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一

寒假前爸爸在网上帮我定了一本书，名叫《苏菲的世界》，
但是我一直没读，寒假到了，爸爸规定让我读一本书，我从
书架上找到了这本书，我觉得不读这本书，有点对不起它，
于是我就开始读这本书了。

《苏菲的世界》讲述的是14岁的少女苏菲遇到的一些极不寻
常的来信，世界像谜团一般在她眼前展开。在一位神秘导师
的指引下，苏菲开始思索，她运用少女天生的悟性与后天知
识，企图解开这些谜团。然而，事实真相远比她所想的更怪
异、更离奇。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看到了人类是如何进步的，
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

“你是谁？”“世界从哪来？”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
不仅困扰了苏菲，也困扰了我。之后作者化身为艾伯特，为
苏菲解答。那哲学是什么？什么人能成为哲学家？在此，做
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只有一个条
件：要有好奇心。当然小孩子最符合这个要求，我们经常可
以看到小孩子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他在书中的谜团是一环扣一环的，先是陌生人的来信，再是
一个叫席德的女孩，再是神秘小屋，就这样神神秘秘的，开
始还好，疑团是可以解开的，但是越到后面，我便越是一头
雾水。什么会有字的香蕉，在路上捡到钱，捡到明星片诸如
此类，只在电影中可以看到的情节，让我更加怀疑这是不是



一部悬疑小说。直至到《柏客莱》这一节，才开始揭秘。原
来苏菲是一位书中书的人物。

读苏菲的世界让我受益非浅。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二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哲学启蒙书，作者用轻快而又有点沉
重的手法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奇妙的哲学世界。

《苏菲的世界》讲的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女苏菲不断接到了
一些极不寻常的来信，世界向谜团一样向她展开。“你是
谁”“世界从哪里来”，在一位神秘导师艾伯特的指引下，
苏菲开始思索。然而，事实的真相比她想象的更离奇——自
己居然是别人虚构的人物!

“上帝是一个魔术师，地球只是被他从魔术帽里拉出的一只
白兔。哲学家永远站在白兔的细毛顶端，对万物都有好奇心;
而大多数成人都忙于生活琐事，好奇心受到了压抑，就陷进
了兔子的皮毛深处。”艾伯特说。没错，确实是这样。如果
十岁的小明和妈妈同时看到爸爸飞了起来，小明也许会
叫：“妈妈你看，爸爸飞了起来!”而妈妈可能会尖叫一声，
把手中的瓶子摔在地上。为什么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妈
妈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而小明却只是有些惊奇而已。

《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是梦的世界，它展示了西方
从古至今的文化、哲学，唤醒了每个人内心对生命的赞叹和
好奇。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三

这是我喜欢的一部书，是一部关于哲学启蒙的书，当然我喜



欢哲学是在我上过政治课后感兴趣的。是“哲学是让人变聪
明的学科”这句话激发了我的兴趣。之后我在网上找关于哲
学的书籍，真是功夫不费有心人呀。

我终于找到了，就是这部《苏菲的世界》而且很有缘，它就
是一部哲学启蒙书，让我看到从远古的欧洲到现在几千年的
哲学思想。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等
等。

还有很多的哲学流派。他们在当时神学盛行的那个时代里，
阐述着各自的观点。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们的观点总是在袒
护着神学，或者说是在袒护这教会，也许这和当时教会具有
统治的地位有关吧。虽然他们都发表着各自的观点，但都相
信有上帝的。而在那个时代独树一帜的就说是苏格拉底了，
他虽然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他的求思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
而在神学的世界里，他的思想也是很有影响的。

他死后他的徒弟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柏拉图这位有名的哲学
家继承了他的思想，更好的是他发扬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而
我更看好的是他的那种教学方式，他让每个学生都和他讨论，
不是让老师讲，学生听，我认为现在的老师也因该提倡这种
方式。说到亚里士多德，我更看重的是他的那种分类法，他
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分类了。

包括有机物还是无机物。比如狗这种动物，它属于有机物，
是猫科动物，是一种宠物，当然在你家的那条狗。说到这里，
我不的不说这本书还有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叙述手法
很新颖。它将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思想来带领读者来解读众
多哲学家的思想。

而最后苏菲却是作者书里的一个人物，而里面的哲学导师用
他哲学的先见或许说是聪明知道了一切，让苏菲来逃离作者
的世界。书里的妈妈、朋友、同学、邻居都是虚幻的，而哲
学导师想让苏菲挣脱这样的世界。没想到书中现实的他们也



是贾德虚构出来的。当你读完这本书后，你也发现这本书的
构思也富有哲学意味。

现在我们也来说一下这本书中有名的哲学问题。至少我看来
是这样的。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有所思考吧。比如“你
是谁?”“你为什么叫苏菲?为什么不叫贝拉等等?”“世界上
所有的马都相同吗?”“假如世界就是魔术师变出来的白兔，
而我们是生活在兔子身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如果你会
问一些日常的小问题，比如今天的三明治很好吃，今天的意
大利面有一点咸等等。

那么你正在兔子的毛上向下划，当哲学家来开导你是，你很
感兴趣，那么你将开会站在毛丝的最上面，而不感兴趣的将
永远掉落到毛片低下”那么我正在努力的向上爬。我还没有
被世界的旋流个掉进去。“为什么积木是世界上最奇妙的玩
具”“世界是有什么组成的?”当时的哲学家会说是由水、木、
土、火四种物质组成的，当你回到那个时代，我想你也会理
解的。

当然，我在前面谈过很多的哲学家，都是活在文艺复兴以前
的，但真正反对“上帝从在”的则到了文艺复兴以后，那时
候的一些先进的思想冲击着“神学”，或许是教会吧。我认
为最震惊当时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了。在文艺复兴
以前的很多世纪里，每个人都相信“地球中心说”，然而几
千年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却打破了这样的传统观念。

当然现在看来哥白尼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比那些以“地
球中心说”的人进步多了。当然他的命运也是悲惨的。教会
残忍的将他杀害。然而最有力的说法我认为是达尔文了，他的
《物种起源》首次科学的将人是由什么而来的做出了回答。
从而也直接反驳了“上帝造人”的说法。

当你了解了达尔文的写书过程时，你就不会认为达尔文是一
个想出名的人了，他在跟随一艘考察船5年的时间里，走过了



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在两座很大的岛上，大发现了很多的动
物化石，但他发现，两座岛上的同类化石有所差别的。之后
他也发现两座岛上的麻雀也有所差别，并发现它们的食物也
有所差别。

他就想，上帝难道会创造这么细致的动物来吗?早在他之前，
就有科学家提出动物是有进而来的，但他没有找到有利的证
据，所以他没有轻易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后他发现了动物
化石之间也有同的部分，这样他才进行了研究，几年之后他
发表了这本书。我相信这是一位称职科学家所做出的表现。
写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他很直接，也很有力的推翻了“上帝”。
此后人们进入了自然科学的时代。

还有一位较近代的哲学家，他所提出的浪漫主义也是让我很
赞同的。他说浪漫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民族浪漫主义，还有
一种是个人浪漫主义。何为民族浪漫主义，、其实很简单，
就是热爱民族的文化，热爱民族的一切，那何为个人浪漫主
义，就是在个人风格上的独树一帜的特点。

举个例子，比如一些艺术家就是个人浪漫主义者。还有就是
要谈的就是马克思，他被誉为是“革命的导师”他提出
了“社会主义”并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也创建了自己
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劳动
工具和生产资料。当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得到很好的发展，
这样社会才会发展。

他曾经也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会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而
做出贡献的人也有我们的毛泽东主席。他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创造了适应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

这就是我看过《苏菲的世界》后所发的感想，我想哲学的世
界对于我来说是不会止境的。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四

这么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另一个更高级的人安排的，
可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人安排，那么第一个人的生活又是谁
的安排呢?是有人互相安排?或又是怎样?这不禁让我们提出了
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永无止境的思考下去。我们真的生活
在别人的笔下吗?或许是，或许不是。但至少我这么认为：不
管你怎么想，你的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和往日一样，那么
相信与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关于本书的第二个哲学问题，就是永恒之乡。真的有吗?哪里
是怎样的呢?好奇就鱼贯而出。倘若有，那么永恒之乡里又有
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到永恒之乡呢?他们的生活又会
是怎样的?我想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这个，我持有跟
上述同样的观点。相信与否，生活会一样继续下去，不会也
变化，即使你也在相对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永恒之乡。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留给了我无限的思考。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五

其实我并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哲学教育，我所学的哲学叫做马
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严重影响了我们思维的发散性，培养
出来的都是统一的三观。我以为自己会对于有人认为世界是
意识的感到十分荒唐和可笑，但当我沿着历史的发展和走势，
读到那些思想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可笑或荒唐，我甚至认
为他们每个人，每种观点都有道理，先被苏格拉底说服，后
又认为柏拉图说得对，后又被持相反观点的亚里士多德说服，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是在不断思考的，只不过思考的
结果是，我并不十分确定什么事。我想我有些理解为什么很
多伟大的科学家最后反而相信了有所谓的上帝等神明的存在，
因为当人知道的越多，思考的越多就越发不能确定什么，而
人总是需要确定的去相信某些事物，也许最后就只能把这神



秘且神奇的力量归属给上帝了吧。

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哲学，但有时也怕自己想的太多，不是
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吗，这中间的尺度有时还真是
难以把握。但我认为这是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的事，这不是
什么选择你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的事，这就是我的
生活状态和方式，或者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不是我要刻意
的去思考一些哲学的命题，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就是会想很多。
也许我唯一能控制的是不断地调节自己的平衡。

《苏菲的世界》用哲学思考着世界，在我们的世界用心过好
每一天的生命。欢喜也好哀愁也罢，学着自己书写自己的生
命哲学华章。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