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实用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篇一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启蒙书，它用通俗的语言
来讲述从柏拉图以前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整部世界哲学史。小
说部分类似于侦探小说，是现代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作家
南方朔语）会让读者产生兴趣，丝毫不觉得枯燥厌烦。

大家都认为世界上有善良和邪恶，而那些神话、电影、戏剧、
演义都在极力地宣誓“邪恶是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善良）
的”、“正义（善良）必胜”等等，，渐渐地人们也被这些
看法所“感染”了，认为好人就是代表正义（善良），坏人
就是代表邪恶，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当我看完书中第三章
后，我的看法就变了。

我跟着苏菲的步伐，深深地思考，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并没
有至善至恶，而这些善恶都是取决于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如
果大多数人认为某种事物是好的，那么这种事物就会被推崇
为善的代表，反之就会被人们唾弃为恶的代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也会发生变化，任何事
物无论是至善还是至恶，似乎都不是真实的，所以我认为世
界上并没有至善至恶。

……



说实话，哲学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课题，让人不得不去不断地
深思，而我就好比一个刚刚步入哲学这个金色殿堂的小孩子，
世界太大，而我太小，我就如那布满夜空的星尘，但是，我
相信，我总有一天也会成长起来，也会沿着哲学的阶梯，一
步步地爬到最高处，去仔细地审视哲学这个大世界的！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篇二

都说《苏菲的世界》是一本普及的哲学读物，一本写给大众
的哲学史。这个假期，我有幸读完了这本书，感受颇多。

作家总是要尽力让自己的笔下的人物鲜活真实，然而《苏菲
的世界》的作者乔斯坦却没有刻意如此，他只是让我们读到
了一个真实如你我的苏菲，经历了许多谜一般的事情，随着
哲学家艾伯特的出现进入了哲学的世界。在作品的中途作者
又突然提示，这无数谜一样的原因不是苏菲，而是席德父亲
假想出的人物。残忍的是，作者还要苏菲自己知道这个事实，
知道自己是一个虚幻。更别出心裁的是，乔斯坦竟让苏菲与
艾伯特去反抗那个主宰他们命运的席德父亲，而且最终逃脱，
来到了永恒之地，甚至影响了席德父亲的那个世界。

是的，《苏菲的世界》不仅是一本普及的哲学读物，还是一
位普通的哲学教师对哲学终极问题的思索。《苏菲的世界》
原着副标题虽是“一本关于哲学的小说”，我却认为它真正
的主题乃是“存在与虚无”。

这是一个绝妙的影射。人类本是平凡如苏菲一样的生活着，
并没必要思索存在或是虚无。然而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
能——爱智慧，让人转向哲学，思索自身的存在，沿着这条
路越走越远，直到惊惶地发现竟毫无办法证明自身的存在，
发现这一切都是虚无。

这正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映射。“你是谁？”“世界从何而
来？”苏菲接到的这两个问题，是早在三千年前，就被希腊



先哲固执地提出，他们不甘心仅仅只活在这个世界中，他们
偏要去认知，思索这世界的本原，证明真实的存在。从泰勒
斯到普罗泰格拉，从苏格拉到亚里士多德，他们为他们提出
的问题奋斗终生，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他们将他们的事业
命名为“爱智慧”，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便是意
味着也许他们的问题永远无法真正解决。但对于智慧的热爱
让人成其为人，让哲学家成其为哲学家。千百年来，关于存
在的思索在一代代哲学家中延续，即使未找到答案，却也从
未断绝。面对这些对于人类太过于沉重的问题，我们曾求助
于上帝。如是，可以认为自己站在宇宙的中心，生来就是其
他物种的统治者，但这一切终归幻灭。我们也求助于理性，
如是，便可以认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动物所没有的
理性，但终究无法忽视太多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主义与虚
无主义渐渐滋生。因为人类日渐发展，却也日显无助。人类
争取着自由，但却突然发现自己被孤零零地抛到这世界上，
没有上帝，甚至没有任何永恒的存在之物可以依靠。我们自
由了？也许。但，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地不面对自身的自由，
我们最终，同样没有任何选择就必须失去所有的自由。这自
由轻到无法承受。存在？抑或是虚无？人类前所未有的惶惑，
甚至是痛苦。无论是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还是萨特的
《存在与虚无》中，我都能或多或少地读出这种无奈。如果，
如果人类不曾想过这些不必思考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有这样
的痛苦，但，如果那样，我们，也就不是人类。爱智慧是我
们的本性，来自智慧的痛苦是我们的宿命。

《苏菲的世界》中，我能读到这种悲哀、压抑与无奈。苏菲
是席德父亲笔下的人物，席德父亲又是作者笔下的人物，那
我们呢？我们以为自己每天真真切切地生活着，然而也许，
我们不过是另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我们没有自由的意志，
那个作家就是我们命运的主宰，我们的上帝，理性不能。是
的，无人能够证明，以为是存在的东西也许不过是虚无，虚
无，一切皆无，没有任何东西是坚实而又可以确定的。

《苏菲的世界》中，我却也能读到一种顽强，一种带着悲剧



色彩震撼人心的顽强。当苏菲和艾伯特知道了自己是虚幻的
人物，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反抗。而最终，他们
虽然未能使自己成为真实存在的人物，却逃出了小说的本身，
作为虚幻的人物来到了“”永恒之境。

是的，也许哲学的所有终极问题，都永远不会有完美的答案，
但正是对他们的思考，让人类，与众不同，如哈姆莱特的著
名台词：“存在抑或虚无？这是个问题。”而目的，则是自
我，是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那句如带魔力的铭文“认识你自
己！”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篇三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经常出现在推荐给初中生阅读书单里
的一本哲学入门书，说来惭愧，最近我才全本细细读完。终
于下次推荐书单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推荐这本书了。

这本书概括起来其实相当简单，就是一个老师给一个小女孩
讲哲学史的一个故事。老实说，故事真不怎么出彩，要是想
说这样的故事能冲淡哲学思考带来的头疼，那真的是夸张了。
但是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苏格拉底式问答法的推进，还是让很
多晦涩的概念清晰了不少。这是一本必须全部读完才完整的
书，必将它是一本哲学史，而哲学的很多问题其实是贴合时
代思考的。因此，看到最后才感觉会最接近现在我们思考的
很多问题。

一直好奇对于孩子而言这本书的阅读感受。初中时代的阅读
体验，现在回想起来最值得羡慕的还是有两点，一个是无比
充裕的时间，一个是读各类“闲书”的政治正确，这两点无
疑都非常适合阅读哲学需要的心情。

而作为一个可悲的社畜，读哲学也许是要偷偷读的。毕竟它
不是《高效能认识的七个习惯》也不是《刻意练习》，它只
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常兴趣，甚至不值得在朋友圈分享。



它不单无法帮你或者你的老板赚到一百万，同时还会让你有
点怀疑人生，比如说下面这段是当时看完之后写下的第一感
想：

“感慨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之下，不断想的是——真实究竟是
什么？向外看世界会有多大，向内看内心能有多深？这些问
题都在极大的展开，不断的展开再展开，我在中间，感受一
种来自崇高的美感。此时此刻里面有多少个瞬间在一刹那过
去，上一刹那和这一刹那的我有多少的不同，我只能确定我
在思考。

而这一切对于最后的那个我自己去决定的意义又意味着什么？
是一瞬间的灵光？还是潜意识里面飘落的一颗尘埃？一段精
彩的又或者枯燥的旅途？存在先于本质吗？生存还是毁灭，
又为了什么生存？也许最后会觉得，那个意义就是不断思考
本身吧，思考关于美也好，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也好。所以这
是算是献给每一个爱智慧的人的一份礼物吗？至少这一刻，
我享受这份礼物。”

现在仔细一看，大概没有什么书像哲学类的书籍，不单不一
定能帮你解决些什么问题，还留下一大堆问题。就像《钟鼓
楼》里面那句经典的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
是正确答案”。

但其实哲学又是一道比人生里面所有的其他题加起来都有意
义的一道题，高于文科探寻的美，也高于理科探寻的这个世
界的真相，在所有题目的尽头。

就像一场考试，前面的题你辛辛苦苦的完成了，发现最后一
道题如果你答错了有可能整张卷子直接得零分一样。因此有
三种面对这一道题的态度。

第一种就是忽视它，先把前面的题做好就是了，最后再面对
这道题；第二种就是先做这道题结果被这道题绕进去了，结



果前面的题做的一塌糊涂；第三种是有点像面对语文考试作
文的态度，我先看了题，然后我一边做前面的题一边思考这
道题，也许前面的题的某些点还能帮助我解开这道题。

日常花点时间去看点哲学，这可以说就是我对第三种答案的
一个选择吧。

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意义往往是越简单越好的，比如
说，当所有的意义都是物质，经济的效率就会很高，又比如
说赋予一个崇高的价值，那政治效率就会给很高。看得多，
想得多，问题太多，有时还真未必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呢。

这本书的读后感实在不好写，探讨的都是很本质的问题，但
结论想来还是可以有几个的——

1.不断思考是一件最有趣的事情，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支撑
做很多事情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吧。

2.“所有的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是自己去赋予的”，
现在看来是最贴合这个时代的，自己最认同的。

3.即使我们不能改变世界，我们也要善待自己，毕竟我们就
是世界本身。

至于这本书更多的阅读感悟，至少在读的时候是零零散散圈
划了不少，最后能记得多少还真说不准，只能说一路思考这
些问题的过程是美好的。归纳为四个点好了——苏菲是个好
学生，艾伯特是个好老师，哲学很有趣，这是本好书。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篇四

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写一
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



感而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苏菲的世界》读后
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开始，我真的以为这是一本侦探小说，否则怎会如此引人
入胜读着读着，才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哲学的书，我今年12岁，
上五年级，在我的概念里只明白有哲学家的存在，并不明白
哲学是怎样回事。妈妈说，哲学这个词，解释起来有点复杂，
能够打个比方，医学家研究怎样治病救人，植物学家研究怎
样栽培植物，使花开得更好看，果实结得更丰满，味道更鲜
美，史学家研究国家政权怎样兴盛怎样衰亡。哲学家呢，不
研究具体的东西，他们会把刚才那些学者的成果进行一一比
较，发现不管是人也好，植物也好，国家政权也好，它们都
得贴合一个生长、兴盛、衰弱、死亡的过程，没有例外。哲
学家就会把这个过程用到其它地方，分析其它事物，比如动
物、人性、等等。所以哲学应当就是研究事物普遍规律的一
门学问。

如此说来，哲学应当枯燥乏味、神秘而深奥的'，可《苏菲的
世界》却如此生动，它刻画的苏菲就是一个勇敢、聪明的女
孩，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有不断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从
苏菲身上，我也开始学会了思考，人必须得坚持一颗“好
奇”之心，我明白天是蓝色的，草是绿色的，这种理所当然
的存在让我失去了思考的价值，就像学习，对书中的知识、
教师传授方式，从不咀嚼就欣然吞下。一个人失去了好奇心，
便也失去了对事物探索的精神，进而我们的思维开始被固定，
最终因为惰性变得呆板，毫无创新可言。

多对这个世界问几个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像
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存在着。《苏菲的世界》是值得一读
的，它所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哲学，更多的还是关于生
命等的有意义的问题，它让我学会了用哲学的角度，重新看
待世界，重新认识自我。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篇五

《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
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
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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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认为，对于那
些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而言，此书是最为合适的.入门书，
而对于那些以往读过一些哲学而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士，也
可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14岁的少女苏菲某天放学回家，收
到了神秘的一封信——“你是谁？世界从哪里来？”与此同
时，她收到一封古怪的明信片，上面的收件人是“请苏菲转
交给席德（hilde）”，邮戳来自黎巴嫩。

在一位神秘导师艾伯特的指引下，苏菲开始思索从古希腊到
康德，从祁克果到弗洛伊德等各位大师所思考的根本问题。

人生如星尘

我是在没有事先对它了解与认识的情况下开始读这本书的感
觉，就像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
的大人的世界中。一个全新的世界，哲学的世界。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篇六

《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是梦的世界。它将会唤醒每
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好奇和思考。

——题记

读了这本书，我的好奇心便挑起来了——14岁的女孩苏菲原
本平常、有序是生活被一封离奇的信打破了。“你是谁？”
这个问题出现在信中，在此之前，苏菲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她绞尽脑汁，但她找不到答案。而接着又寄来了许多信让她



困惑不已，席德是谁？寄信人是谁？席德爸爸为什么让我把
信给席德……然而她也无意间开始了哲学课程。一个个的谜
团也相继解开。

“你是谁？”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抹不去，擦不
掉。开始，我可以轻易地回答：我是姚丽霞啊！但是那个叫
姚丽霞的又是谁啊？如果我取了另一个名字，我会不会变成
别人呢？我一直想不出答案，苏菲也是。

书中谈到了从最早的哲学家一直到现在的'哲学家，但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苏格拉底。我记得他说过：“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一无所知。”他这么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竟如此谦虚，
令我震惊。他一生对哲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他却被陷害，
最后为了良心与真理服毒而死。我佩服他的坚贞不屈，誓死
捍卫良知。

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它们的
存在，而小孩儿则不一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会充满好奇，
都会产生疑问，而要成为一名哲学家，就要拥有好奇心。它
让我又重新找回了好奇心。

哲学这门课程中，有着让人费解的问题，有着神秘的历史，
既新奇又难懂，我希望我以后能深入了解它。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想篇七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哲学启蒙书，她用深入浅出的文字想
我们每个读者展示了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从苏菲在信
箱中取出的一封写着：“你是谁？”的信开始，在艾伯特的
指点下，苏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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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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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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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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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故我在”可读完全书的我却很茫然，我存在吗？不过
是在这个时段、在这个特定的空间的相对存在罢了。试问，
多年以后，一切都归于湮灭之中，我会存在？渺小的我会存
在过，或曾经存在过？真不敢相信“恐惧”竟是我读完书后
的第一感觉。我不知道他人读此书的过程中是否会有这荒谬
的感觉。这是我真实而自觉荒谬的心灵体验。讫今为止，
《苏菲的世界》是让我感觉最奇特的书，真的，在以往没有
任何一本书会这样让我沉迷其间而深感“恐惧”，读后对
这“恐惧”深感荒谬。要解决这种恐惧这中荒谬就只有通过
自己的思考，通过思考来更加清楚的认识这个世界，这大概
也是作者的最终目的吧。

我原本以为哲学是一门不切实际的学问，但当我读完全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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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入门书，它和其他大部头的令人伤脑筋
的哲学书不同，读它更像是读一本侦探小说，让人不自觉地
跟随着苏菲去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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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不管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民族的人都在追寻着
相同的问题，就像是“人是谁”“世界从何而来”，正是因
为人们的好奇心，才有了哲学。遗憾的是，现在人们的好奇
心却因为习惯而递减。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接受了这
个世界，并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我们的好奇心也就
被压抑住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对发
现问题的敏锐甚至比不上小孩。但是哲学家之所以与众不同，
就是他们从不会习惯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一
直都有一些不合理，甚至有些复杂难解、神秘莫测，他们就
像是孩子一样打量着这个世界，所以他们才能提出那些深奥
的问题，所以他们才能被人称为智者。我也在反省自己，是
不是已经失去了好奇心，是不是要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打量这
个世界，就算不能做到像孩童那样，起码也要做到遇事多要
想几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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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本书，我不仅增长了许多哲学知识，了解了许多哲学家
的生平和思想，还从中找到了一些启发，也许，我要对生活
改变一下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