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菲的世界文章大意 苏菲的世界读后
感(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苏菲的世界文章大意篇一

《苏菲的世界》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哲学书。它巧妙地把
哲学的内容和苏菲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在这本哲学书中，
《苏菲的世界》是艾勃特（席德的父亲）写给席德的一本哲
学教育书，是送给席德十五岁生日的礼物。而乔斯坦·贾德
成功的描绘了一个“书中书”的世界，令人大开眼界。

一切故事从苏菲的哲学课说起，一切故事以苏菲和他的哲学
老师艾伯特跑出书中结束。苏菲的哲学课太漫长，太诡异、
离奇。这本书的结局实在是一个神秘的结局（这只是关于苏
菲的故事）。而书中的知识也是很广泛的，包括哲学、宗教、
历史、科学，以及许多个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研究、思想。
另外，我也学到了哲学家研究问题的态度：一丝不苟，认真
钻研。

书中的哲学问题实在令人难懂，不过关于哲学这门课程，事
实上是很有趣的，里面包括的内容也很广泛，而关于哲学中
有些难懂的思想也被讲的很生动，用一个个例子说明的通俗
易懂，这实在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课本。在生活中，很少有人
提出这些问题，尽管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思考，
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的失去了好奇心，而把这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包括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当
做理所当然。也许，哲学家便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孩，
或是婴儿，而他们在探索者这个世界上所有未知的奥秘以及
被我们当做理所当然的事物。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自



己没有看见过的事物，便是不存在的，显然我们已经太习惯
这个世界，习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事实上，我们并不
能说，那些我们没有看过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就像我们没有
见过白色的乌鸦，就说他们不存在，这是不合理的。或许我
们应该用一个婴儿的眼光来看世界，也许这样才能更深度的
了解这个世界。习惯并不是太好的。

苏菲的世界文章大意篇二

看过《苏菲的世界》的朋友一定会这样认为：它是一本简单
而又深奥的小说。它曾经一度地使我拿起，一度地使我放下，
它一会使我兴趣十足，一会又使我失去耐心，我便在这矛盾
中断断续续地读完了整本书。

14岁少女苏菲收到的陌生来信带她走进了一个她几乎从未接
触过的世界，引导她的思维走进了人类更深、更本质的思考。

这本书从哲学的角度向人们解释了世界和大自然等的形成与
发展，告诉人们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本
来我认为哲学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苏菲的世界》一书却
截然不同。它向读者讲述哲学的同时，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语
言描绘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使读者阅读时产生一种像读
侦探小说般的心情。文中的苏菲她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这致使她走上了通往解开世界谜团和哲学的大门。并
且，苏菲她还具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这一点是十
分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有有了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
我们才有机会去做好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苏菲的世界内容阅读心得范文五篇

苏菲的世界文章大意篇三

至少它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好奇心"这三个字让我想到了我
一岁半的侄子。我总是喜欢带他出去走走，因为他对整个世



界充满了好奇。哪怕是他看到的一只小动物、一块广告牌、
一扇铁门、一把锁、一株小草、一棵树……他都会兴奋不已。
我也总会被他的欣喜感染，我因为他快乐而感到快乐。可是
作为成年人的我，怎么可能对一块广告牌或是一棵小草感兴
趣。真的没有成年人会关注广告牌吗?如果他是广告牌设计者
呢?突然我想起，我曾经为看到的一株野草拍过照，写过诗。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只是被岁月的打磨让我们渐退棱角。
读《苏菲的世界》，我好奇作者乔斯坦·贾德，他是怎样一
个人，能把高深的哲学知识，写得如此生动，满是悬疑，引
人致胜。我好奇他出身的国度挪威。我好奇苏格拉底、耶稣、
哥白尼之死。我好奇弗洛伊德写的《梦的解析》。于是我上
网查了很多资料，下了一些书，还做了许多读书笔记，也写
了一些心得。工作量比较多，但我乐此不疲。因为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

《让思维真正产生》著名特级教师__曾为我们做了这个讲座。
他说为什么长方体的体积公式是长乘宽乘高。他花了很多时
间和精力来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学生可
以理解的的剖析方式上了这一课。毋庸置疑_老师是一位有思
想的老师，我相信在他的引导下定能带出一批有思想的学生。
但事后，我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这
样评价，长方体的体积公式，是前人的论证的定理，完全可
以拿来就用，为什么非要溯源、解剖，大费周章?当时，我也
觉得女老师的话似乎有道理。可是读完《苏菲的世界》后，
我在想如果所有人都拿来就用，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了。从
远古时代到现代文明，这之中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谁推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车轮?是那些不安于呆在兔皮深处
过安逸生活的人，他们奋力的顺着兔毛向上爬，爬到兔毛顶
端，试图看清这个世界。他们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巨人，让
后来人踩着他们的肩膀一步步前进。

可能爬到金字塔顶端的人毕竟是少数。像我们这些普通的大
众又该如何改变世界?也许我们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们依
然有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不管我们在什么岗



位，我们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持思考，不再沉沦!

苏菲的世界文章大意篇四

这本书的结构真的非常妙，大局观表现得淋漓尽致！先用苏
菲和艾伯特的故事以及莫名其妙的席德生日明信片制造悬疑，
引人入胜，使读者自动代入苏菲的角色接受哲学课程，完全
不像纯粹的哲学课本让人昏昏欲睡。而随着席德生日的临近，
谜团渐渐浮出水面（为了不剧透，以免影响其他读者阅读，
具体内容不提），正好完美地表达了前面所有章节都谈论到
的某个哲学问题。

以前对哲学有一些偏见，总觉得哲学是类似神学或者研究一
些永远没有答案问题的学说，后来了解了辩证法，看法有了
一些改观，但还是难以理解。有认识的哲学系的同学，会很
好奇他们都学些什么，作业和考试是什么样儿的，今后做什
么工作等等。看完这本书发现，哲学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层面
的学说，它和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哲学家大多
数也是科学家，他们也会通过实验来验证他们提出的理论，
甚至可以说很多科学理论都是哲学家在解决哲学问题的过程
中发现总结出来的。

我们从出生就被教授许许多多的知识和所谓正确或者说主流
的世界观，当我们看待某些事物时会产生一些“理所当然”
的看法，而且大多数人都会持这种看法，这就是大家从小被
授予相同世界观的结果。然而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从来没有想
过我们这些所谓正确的世界观是从何而来的，甚至在阅读这
本书的开始阶段，读到一些可能被现在世界摈弃的哲学思想
时，不由自主地鄙视并否定它们，但越往后读，我发现有一
些思想超出了我现有知识水平的判断能力之外了，这时我才
发现我的倾向性变得很弱，再也不能那么毫不犹豫地否定或
者肯定什么了，我需要利用我现有的能够被证实的思想观念
来推理这个新出现的思想是否在合理的框架内，进而决定自
己是否接受它，这可能就是主流世界观形成的大致过程吧，



被大多数人或者能引领世界的少数人认同的思想便被写进教
科书。但是，后来黑格尔出现了，他明确地告诉了我历史的
发展规则——辩证法。辩证法又告诉我，我们现在认为理所
当然的事物可能会在若干年后会变得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
也不知道哪些东西是绝对正确的，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永恒
正确的观念，因为它们跟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可能类似于
边界条件对结果的影响吧。

苏菲的世界文章大意篇五

放假在家，随手在书架上取来一本书，坐在窗边，品一口茗
茶，偷得半日闲。这是一本出版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当初
是以一本休闲小说购买的，读后才知道这是一本哲学启蒙书，
她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向我们读者展示了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
历程。一直以为哲学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苏菲的世界》
一书却截然不同。《苏菲的日记》和其他厚重的令人伤脑筋
的哲学书不同，读它更像是读一本侦探小说，让人不自觉地
跟着苏菲去思考，去探讨一个个哲学问题，去拜访一位位哲
学家，了解他们，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本书的内容广，但并
不紊乱，书中内容分成许多章节，每节题目都点出了该章节
内容的中心，或深藏或巧露;而每一节内容都会阐述几个问题。
这样的分节使人读后更容易消化，也更容易理解。它在向读
者讲述哲学的同时，运用了生动的语言来描绘了一个耐人寻
味的故事，使读者阅读时产生一种追逐和渴望知道答案，了
解哲学的心情。

故事是由一个快满15岁的小女孩苏菲接二连三收到一些怪信
件拉开序幕，“你是谁?”、“世界从哪里来?”这些看似很
普通的问题却蕴涵着很多需要深入思考的概念，苏菲在彷徨
中开始思索，并在她的私人哲学老师艾伯特的引导下进入西
方哲学领域。苏菲穿越时空，从哲学的摇篮雅典出发，对苏
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有了初步了解;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包括达芬奇的绘画、莎士比亚的戏
剧、古登堡的印刷机……涉及艺术、科学、建筑、数学等许



多方面。和已成为历史的那些有着精辟的思想的大人物进行
了一次心灵的谈话，目睹了历史又一次严肃的重演。看这样
一部作品，等于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苏菲的所到之处，处
处凝结着文明的精华，弥散着哲学的气息。至于近现代，艾
伯特的“哲学函授课”包含了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乃至
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看这样一部作品，让我看到了全人类
的文明。在苏菲的所到之处，到处都凝结着文明的精华。感
受最深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他的高明之
处在于人能够在谈话中揭露人思想上的弱点，使其领悟哲学
的真理。然而在公元前399年，他却由于过于直言，被他曾指
责过的上层人士送上法庭，以其“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
人”而被处以死刑。本可以恳求陪审团手下留情免于一死，
但苏格拉底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即使到了生命的结束也
要坚持真理。他重视良心与真理，敢于为了真理而战，为了
真理而牺牲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看过之后，我已经不
仅仅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震撼。看这样一
部作品，等于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苏菲的所到之处，处处
凝结着文明的精华，弥散着哲学的气息。在这样一本小说里，
包括了整部西方哲学史，本身就极具魅力。一直觉得哲学是
一门虚幻而不切实际的学问，生涩难懂，但其实一直是我不
了解哲学。这本小说系统地涵盖了各种哲学思潮。随着小说
人物在书中不停的追逐和寻求剧中谜团的解答，越来越深入
的使我了解到以前不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史。

一直以为哲学是一门不切实际的学问，让人敬而远之。可是
当我读完全书后才发现哲学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
“关于天底下每个人都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学科”。哲学所要
解决的都是还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问题——诸如善与恶、
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我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因
为它没有什么精确的公式来计算、来衡量。哲学是对未知事
物或不确切认识的事物的假设性解释，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
锋。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
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
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心里面想的还



有很多，但不知道怎么来更加明白的表达。也许只有我们自
己亲身读了此书后才能和我一样感受到《苏菲的世界》带给
我们的震撼!

最新苏菲的世界阅读心得范文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