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实用7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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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一

看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何不静下心来写写
读后感呢？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以下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苏菲的世界》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秋风弥漫，秋雨缠绵，手捧诗卷，漫步在古典文学的精彩词
句中，沉浸在现代著作的浩瀚华章中，心生氤銮，如细雨湿
润心灵之空，不再浮躁，不再忧伤。

翻开《苏菲的世界》，我感觉颇奇怪，一个女孩不断收到来
信，探讨哲学的问题。读着读着，才感觉其中的奥妙。哲学，
是我们混沌的宇宙中，那轰然一响!如星尘的我们，从此知道
了智慧的美丽!阅读完这本书后，我也开始思索什幺才是“真
实的自己”。有时担心自己的人生是否只是南柯一梦，或真是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呢?也许自己就像苏菲一样，像爱丽
丝般去梦游仙境?或者我单单只是一个思想体，只有精神，没
有实体，并非真实存在?然而，这似乎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书本一开始所提及的问题：“你是谁?”让我陷入无止尽的思
索。曾单纯的以为“我”就是我的主人，然而，真是如此吗?
以往，当自己陷入人生难题时，就会以玩笑来自欺，以自责
来疗伤。但读完这本书后，我反而陷入“自己是谁?”，反倒
希望自己就是苏菲，由作家来告诉我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完成更精彩完美的演出!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遇困境，不自弃，遇顺
境，不骄傲。踏实做事，不妄自菲薄，不自卑低迷，永远做
最真实的自己。

如果说《苏菲的世界》是哲学填空题，《论语今读》就是严
谨有趣的问答题。作为一个公民，既要有公德，又要有私德。
加强自身修养。但也有人说，道德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何
必要遵循呢？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也。”又何必怕遥
远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严格要求自我。“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礼，表现在细节，却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诉我们应该从对方的立场来看
问题。“食不语，寝不正，席不正，不坐。”这句话告诉我
们无论是吃饭和睡觉都要遵循一定的礼仪。“朝闻道，夕死
可矣”强调牺牲精神。一个人有志于“仁”，他就会终身实
践，毫无怨恨，毫无遗憾（“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为了
追求“仁”的最高境界，甚至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光明磊落做事，心中有天地，心中有他人，做谦谦君子，这
是孔子要告诉我们的。

卢棱为儿童在教育过程中应有的地位而大声疾呼，教育应以
儿童的生理、心理为依据，以儿童的本能、需要、潜力、爱
好为基础，帮忙儿童发展其本能和各种器官，透过他自己的
活动，使他的身体和心灵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然成长过程而得
到发展和完善。他的“自然后果”法则也是抓住了儿童喜欢
尝试、冒险、好动的心理特征，让儿童在实践中尝试，在结
果中获得知识。

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打破了千年因袭的教育陈规陋习，把儿
童从一个理解塑造的动物，变成了一个主动理解教育的活泼
的人。卢梭的儿童观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尊重儿童、解
放儿童。解放儿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让儿童主动探索学习，
让儿童创造性地学习，把儿童从传统的师生关系束缚中解放



出来，把儿童从家庭、教师和社会所寄予的沉重期望中解放
出来。

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它在继续不断地锻
炼孩子;它用各种各样的考验来磨砺他们的性情;它教他们从
小就明白什么是烦恼和痛苦。这就提示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
必须要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的主体性包括：自主
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日常教学工作中要力求做到以下几
点：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要尊重学生的感受;教育活动中，
要给学生留有选取的余地，并尊重学生的选取;教育中要个性
鼓励学生的创造性。

作为老师，一定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
使学生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
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良好的师生关系有赖于师生双方的共同
努力。教师在师生关系建立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主
导作用。要建立民主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师来说，有着几
个方面要做的：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发扬教育民主，教
师要热爱、尊重学生，公平对待学生;正确处理师生之间的矛
盾，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矛盾是难免的，重要的是
怎样处理好这些矛盾;要主动与学生沟通，善于与学生交往。

诵读经典，让我们就从中寻找智慧，在教育中不断地创新，
为教学寻求合理之道。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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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三

一封封神秘的来信，一串串亘古至现今的哲学问题与掌故垫
起了14岁的苏菲的脚步，她在怀疑论者导师艾伯特的指引下
实现了灵魂的蜕变。鸡与蛋何者先有？人的灵魂是否不朽？
诸多的思辨，诸多的反问，为我掀开了哲学的冰山一角。而
令我我倍感好奇并深入追究的是——人与世界的联系。



透过艾伯特与苏菲讨论的超自然、达尔文系统，那些意料之
外的奇异巧合也使急流在我心中撞激出朵朵白花，屏息，正
赶上了！

在遨游《苏菲的世界》的几天里，也“难得有空闲”翻看了
林清玄的《从容的底气》，其中“不受第二支箭”的第一个
譬喻讲的是佛陀门下是爱哲学思考的弟子摩逻迦有一天跑到
佛陀面前，说若佛陀不回答哲学问题他就还俗。令人感喟的
是佛陀的回答：“纵使问题找到了答案，还是解决不了苦闷
的人生。”“而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用了毕生
精力，却从没有人有肯定的回答。”林清玄道。虽存疑惑但
也不禁认同。

回到《苏菲的世界》，我竟适值佛陀！又再次遇到这篇毒箭
的故事：被毒箭射伤的人不会对箭、毒以及箭从何而来感兴
趣，只会希望有人能拔箭，医他伤。原谅我的见异思迁，这
也是超自然吗？再说，可曾想到世界那端的不可知论者休谟
的理论在两千五百年前就业已被这边的佛陀提出？他们皆认
为研究形而上的问题无必要，皆认为人处于一种不断改变的
状态......

又下雨了，断断续续，在这个仲夏习以为常。在苏菲的世界
与现实的罅隙来回穿越多天，仿佛每时每刻时间的流逝都与
苏菲的作息不断重重叠叠，幻想的烟雾黯然缥缈。他们的一
周还不及我的短短几小时，一个世纪的哲学家的故事还不及
我的一日。雨与情节藕断丝连，故事引人入胜，时而忍俊不
禁，时而引得心情也随风席卷，跌宕起伏。

紧接着最精彩至极的部分出现了，那也是我曾多次遐想的画
面，因而对这位来自挪威的次书作者乔斯坦·贾德的赞许敬
佩之感油然而生。我看着《苏菲的世界》里的席德，书中的
席德看着父亲艾勃特笔下的苏菲与导师艾伯特。艾伯特和苏
菲企图逃离少校艾勃特想象力的控制，他们是艾勃特送给席
德十五岁的生日里礼物——一本讲义中的主人公。可他们的



一言一行不都是艾勃特反讽的手法吗？看到艾伯特说：“苏
菲，我们就是这个活的星球。地球就是航行在宇宙中燃烧的
太阳四周的一艘大船，而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满载基因航行过
生命的一条小船。当我们安全地把船上的货物运到下一个港
口时，我们就没有白活了。”

这是艾伯特的人生哲学？不，这是少校艾勃特写的，更确切
地说，这是作者乔斯坦·贾德想说的，是现在我所看到
的.....剪不断的周而复始。

窗棂外，朝阳东升而起又西落成夕阳，朝朝暮暮，苏菲的母
亲在苏菲十五岁生日时将她交给了长者艾伯特，只微微低头，
落寞笑笑：“他们消失在空气中了。”这一刻仿佛滞留。苏
菲和艾伯特逃到了永恒之乡，遇上了白雪公主、小飞侠、懒
杰克......席德为苏菲等人报了仇，但许是“对位法”，如
今苏菲看着席德却无法现身于她眼前......直到最后一页，
已是深夜九点。

轻合上书，除自己外空无一人的房间在寂静黑夜的长河里亮
着灯。我是谁？我真的存在吗？心脏为何会跳动？为何会使
我触碰到这个世界？大愚若智，大智若愚，隐隐约约，恍恍
惚惚......

我们能出现在这个世界已是人生赢家，但是，我们又是谁的
故事？谁的风景？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充满魔力的古铜镜
中，一个女孩对我眨了眨眼睛。

我们也是星尘。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四

两个月，断断续续翻完《苏菲的世界》这本小说(于我来说，
也仅仅是小说)，好吧，我只是看了个热闹。那么小说读懂了
么？大概……也许……可能吧！也不敢说，苏菲的世界里一



切都是那么神秘，留给我的好像只有幻想的恐惧和语塞的尴
尬。

恐惧。

“苏菲开始对着镜中的自己扮鬼脸，就像她在家中浴室里做
的一般。镜中人也一如预期的跟着他的动作做。突然间，一
件骇人的事发生了。有一刹那，苏菲很清楚地看到镜中的女
孩同时眨着双眼。苏菲吓得倒退了一步。”苏菲吓得倒退了
一步。好勇敢的小姑娘！仅仅倒退了一步。而我，吓得赶紧
合上这恐怖的东西，关灯，睡觉！这是恐怖小说吗？夜已深，
再读下去，注定要害怕得失眠了。实际上，还是幻想了很多，
幻想假如我遇到了这样一位哲学老师，会如苏菲一样勇敢吗？
会如苏菲一样好奇，进而去一探究竟吗？显然是不能的，仅
仅是一段文字，就被吓成这番模样，怂！甚至不明真相地想
好了这次读后感的标题：《假如我是苏菲》……真的失眠了！
于是将它闲置了许久。假日里，瞥见了它。艾伯特是谁？席
德又是谁？苏菲和他们相见了吗？好奇心还是驱使着我又拿
起了它。“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只有一个条件，要有好
奇心……”我想说，好奇心让我读完了小说，却完全忽略了
它的实质：哲学。没想到的是，尴尬来得那么突然，丝毫没
有防备。

尴尬。

读完小说的那天下午，第一节语文课，《生命与水》已接近
尾声：生物钟是怎样进行的？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虽
然人体存在着许多不解之谜，但我们知道，水是生命之源，
人体一切奥妙都离不开水。话音刚落，一只小手高高举
起：“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人死后有灵魂吗？”我怔住了，
许是苏菲的影响，脑海中突然蹦出了这样的想法：这孩子和
苏菲一样也碰到了一位神秘的哲学老师吗？抑或是苏菲和艾
伯特从少校的故事中走出来，操纵席德与少校已不能满足他
们，又来寻找下一个目标传授哲学了么？还是席德与少校？



（荒谬！荒谬！）

小的时候，对于这种问题，我也是困惑的很，也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渐渐地淡忘它们了，如同书中所说，那种爬进兔
子皮毛深处的微生虫，怡然自得的生活着，不觉地很佩服他
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回答？像苏菲的妈妈那样，还是学
校里的诡辩家？关键是我也不知如何诡辩。此刻，好想让艾
伯特或是少校，又或是乔斯坦贾德来回答，突然很后悔忽略
了哲学的部分而只是看了个热闹，我想要是略读懂了个一二，
起码还能诡辩几句。“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说，是没有的！事
实上，到底有没有，老师也不知道。”什么答案？尴尬得溜
出了教室……哎！悲哀悲哀！一个不受待见的诡辩家也称不
上了！

谬谈就到此结束吧！再读！再读！说不定还能和他诡辩个一
二。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五

《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
方哲学史的长篇小说，它以小说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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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菲的世界》是一件爸爸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而且是最
用心的礼物。爸爸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不被扼杀，为她亲
自编撰了一本充满智慧的故事书。书中的人物并不复杂，但
故事情节比较吸引。

故事主要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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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苏菲的世界》感觉就像是登山一般，拾级而上，一步一
步地往上爬，走着走着，你发现自己仿佛已经远离了喧嚣的
世界。抬头仰望天空，在感叹宇宙和生命的同时，不禁唏嘘
自己的渺小，于是不得不对生命和自然心生崇拜和敬畏。

《苏菲的世界》即是智慧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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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和好奇。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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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菲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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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深思的概念，苏菲在迷茫中开
始思索，并在她的哲学老师艾伯特的引导下了解西方哲学领
域。

在此同时，书中又提及挪威小女孩席德的爸爸，为了让他的
女儿开始接触哲学，编出了苏菲的世界一说。

这整本书就由这两个亦真亦假的故事互相穿插而成，感觉虚
虚实实的!就着“我从哪来”、“我是谁”……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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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成为历史的那
些有着精辟的思想的大人物——莎士比亚、达芬奇等进行了
一次心声的谈话，目睹了历史又一次严肃的重演。

看这样一部作品，让我看到了人类的文明。



除了追求知识的流行趋势之外，我发现在教育上的缺失，我
们的教育并未提供有关人生和其意义的必要知识，而这些答
案正隐藏在哲学的奥秘里，然而现在的教育在哲学方面给人
的感觉是“哲学”就应该是生涩的、非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高
深理论!所以以前我对哲学就是抱着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想
法!但读了《苏菲的世界》以后才发现，其实我从来就不了解
哲学。

以上是我看到一部分的感受!不过很多事我还是没想通啊!就
像书中说的人常把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归于神论，等到哲学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信无神论!接着哲学继续
发展，宗教出现了分裂，基督教开始深入人心!大部分西方人
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可是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战争避免
不了!

记得历史老师提过十字军的事，原谅当时我在开小差，听的
不全面啊!大概是说红十字军为了耶路撒冷那称为基督发源地
的地方，组织了教徒开始征战，开始他们也许为了教义，可
后面他们虐夺路过所有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宗教是可
以洗涤人类的心灵!只有人的自我觉悟才能改变一切!因为只
要人愿意，一个原本是博爱的教义会被人曲解!我想哲学是可
以让人们了解自己，改变自己，让人顿悟的学问!

暑假在家闲来无事，就把以前在上学买的书整理一下，发现
有好多书自己竟然没有好好的读完，都是听老师说要看什么
书自己去买来了，结果随便翻几页就扔在那里。

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就决定在这个假期里好好弥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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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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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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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花季少女，某天回到家，发现了一封写着两个哲学问题
的神秘来信。

于是，在一位哲学老师用一封封信的引导下，开始思索与探
索，从古希腊到现代，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佛洛伊
德，所有哲学大师所思考各类问题与学说，最后塑造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本书使我明白了哲学的.意义、人的生命和各种哲学学说：

如果把地球比做一只用于变魔术的兔子的话，我们就是居住
在兔子绒毛深处的细胞。

我们出生于细毛顶上，刚开始我们对这场魔术十分好奇，而
人们慢慢长大了，对世界不再好奇了，就去了毛皮深处，并
喜欢上了皮毛深处的生活，就不再过问世事了。



哲学家就是那些努力向上爬，并把别人拉上去的人。

只要你有好奇心，再加上50%的努力就能成为哲学家。

在我们的心灵，四周都有“滤网”，由于“道德”已经步入
了我们的意识里了，所以他不断在约束我们的一举一动，这
就是著名哲学家佛洛伊德所称的“超我”，也就是“良心”。

直到有一天，这个人忽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不好的欲望。

这时，“超我”开始履行责任，把这个不怀好意的欲望，五
花大绑，架出了我们美丽、脆弱的心灵，并把围墙加固。

这个欲望非要闯进，就走进了潜意识，于是这个欲望就开始
不断出现，心灵开始有了压力。

最终心灵崩溃了。

这个人得上了抑郁症。

在医师的引导下，这个人又把欲望请出了潜意识，与其正面
交锋，最后欲望被消灭了，心灵恢复了。

这告诉我们要正面对待自己的欲望，及时与家人沟通，不要
埋在心里。

所以每件事都要有理性的思考，才不会冲动，做错事!

还有，一个人，不一定能肉体长寿，但理性(作为人的灵魂)
是永恒的。

“灵魂渴望乘着爱的翅膀回家，回到理性的世界，它们渴望
从肉体的枷锁中挣脱。”大多数人都紧抱着理性的肉体不放，
他们从不去想他们拥有每一件事物的原因，从不去认清世界。



不知道灵魂不朽，不去塑造自己的灵魂，也从未成功。

海伦凯勒就是这样的人，她虽然眼瞎、耳聋、口哑，却从不
自暴自弃，还用自己的毅力与决心，考上了哈佛大学，为自
己赢得了一条宽敞的人生大道。

生命与灵魂是要用心塑造的，你走的路是你自己挑的，生命
是你自己的，不要虚度年华，无所作为，一定要把命运踩在
脚下!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篇七

哲学，这个名词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它虽然
不是那么的浅显易懂，但是它或许可以解答我们的所有疑问，
使我们懂得真理。而这本《苏菲的世界》像是一位彬彬有礼
的绅士邀请我加入这场令人大饱眼福的哲学盛会，令我受益
匪浅。

所谓哲学，是追求真理，是让我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让
我们获得有用的智慧，而这些，坑定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新
月异的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