那的美感烟消云散。所谓
距离产生美，我和他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一种和谐，该
散就散，回忆有时更加美好。所以子曰：“可与共学，未可
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欣赏他人异于己的地方，那和他们
交朋友也不是件困难的事。这一点与认同感并不矛盾。接受
甚至欣赏异己，便意味着从反面认同了对方的“异”，
从“异”中求得了“同”，达到“和合”的境界。这或许就
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基础。如果说俞伯牙之于
钟子期是一种同质的认同，那么庄子之于惠施就是一种异质
的认同。好比矛盾的双方，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失去
存在的价值。

世界上的真理永远是最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只是
它把你内心深处的良知给激活了。两千5百多年前，孔子教学
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段段记录下来。这些以课



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编纂，后来记成了《论语》。
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
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1则语录都很
简短。其实，无言也是1种教育。我们都说孔子是圣人，圣人
就是在他生活的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具人格魅力的人。
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1种在大地上生存的信念，他这样的人1
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而不是从天而
降的。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系崇尚的是1种庄严、理性和敦
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1种审美理想的
化身。

在孔夫子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饱和力量。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1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强大。
这是1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
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
而他的内心却10分庄严。因为其中有1种力量——信念的力量。
孔夫子是1个特别讲信念的人。宋代开国宰相赵普也曾经说过
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
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与
敬仰。子曰：“天何言哉?4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
苍天在上，静穆无言，而4季在轮转，万物滋生，天而要说话
吗?”《论语》的终极传递就是1种态度，是1种朴素的、温暖
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大家知道，
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
有1个字就是“仁”。孔子的学生樊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叫
仁?孔子只回答他两个字：“爱人”。爱别人就叫仁。樊迟又
问什么叫智?孔子说：“知人”。了解别人，就是智。关爱别
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就是这么简单。《论语》
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
种快乐生活。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五

总以为孔子是离自己很遥远的古代圣贤，《论语》是学术家
们才研究的历史遗产，从没有想到它会如此亲近地来到我们
身边，读了于丹老师所写的《论语心得》，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孔子这位圣人的朴素、平和、平易近人，以及他时时传递
出的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

初读了《论语心得》时，心中生出一些困惑，因为书中所说
的安贫乐道，现在看来颇有些让人不思进取的味道，细细读
来，慢慢明白其中的深意。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每个
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
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高官厚职的，生活得不
一定快乐。竞争越是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调整与他人
的关系，倡导良性竞争而非恶性竞争。毕竟，这不是一个人
的世界，不管多聪明、多能干的人，缺少他人提供的帮助，
成功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是一叶“舟”，而众人才是既
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

于丹教授分析的《论语—心灵之道》，读过之后，让我懂得
了许多道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
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
情的态度。”同样一件事情，看待的角度不同，心态会不同，
心情也会不同。就像平时开车，同样是红灯前的第一辆车，
有的人会想：真倒霉，别人都能赶在红灯前过，怎么偏偏我
过不去，心情就会变得很糟糕；而有的人会想：我真幸运，
下次变绿灯时，我能第一个通过，心态就会很平和。《论语
心得》告诉我们，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
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要尽可
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用积极的心理
暗示调整自己。

感触较深的还有于丹教授讲的《论语—交友之道》。朋友有
好坏之分，良朋益友可以带来很多帮助，恶朋佞友却会带来



许多麻烦，甚至引你走上邪路。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什
么样的朋友是不好的朋友？书中说到的“益者三友”和“损
者三友”，细细想来，颇耐人寻味。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很
多的朋友，特别是那些身世显赫，家境优越的人，周围更是
不乏与其称兄道弟的人，但是，当他们失去了这些优越的条
件，或是当他们身处困境时，又会有多少真正站在他们身边，
肯为其两肋插刀的人？怎样才能交上好的朋友呢？《论语》
也给出了答案。要想交到好朋友，一要有仁爱之心，二要有
辨别能力，都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有了一个好的朋友，
人生便开启了一段美好的生活。

人活一世，草活一秋，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过一生，
这是每个人心中的梦。相信我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人、认认真
真地工作、以诚相待地交友；学会放弃、学会舍得、学会宽
容、学会立志，就会让自己的心灵变得完美、强大，就会享
受到生活的美满与幸福！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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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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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想言论不必须与我
们今日所处的时代相吻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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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十分必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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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能够说是尽到孝
了。”那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一
样。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
抢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
母都期望子女比自我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
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供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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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齐，那么其中必定有能够当教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我的人请教为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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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要接触的
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必须的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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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班团体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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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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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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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齐，那么其中必定有能够当教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我的人请教而羞耻。我们要
虚心学习!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七

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切事
情的根基,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修身可理解为外在能力完善,
并懂得变通,与时俱进,而内在心灵则完满,富足,待自内心修
为提升,自身能力提高才能更好地去为人处事.

在开篇的"天地人之道"里作者首先提到的就是人.相之于天地
的永恒,人的生命是何其短暂,孔老夫子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
不断地教诲我们,怎样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变得更有质量,总体
概括为:精神富足,心理安康,生活态度积极,和亲人朋友,同事
和睦相处,爱岗敬业,安于本职,献于社会,多方面又十分精辟
的道理,乃至读完,行人处事的一切尺度,豁然于眼前:

处世:"以真报怨,以德报德,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因为内心的坦荡,自信,泰然而自内向外油然而生的从容,宽



容.但这种宽容变有尺度,并非毫无原则的谦让,宽恕,而是以
真报怨,以德报德.其实面对自己过往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
当时有过许许多多的情绪,可是走过来回头再看的时候觉得其
实也没什么,不管是帮助爱护自己的,还是曾经嘲弄甚至伤害
过自己的,都不过是人生的一种经历而已,处世为人,除了要感
谢帮助爱护自己的人,同样也要感谢那些嘲讽甚至伤害过自己
的人,因为只有他们的嘲讽才更让人感觉至深,才更人觉醒与
自强.

交友:"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是对我们的忠实劝告,
并提醒我们广交益友,不交损友,在与人相处的分寸把握上应"
君子之交淡如水".慢慢品味才深深的感悟什么才是"淡如水",
水的纯净与清彻.

对待事业:"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是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
魅力的人,并且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不是语言的力
量.

通篇读完综合发现,书中频频出现的一些词语定,坦荡,温暖,
从容,朴素,和谐~~其实,这些就是本书所要告知我们的为人处
世的真谛.夜以继日里,我终于读完了它,合上书的刹那,我深
切感受到自己找到了一把打开心灵枷锁的钥匙.这些枷锁是虚
妄之想的枷锁,庸人自扰的枷锁,面对不顺,不公,不义,不礼而
只知一味或愤慨,或忧郁,或礼貌,或怒目相向,亦或消极避之
的枷锁.

平时,总喜欢看一些纯文类的书籍,目的也是想净化自己的心
灵,荡涤内心的浮躁,处世,为人,行事,以及生活中的凡此种种,
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份空间与遐想的余地.但这种借之外力的注
意力转移较之于自内而外的因"三省吾身"而泰然自若的从容
实则"其远差矣."



读论语心得有感篇八

总以为孔子是离自己很遥远的古代圣贤，《论语》是学术家
们才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没有想到它会如此亲近地来到
我们身边，读了于丹老师所写的《论语心得》，我深深地感
受到了孔子这位圣人的朴素、平和、平易近人，以及他时时
传递出的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

初读《论语心得》时，心中生出一些困惑，因为书中所说的
安贫乐道，现在看来颇有些让人不思进取的味道，细细读来，
慢慢明白其中的深意。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每个人都
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
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高官厚职的，生活得不一定
快乐。竞争越是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调整与他人的关
系，倡导良性竞争而非恶性竞争。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世
界，不管多聪明、多能干的人，缺少他人提供的帮助，成功
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是一叶“舟”，而众人才是既能
载“舟”亦能覆“舟”的水！

于丹教授分析的《论语—心灵之道》，读过之后，让我懂得
了许多道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
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
情的态度。”同样一件事情，看待的角度不同，心态会不同，
心情也会不同。就像平时开车，同样是红灯前的第一辆车，
有的人会想：真倒霉，别人都能赶在红灯前过，怎么偏偏我
过不去，心情就会变得很糟糕；而有的人会想：我真幸运，
下次变绿灯时，我能第一个通过，心态就会很平和。《论语
心得》告诉我们，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
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要尽可
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用积极的心理
暗示调整自己。

感触较深的还有于丹教授讲的《论语—交友之道》。朋友有
好坏之分，良朋益友可以带来很多帮助，恶朋佞友却会带来



许多麻烦，甚至引你走上邪路。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什
么样的朋友是不好的朋友？书中说到的“益者三友”和“损
者三友”，细细想来，颇耐人寻味。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很
多的朋友，特别是那些身世显赫，家境优越的人，周围更是
不乏与其称兄道弟的人，但是，当他们失去了这些优越的条
件，或是当他们身处困境时，又会有多少真正站在他们身边，
肯为其两肋插刀的人？怎样才能交上好的朋友呢？《论语》
也给出了答案。要想交到好朋友，一要有仁爱之心，二要有
辨别能力，都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有了一个好的朋友，
人生便开启了一段美好的生活。

人活一世，草活一秋，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过一生，
这是每个人心中的梦。相信我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人、认认真
真地工作、以诚相待地交友；学会放弃、学会舍得、学会宽
容、学会立志，就会让自己的心灵变得完美、强大，就会享
受到生活的美满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