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菲的世界读书心得(汇总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苏菲的世界读书心得篇一

若是愿读一本书，必是会先从某处知晓她的存在：或从朋友
口中，或从网络，抑或从学校开出的书单。而我接触到《苏
菲的世界》，却是从另一本小说的故事情节里。书中的大学
生请同学推荐他一本哲学入门读物，这位同学先是提及了
《西方哲学史》，其后许久，突然叫出了《苏菲的世界》。
大学生拿起了她，于图书馆内坐了一下午，读完后直呼醍醐
灌顶、精彩万分。

这本小说的作者当时是一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法学院学生。
我想，这书中大学生的读后感受，应也是他当年读完此书所
感吧。的确，我以为《苏菲的世界》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
哲学启蒙读物。这样的书，她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丰富且缤
纷不乏味的哲学知识，也有倚靠哲学理念的故事。苏菲的意
识存在于席德的脑海中，而当她发现自己是被大校所创造出
的角色时，她选择了逃离——在这样一个情节里，“创造
者”是大校。而在书外，乔斯坦.贾德又创造了整个书中的世
界!

这不正如在整本书开头几张中大校所打的比喻么：苏菲好比
生活在兔子皮毛中的人，而大校好比白兔，提起这只兔子的
便是乔斯坦先生。而苏菲竟真的从兔毛中跳脱了出来!当然，
这些都只是出自作者笔下，而对于现实中还在兔毛中安居的
我们，是可以有所启示的。



自然，书中的重点自然是大校所叙述的哲学知识。从爱琴海
旁萌发的自然派哲学火种，至雅典三大哲人于整个欧洲燃起
的燎原智慧之火;从中世纪教廷左右人心似是而非的宗教论调，
到启蒙运动里思想家们对于教权与神权的反抗、百科全书派
对于自然的强调推崇……书中的内容似乎与罗素的《西方哲
学史》相仿，但因为是大校书与苏菲浏览的缘故，哲学中许
多枯燥的那些“主义”的名词，都被用生动而通俗的言语解
释了。作者十分善于用活泼的比喻来解释玄妙深奥的道理，
就通过这些具体的形象来触动读者的内心，发人深思。

我相信笛卡尔尔的那句话：“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
在)。”句子被改编成无数个版本，许多听说过的'人也未必
清楚它的真正意思。这句话最好的证例或许便是书中的苏菲，
苏菲对着镜子问镜中的影像：“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所有新入门哲学的人似乎在接触哲学后都会开始质疑自己的
存在，这时，不妨用笛卡尔的话来勉励自己。苏菲只是一个
思想，但她知道自己的存在——在世界中至少证明自己存在，
也是令人安心的事情。

在中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哲学这门课是令多数青
少年大感陌生的。即便高三将要上哲学一门课，但空讲唯物
主义辩证法这般贬斥唯心，肯定唯物的言论，没有系统，也
过于狭隘片面。而这一本《苏菲的世界》，最初面向的是西
方的青少年，而至今在中国也并不是十分出名的书籍，倘若
是被中国的初高中生们广泛传阅，一定会像那个比喻一般，
让中国更多的新一代，从匍匐于白兔的皮毛中，转为站立起
来的姿态。

苏菲的世界读书心得篇二

在看《苏菲的世界》之前，就听很多人说这本书很好看。要
是单看书名，几乎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一本讲哲学的书。所以，
在书香博客的任务下达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读这本书。结
果，买了这本书后，感觉被骗了。《苏菲的世界》是挂著故



事之名的哲学书。

《苏菲的世界》称得上是一本西方哲学的入门读物，它介绍
了西方的哲学史。从几千年前的北欧真话，古希腊神话讲起，
一步一步地一直谈到了当代哲学的潮流。时间上跨越了古希
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近现代。一个个耳熟
能详的哲学巨匠也在书中依次粉墨登场。从古代的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代哲学之父卡迪尔，再到启蒙运
动时期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随后是“浪漫主
义运动”时期的黑格尔，再后是十九世纪中后叶的马克思、
达尔文以及同时代的尼采，最后法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传奇
人物萨特。

从哲学书来看，《苏菲的世界》在创作出版后不久就成了畅
销书并被誉为名著是有它的理由的。《苏菲的世界》作者乔
斯坦.贾德借助艾伯特给苏菲上的哲学课而将一整部西方哲学
简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们婉婉道来。本书在阐述哲学
观点时运用的例子生动有趣;书中通过一个女孩的角度来思考
哲学，增加情切感，使哲学更易懂;写作方式很有创意，哲学
家通过书信来教导哲学，此外，书中有书，故事中有故事。

对于这一点，我真的很欣赏作者乔斯坦贾德，他一定是一个
十分称职的教师，十分幽默的教师，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
我很喜欢他对“哲学是什么?”的解答：什么人能成为哲学
家?在此,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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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解释哲学时用了一个很经典的比喻：关于小白兔，将它比
喻成整个宇宙，而我们人类则是居住在兔子毛皮深处的微生
虫。不过哲学家总是试图沿着兔子的细毛往上爬，以便将魔
术师看个清楚。

宇宙是兔子，人是居住在兔子毛皮深处的微生虫，真是太生
动形象了。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课外看的第一本学术性的书，收获还是很
大的。以前我一直以为哲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自从看了
《苏菲》我才知道哲学是一种包含所有学科的中和性课程，
也没有想象中难懂，它还与科学有着一定的联系，是一门值
得学一下的一门学科。

苏菲的世界读书心得篇三

《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
苏菲的14岁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讲述了西方哲学史的
发展过程。由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
卡儿、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
并配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

它是一本哲学史小说，更是一种自我世界的体验，某种程度
上，却也是一个自我世界的折射。

本书虽说是哲学史的介绍，但并不是很侧重哲学思想本身，
书中对关注更多的是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我是谁，世界
从哪里来，上帝是否存在等。然后对学派或者哲学家也没有
过多探讨，更多的是在介绍他们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告诉我
们应该怎样的去进行哲学性的思考。最后，对于每一个阶段
的哲学思考，作者都会用容易让人理解的例子来阐释怎样去
理解并哲学性的思考。

但如果本书只要表达这些，我想作者也没有必要安排如此曲
折的情节。作者采用的手法与其说是想引人入胜，让哲学史
的介绍不显得枯燥，更不如说是为了激发我们对哲学的兴趣，
让我们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因为本书小说的情节不就正是一
个最好的哲学基本问题吗?一个关于是否存在的问题。

或许，某种程度上，苏菲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或者更确
切的说，少校和席德的世界也许就是我们的世界。



苏菲和她的哲学导师是少校写的书里虚构的人物，少校用这
本书来作为给他女儿席德的15岁的生日。而这一真相在讲到
柏克莱等经验主义学派时向我们揭示。然后后面更离奇的是
苏菲从书中走出来，来到了少校的世界。这些看似离奇的情
节引发了我一系列的思考。

我们不防采用像《盗梦空间》里梦境的层次一样来定义世
界(正如书中说的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

苏菲和她的导师艾伯特的世界作为第一层，少校和席德的世
界作为第二层，本书的作者乔斯坦•贾德和我们的世界作为第
三层。是否有第四层我们暂且放一个“?”。

我们注意到作者在安排这些情节时，是在教我们怎样去使用
哲学性思考。如，苏菲是虚构的是在介绍柏克莱等经验主义
时才告诉我们的。这不正证明了这一理论吗?这时的哲学是怀
疑，不能证明的并不代表不存在，就像苏菲并不能证明她是
虚构的，她一直以为她是存在的，但事实确实她是虚构的。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苏菲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存在的呢?
这要结合当时给我们介绍的哲学思考，这时的哲学提到的是，
我们并不能证明上帝是否存在，因为上帝不会以“超自然”
的法则来向我们显示，于是我们没有超自然的感官经验，就
不能证明上帝存在。同样，我们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也
就是说说上帝存在和不存在其实都是迷信。

于是，作者利用这一观点，让苏菲有超自然感官的经验，比
如让各种童话人物出现，还有从一开始就有的席德的爸爸的
各种“超自然”法则的把戏，然后苏菲他们再借着哲学性的
思考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不存在，或者说他们世界的上帝——
少校的存在。

然后，我们站在第二层世界，也就是少校的世界。他们会怎
么看呢?他们同样也会认为他们是存在的，他们也会知道苏菲
是不存在的，因为苏菲就是他们虚构出来的。但他们真的存



在吗?如果站在第三层，也就是现实层的我们当然知道，因为
少校不过也是作者虚构出来的。

但，少校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因为作者还没有让他们经历
“超自然”法则。他们不能获得这方面的感官经验，不能由
此证明自己是不是存在，或者他们的世界有没有上帝——作
者的存在。但是，或许以后少校会意识到他自己是不存在的，
就像艾伯特说的，或许少校也只是另外一个人虚构的人物。
如果少校认为自己是存在的，认为自己就是最高层，那他怎
么样也不会想到自己虚构的苏菲会来到自己的世界，如果第
二层世界是最高世界，那么苏菲在这一层的出现当然就是属于
“超自然”法则的了，那么这一事件就属于离奇的了，所以
作者在这里安排这一看似离奇的事件不就说明了，这一切只
是作者创造的，所以作为少校虚构的苏菲可以出现在少校的
世界里。我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从那条船自己解开缰绳开
始，到苏菲慢慢的去影响第二层世界，少校在慢慢经历了这些
“超自然”法则，有了这些经验，经过哲学的思考可能也会
发现自己是虚构的吧。

最后回到第三层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你还会
肯定自己的存在吗?会不会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的世界
就是苏菲的世界或者少校的世界呢?我们不能肯定，我们不知
道我们是否存在，因为我们不能证明我们所处的第三层世界
是否是最高世界，即是否有上帝存在于我们之上，苏菲他们
弄清楚了自己所处的第一层不是最高世界，因为她的世界都
是少校的思想，或者说上帝——少校存在于苏菲世界中，这
一世界不过是少校“理型”的一个影子。而苏菲之所以知道
了这些，是因为她有了少校给的“超自然”法则体验以及自
己哲学性的思考。

苏菲的世界读书心得篇四

一本《苏菲的世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真谛，洗涤了
我的心灵。哲学，多么迷茫的字眼，总以为它是那么的遥不



可及，然而作者乔期坦·贾德却以小说的形式叙写哲学史，
让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了解哲学，让以往读过哲学的人温
故知新。

《苏菲的世界》带领我一步步走向思索，它是智慧的世界，
它是梦的世界。

世界就像魔术师从他的帽子里拉出的`一只白兔，只是这只白
兔的体积极其庞大，所有的生活都只身于这只兔子的毛顶，
他们刚开始对于这场不可置信的戏法都感到好奇。然而，当
他的年龄增长，也就更深入兔子的皮毛，并且待了下来。他
们在那儿觉得非常舒适，因此不愿再冒险爬出脆弱的兔毛的
顶端。唯有哲学家才会踏上此一危险的旅程，迈向竭尽所能
所能达到的顶峰。

哲学不是万灵丹，但是从来不去留神“爱好智慧”的重要与
前人的心得，那不该是心灵封闭与终结。

《苏菲的世界》让我了解了西方的许多哲学家，苏格拉底、
柏拉图、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他们像一部说不完的
史书，远远流长，绵延不绝。畅游在哲学的海洋中，思想顿
时开阔。

思想敞开，对一切充满幻想。

没有波澜壮阔、大起大落的情节，《苏菲的世界》从其平淡
亲和引人入胜的哲理领导完前的史诗。深奥的哲学理论在这
位作家乔斯坦贾德的笔下，变成一阵和煦的春风，充满了活
力。

哲学似乎不再渺茫，它好像心中向往的故事，深入我的生活，
深入我的思索。哲学的原理是如此的博大。



苏菲的世界读书心得篇五

苏菲学习了哲学，结果发现她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而只是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想象，是只存在于一本书中的世界。
而我花了四个晚上跟着苏菲“学习”了一遍哲学，内容太多
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记住的也很少。印象非常深刻的，
倒是作者的构思。

书的开始几章，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但越往下读，越觉得有
些怪异，仿佛作者也有些预料不到结尾似的;尤其是那个哲学
宴会，真是个悲惨的结局，也真是个奇怪的想法。这奇怪的`
是苏菲和艾伯特渐渐察觉到了少校和席德的存在，而这种察
觉，又是通过少校的笔写出的，这种角色的反抗，一边是虚
幻的，因为它和角色一样，存在于少校的内心;一边又是真实
的，因为它是苏菲和艾伯特的真实情感，脱离了少校的控制，
最终获得了成功。被创造的角色在创造者的安排下逃出了创
造出的世界，同时也逃出了创造者的安排，这个小小的扭结，
使人有一种糊涂的感觉，真实其实就是虚幻，二者无法分开
了。

看看少校写下的、席德读到的句子：艾伯特说：“小心被他
听到。”……

也许有一句话终身都适用：人世是悲伤而严肃的。

苏菲的世界读书心得篇六

寒假期间，我读了一本哲学书《苏菲的世界》。在我看来，
哲学很无聊，但《苏菲的世界》却大不相同：它在向读者讲
述哲学的同时，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使读
者在阅读时有一种追求和渴望知道答案和理解哲学的心情。
我是谁？世界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无法解决。



这个世界似乎又出现在我面前了，我刚接触到一点皮毛。我
不确定我会知道什么，我也不确定我会发现什么，但我知道
这个过程有时比结果更重要。所以我开始跟随艾伯特和苏菲
的脚步，在哲学世界里开始了这次旅行。

苏菲，一个14岁的女孩，在镜子里疯狂地眨了眨眼睛，所以
她走进了哲学世界。笛卡尔说：我想我在这里。在一些神秘
信件的领导下，女孩也开始在哲学世界中漫步和思考。

世界起源的屏幕层层打开，但新的疑虑接踵而至。席德、苏
菲、艾伯特；席德佳、苏菲亚、大艾伯特；树林里没有人的
上校小屋，祖母从吉普赛妇女那里买的魔镜？？一切都是线
索，一切都是新的谜团。

苏菲边走边想，一个新的哲学世界展现在她面前。事情的真
相是这样的？？

真的是我想故我在。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中世纪，文艺复兴，浪漫
主义，弗洛伊德？？一千年，两千年，一个世纪，两个世纪，
一两个世纪，一个思想，另一个思想。

就像另一个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它是梦幻般的，但它是非
常真实的。在这个缺乏梦想和哲学的时代，我在这本书中间
最完美的统一。

贾德带我们走进苏菲的世界，探索深刻的哲学。作家为我们
创造了一个轻松的环境，年轻的苏菲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她的
哲学课。我们也浏览了历代哲学家的精辟讨论，就像苏菲一
样。

就在我们有点累的时候，这本书的副线让人振奋起来。我们
沿着苏菲的脚印寻找神秘的老师和从未见过的席德。主线和



副线自然交织，自然，说明作家的艺术修养很高。

但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作家灵活而熟练地用简单而生动的语
言讲述哲学家的.故事，分析哲学家的观点，探索哲学的真正
意义。苏菲的世界是艺术和学术的完美结合，通过我们熟悉
的载体传达我们奇怪的信息。如果你是一个粉丝，你一定猜
到了。

是乔斯坦读者似乎回到了古希腊，听苏格拉底的教诲；就像
在中世纪的城堡里，见证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沐浴在文艺复
兴的温暖阳光下，沉浸在巴洛克强烈对比的艺术氛围中。忘
记世界的喧嚣，只感受到真理的伟大和艺术的魅力。然后，
穿梭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硝烟中，欣赏现代哲学的曙光。

面对笛卡尔、史宾诺沙、洛克、休姆、柏克莱等一系列现代
哲学的创始人，我们没有时间表达我们的尊重，启蒙运动的
先驱进入了历史的大舞台。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车
轮进入了一条新的轨道；时代的变化创造了更多的哲学巨人。

黑格尔和康德坚持日耳曼人的理性，充分发挥了法国人的浪
漫。随后，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佛
洛伊德的《梦的分析》——三位伟人和三位巨人掀起了三个
领域的革命浪潮，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祖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困惑的哲学命题，给了我
们一个又一个经典的传世产品。哲学家用艺术的语气教导生
物，文人用理性的笔触感染灵魂。

我们的祖先在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传授了宝贵的欣
赏之道。贾德是继承者，而不是创始人，但苏菲的世界确实
是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智慧的世界，一个梦想的世界，一
个钦佩的世界，一个叹息的世界。贾德让我们有幸看到哲学
的外表，希望他的后代能看到哲学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