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模板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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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一

文学是无数的语言文字拼凑而成的艺术，科学是无数的定理
定律组成的知识体系，美学是无数人对现实的感觉所组成的
审美意识，而哲学，我觉得它是无数个世界的概括与总结。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谈到哲学，也很少有人会去研究
哲学。在大学里有那么一句话：选择哲学，等于待业。这句
话说明了哲学这条路是条死胡同。在以前我对哲学从来就没
有任何的概念，从不知道哲学是什么，也从没接触过，但在
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认识了哲学。在一次演讲中我选择了
《苏菲的世界》作为题材。阅读了它之后，我总算明白哲学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陌生，其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不论是文学、
科学、美学等等它们都有哲学。

在书中我分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我认识了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笛卡尔，佛洛依德等等著名
的哲学家。记忆中最有趣的一句话就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
说的一句话：cogito, ergo sum。这是法语翻译成中文也就是：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根据字面上的意思很容易理解。意思就是因为
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可是笛卡尔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呢。
笛卡尔是当时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他怀疑世界上的每一样



东西，但有一件事情是他绝对肯定，那就是他一直在怀疑。
也因为他一直在怀疑，所以他一定是无时不刻的在思考，而
因为他必然是在思考的所以他也一定是一个思考的存在者。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也就是那句，我思故我在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又有了新的疑问，为什么思考的就一定是存
在者呢？不思考难道他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么。之后我便
用我哲学的头脑解开了这个疑问。

因为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
那无疑，他和一具行尸走肉是完全没有区别的，也只有当自
己在不停的思考当中，生活才变的有意义，而世界也将会承
认这一个思考的存在者。

刚解决一个问题，不自觉的，我的脑海中又跳出一个问题，
难道只要思考了，存在了，生活就一定有意义吗？那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人想要自杀，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他们并没有
感觉这个世界有意义，他们是厌倦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并非只要思考，那生活就是有意义的。记得在书
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早上一家三口吃完了早餐，妈妈便
转身去收拾碗筷了，就在这时，爸爸突然飞了起来，悬在了
空中，仅有2岁的孩子看见了什么表情也没有，但是当妈妈转
过身来的时候却吓的晕倒了。

这个世界。而孩子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最多只会好奇，为什
么爸爸飞起来了，妈妈没有飞。他只有一颗好奇心。但是现
在的大多数人都早已习惯了这个世界，不会愿意多费精力去
思考那些费脑筋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
而对于生活条件差的人，自然就会产生了厌倦的心理。如果
当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么一个世界，不愿多加思考
的话，那这个社会也就将停止发展。而当我们带着一颗好奇
心去思考时，我们自然会明白得越来越多，而这个世界也将
加快脚步发展。



而当它在打开我们心中的那个世界的同时，也融入了我们每
个人的世界，成为我们各自世界中的那株萌芽。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拿起了《苏菲的世界》这本怪异而又神秘的书，读
完后，我想了很多很多......

读完后，我觉得苏菲就是代表着人类本身，她对宇宙和世界
的探求代表着人类对哲学和世界的认识以及探索。所以优秀
的世界观是人类的探索活动提供正确的引导。我们应该像苏
菲学习，要做一个勇于探索，勇于尝试，敢于发现的人，说
不定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生活中探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探索，需要经受种种的挫折。
一个人需要在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渐渐成长。新东方学校的
俞敏洪曾经历过两次对自己有转折意义的失败。一次是连续
两年高考失败，一次是出国留学梦的破灭。不过，正是这些
磨难使他找到了新的机会，于是他抓住了生命中的一次机会
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失败固然可
惜，但它可以磨炼人们的意志。正如腐朽的土壤中一样能够
生长新鲜的植物，腐朽的土壤也一样能够为植物提供丰富的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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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三

看完这本名著，我有一个感想，那就是：苏菲他是一个好奇
而且好学的孩子，从他接过神秘来信时，他就有一种好奇感，
再加上信上那些奇怪而且深远的问题，使她情不自禁的去弄
懂这些问题。接着就在一位导师的引导下思考一些各位大师



所思考的问题，首先他应该有自信，然而事实却比他想象的
更离奇、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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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大脑里、者，但《苏菲的世界》的的确确是崭新的
世界。那是智慧的世界、梦幻想的世界、敬仰的世界、感叹
的世心里面都想得很多。虽然有一些不切合实际，但是那都
是一些发自于内心的幻想，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但我们都
会有同样的感受，那是一种哲学的幻想。先人把一个又一个
不解的哲学命题留给了后人，把一部又一部经典的传世佳品
赐予我们。哲人用艺术的口吻教导生灵，文人用理性的笔触
感染灵魂。我们的祖先在遗留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更把弥
足珍贵的鉴赏之道传授于世。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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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五

14岁的少女苏菲不断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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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
菲走进了哲学，走进了智慧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从无到有，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已经存在的万事
万物必然有个开端，自然派的哲学家们持有这种想法的并不
多。我们都曾经好奇万物从何而来，最早的希腊“自然派哲
学家”认为有“一种东西”是一直都存在的，他们相信，世
上必定有某种“东西”，万物皆由此衍生，而且最终仍旧回
归于此。于是各种思想得以发展：泰利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
安纳克西曼德认为我们的世界只是他所谓的“无限定者”中
无数个生生灭灭的世界之一；安那西梅尼斯认为万物之源必
定是“空气”或“气体”。这三位米雷特斯的哲学家都相信，
宇宙间有一种基本物质是所有事物的源头。

然而，过去许多千百年的谜题如今都有了科学的解释。人们
提出哲学性的问题，哲学家们又提出了答案，在这种不断问
答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得以进步，而我们之所以能提出哲
学性问题，是因为人有好奇心，人们对于活着这件事非常惊
讶，因此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对生命的疑问。这就像我们人看
变魔术一样，由于我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于是便问



道：“魔术师如何能将两三条白色的丝巾变成一只活生生的
兔子呢？”不幸的是，大部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失去好奇
心，因为我们见得多了，便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只有哲
学家们保持着好奇的态度，希望弄清楚魔术师的把戏，这也
是我们对哲学枯燥片面的印象的原因。

《苏菲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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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好奇，
我们也将会由此领悟哲学的魅力。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六

在某个书店中，我看到了一本书《再见，苏菲斯》，这不是
言情小说么？打六折！我的眼中发出了奇异的光，可是摸了
摸口袋，已经所剩无几了。之后，我在另一个书架发现了
《苏菲的世界》，莫非这和《再见，苏菲斯》有联系么？好
像很神秘的样子……好，就买这本书了。

我突然发现我在自己找麻烦，这么烦的一本书，我为什么会
买？但是，随着阅读，我似乎发现这本书有一个特点——麻
烦是肯定，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入迷，我甚至从中午十
二点一直看到午夜十二点。虽然没有汲取多少知识，这里的
知识太丰富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光是人名就让我头昏
眼花的，但是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方面还是有限的，比如书
中很少谈及中国哲学(如果要谈及中国哲学史估计说三天三夜
也说不完)。

我很喜欢希腊神话，我认为希腊的神离我很近，因为他们拥
有普通人所拥有的特性。而中国的神读我来说太遥远了有一种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感觉。

《苏菲》一书中介绍了西方的哲学史，我看到了人类是如何
进步的，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哲学就是关于智慧的学习，
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新的名词，我一直以为哲学是一个十分



复杂的学科，就是讲道理的，和科学历史等等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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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用一辈子的时间用心学习。

乔斯坦贾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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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书中有几幕中加入了不可能在现实中
出现的童话人物，像小红帽，爱丽丝之类的，很可爱的想象。
还有他的授课方式——写信，对话(至于那影碟，我们看不见，
只有苏菲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与其他哲学书相比之下特别多姿
多彩，我想他一定思考了很久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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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困扰了读者。之后作者化身为艾伯特(艾
勃特)一一为苏菲(读者)解答。那哲学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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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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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回小说推销员，《苏菲》一书与爱情小说一点关系也没
他有可以让人大开眼界，可以是人发现世界的奇妙，也可以
让人对哲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也许会激励人成为一个哲学
家。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七

《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所著作的一本哲学启
蒙书。不同于其它的哲学作品，这本书以故事小说的情节层
层深入，读起来也不似那样枯燥乏味，而是十分精彩并且深
深吸引着我。初读了文章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年龄同
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苏菲收到了神秘的哲学家的来信，而



后她照着信里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感悟。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序言部分里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
们，做人要拥有好奇心。并且书中也举例说婴儿时期的我们
对一切都拥有着强大的好奇心，我们迫不及待想去触摸这个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看到小狗我们会学着它们叫等等。。。。
。。然而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思维就渐渐被禁锢了，我们
变得对一切淡然，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存在。但这却是
我们最大的错误！我们应该像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仍充满着
好气并且在做完每一件事后进行思考，只有对很多事情进行
了一些思考过后，我们才会更好的完成，灵魂才会变得更有
趣，充满了求知欲。这个世界其实一直都有着一些不合理的
甚至复杂难解神秘莫测的事情，哲学家很敏感，他们不单纯
地妥协，而是敏感地，对这一切进行着思考。。。。。。这
也是他们为什么成为了优秀哲学家的原因。

正是因为习惯这个世界了，才会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
所以，要改变。。。。。。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八

这是一本拖延了很久，尝试过几次但最终没能坚持读完的书。
一直好奇却又难以真正的起步阅读的一本书。面对各种生涩
的哲学词汇带来的昏昏欲睡，直接投奔软床的怀抱。

现在，终于在一次逻辑而又系统的哲学了解中开始了起
步……

《苏菲的世界》就是用一个故事穿透了西方的哲学史。厉害
的就是贾德用了嵌套的手法，构建了三重世界。可以说是
用“上帝”视角来对生命进行一次随着时代变迁的反思。以
至于到最后合上书本的时候你依然会怀疑我们自身是否真实
的存在。



手里拿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比了乔斯塔贾德《苏菲的世
界》，才能意识到能写出苏菲的世界需要多么宏大的哲学体
系构架、还需要能把抽象概念用具体的文字表达出来、伴随
着一个空间层次的故事构架。这些能力缺一不可。

个人觉得《苏菲的世界》不单单知识对于哲学的思考，而是
对整个人类认知方式的一种阐述。从哲学诞生之际对于自然
万物的研究;到古典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
代表的哲学家将视野从对于自然的研究拉回了对于人性本生
的探索和理性思考;其中还穿插了基督信仰的诞生与哲学文化
的融合、碰撞;到贯穿整个中世纪以“神”权为主导的黑暗时
代，以至于在被黑暗时代压抑了许久的到人性本性爆发
的“文艺复兴”开始了以人为本，反对“神”权的文化运动，
哥白尼、伽利略推翻了人类自以为是的“地心说”，将人与
神剥离开来，莎士比亚、达芬奇的出现让人类沉淀出来的艺
术得到绽放;接着时间长轴就到达了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的真实性，拉开了现代哲学的帷幕;黑格尔与康德对于理性主
义与经验主义的融合;之后就来到了我们最为属于立足于我们
思想认知根本的马克思的行动哲学，上层建筑又生产模式决
定和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和社会主义的认可;达尔文对于人是
上帝创造的否定。又有佛洛依德对我的潜意识的一种探考，
才知道我们人不是真的就是自己身体的主人。“自我”“本
我”“超我”的已经梦的解析。然后就到了对于宇宙探
索……文化不止，苏菲的世界的故事就还会如此继续。

于是自己开始联想到如果把认知世界分为三个方面，那么就
是宗教、哲学、科学。其实对应起来的就是认知范畴里面的
未知、想知和已知。也对应起来了这哲学对于个人的意义就
在与“想知”，知道自己的无知。需要不断的思考与探索未
知的领域、拓展已知的领域。并且不断的对自己认为“已
知”的世界进行检省。

哲学史其实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的：一个是苏格拉底、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二是笛卡尔、黑格尔、



康德为代表的现在哲学。第三就是处在我们熟悉的认知范围
内的马克思的行动哲学。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九

世界从何而来？在没有读过这本书之前，我从未问过或想过
这个问题。或许是偶然间爸爸妈妈告诉我这里是世界，从此
我就知道这儿是世界。一天当中，我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
但我却从未提出过一个为什么？不只是我一人，大家都把世
界想得理所当然，世界仿佛与我无关。所以，作者用了很生
动的比喻，宇宙就好像魔术师从帽子中拉出来的一只兔子，
关于突然变出兔子的事，我们知道这不过是魔术师耍得把戏
罢了。

我们只是想知道他如何办到而已。然而，谈到有关世界的事
实，情况便有些不同了。我们知道这世界的.不只是魔术师妙
手一挥、掩人耳目的把戏，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我们是
它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就是那只被人从帽子里拉出来的
小兔子。我们与小兔子之间唯一不同的是：小兔子并不明白
它本身参与了一场魔术表演。我们则相反。我们觉得自己是
某种神秘事物的一部分，我们想了解其中的奥秘。关于小兔
子，最好将它比作整个宇宙，而我们人类则是寄居在兔子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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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地域，一些风土人情，但思想是没有限制的。苏菲只是
书中的一个虚拟人物，你又是谁呢？苏菲是智慧的意思，苏
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第一次读《苏菲的世界》
懵懵懂懂，第二次，第三次，我会收获更多。

苏菲的世界每章内容读后感篇十

苏菲的世界像是虚无的，又像是真实的。亦真亦幻，存在着
许许多多未知的奥秘。我们的世界就是如此。



从收到第一封信起，苏菲的世界也许就就不再平凡。“你是
谁？”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包含了许多哲学的道理。在这
位神秘导师的引导下，苏菲渐渐有了更宽阔的知识面，那些
不寻常的来信，似乎也唤醒了这个14岁女孩的悟性和天赋。
她游于各个知识领域，探究着一件件难理解的哲学问题。但
未知的世界远远比她想的更复杂，更怪异。不知觉中，苏菲
的世界越来越不同寻常，可能，世界本就是这样的。

本书的作者是挪威的一位世界级作家，乔斯坦・贾德。主修
哲学，神学及文学，是当代重要的北欧作家。也许苏菲就是
他的一个缩影，是他寄托感情的人物。因此，苏菲的形象便
栩栩如生起来了，同时，也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重要的地位。

在网上的论坛我见过这样一句话“科学的尽头即为神学”。
而我认为，组成神学的重要因素就是哲学。《苏菲的世界》
大概是一本哲学入门书吧。它唤起了我们隐匿的，潜藏的对
世界的一个个问号，而后又不禁使我们产生了一个个恍然大
悟的感叹号。哲学就是这样的吧，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任何时间。

我们可以构思一下，若天地真是由盘古开天劈地而来，那么
宇宙又是怎样的存在？那么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总有人说
宇宙是无限大的，而无限大到底是多大？没有边际，甚至我
们对此一无所知。这足以见人类的渺小，世间的宽广了。于
是人类便试着去认识，去理解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哲
学的大门就这样被悄悄打开了。

书中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
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这个世界太美好，清晨的曙光，
傍晚的晚霞就足以温柔，每一颗星星，每一片云朵都让人忍
不住驻足观望，浮想联翩。所以才让人们留恋，惋惜，从而
认识生命的可贵。

所以，这不止是苏菲的世界――更是你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