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人类简史读
后感(实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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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帮助!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一

好久没有这样一口气把书看完了。尤瓦尔赫拉利，从上帝的
角度，没有国别民族的区分，没有宗教意识形态的桎梏，从
十万年前谈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呼应了当下人们的
某些普遍需求和焦虑。向大家推荐!主要有几点感想：

1.人类的存在是无数竞争的结果。十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
智人由东非大裂谷出发，在地球发展数万分之一的时代里，
占领了生命的高峰，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北京人、蓝田人
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智人消灭。

2.动物行为的'动力都是由其基因驱动，人和生物只要有利于
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生物的神经系统就会悄悄地用愉悦的感
觉来回应，种族竞争的本质是物种数量的竞争，计划生育不
应该只是减量的计划，也需要增量的计划。

3.三种力量推动全球一体化，金钱、帝国和宗教。而金钱可
能是目前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关系的纽带，市场经济配置
资源追求金钱最大化的方式成为大多数政府的选择。单纯意
识形态的宗教正在最后的挣扎，如伊斯兰的isis们。

4.人类社会关系正在变革，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
和市场替代，我们成了相互疏远的个体，个人的生存不再依
赖家庭，微信、facebook等等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对公司而言信息革命势不可挡。

5.社会主义在未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科学使人获得了神的
能力，当基因改造使得长生不老、智力增长成为现实时，人
类社会阶层的永久固化将会来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减少这
个差异，保证人类万民生物学特征的永续。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二

现代杰出的物理学家，被誉为“宇宙之王”、“爱因斯坦之
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理理物理学家之一。”xx年生于英国牛津，
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并获得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
位。21岁的他，患上了渐冻人症，被禁锢在轮椅上20年，他
的贡献正是在轮椅上做出来的，他，就是身残志坚的霍金先
生。

《时间简史》是一本优秀的天文科普作品，它使我认识
到——在世界之外，未来之变是多么神奇和美妙。《时间简
史》清晰地解读了宇宙的很多问题，将高深的理论物理学通
俗化，增配大量图片，让读者更加理解霍金的思路。

读了这本《时间简史》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许多天文科普知
识，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禁锢在轮椅上20年的成功人士——
霍金。

霍金虽然是一位残疾人士，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向外发出告
示，只能靠助理和家人的帮助下生活，只能靠轮椅到世界各
地演讲，只能靠三根手指去控制轮椅，虽然他的身体残疾了，
但他的脑子和心灵都没有残疾，正如他所说的:一个人，身体
有残疾绝不能让心灵也有残疾。

我也要学习霍金的这种身残志坚的精神，在学习中遇到困难
不低头，勇敢去面对现实，在生活上，微笑地面对生活上的
点点滴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遇事无难易，而勇于



敢为”正是我以后奋斗的目标。

霍金一生的坚强，一生的志气值得我们学习，他面对困难不
低头的意志更值得我们学习，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读懂这本
《时间简史》，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会重新拿起这本书，
细细地品味，书中的宇宙论，书中的霍金意志。

世上永无霍金，时间永留简史。世界上永远都不会再次拥有
霍金，但是，霍金的智慧和《时间简史》永远留在世界上，
保留着。

步入大二初便计划阅读这本书，不同的年龄段去阅读这本书
其实是有不同心境和思维方式的，在以往我会觉得这样的书
会非常干涩，让人难以读懂。就如同我在阅读《瓦尔登湖》
时，其实是不太明白其中内涵的。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三

2018年3月14日那天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人都在缅怀霍金先生，
突然就想到了一句话，伟大的物理学家不是说活着的时候能
给世界带来多大改变，而是死的时候可以让不了解他的普通
人也从内心深处感到悲伤。就像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死的时
候，素未谋面的麻瓜也为他哀悼，因为再也没有人可以保护
他们。
基础物理是人类自然科学的皇冠，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像是图
腾般的存在。《时间简史》在学术水平上可能稍显不足，但
是对于我来说，却唤起了我对理论物理的兴趣，让我这样没
有深入学习物理的人也有了深入思考宇宙时空的热情和勇气。
我相信所有人在读完《时间简史》后都会发现自己原本的那
套经典时空观完全崩塌了，在看完这本书后，我第一时间的
想法也是，究竟什么是时空呢？时间真的存在吗？越是深入
的了解物理，我发现这个问题越难回答。
日月更替，花开花落，时间怎么能不存在呢？但是到今天为
止，时间在物理上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我们还是只能



用一种物质的运动过程去定义另一种物体的运动过程。我们用
“铯-133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辐射震荡9192631770
周”定义为一秒，但是这和我们把太阳升起再落下记成一天
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这个定义能具体告诉我们时间是什
么吗？
不能。举例来说，当我们使用米尺来计量木板的长度，在得
到数值之前，我们的双眼就能直观地感知到长度。
可时间呢？它看不见摸不着。那么，我们测量的是什么？虚
无。无论我们的参照物是地球自转抑或表针转动，我们只是
在不同的时长之间比较。无论何时，我们总是通过对比另一
种运动来评估一个行为的用时。我们看见表针在动，于是我
们说“这就是时间”……但在物理学家看来，这显然不够，
他们希望“看见”时间，比如构成时间的基本粒子，就像他
们已经捕捉到的“产生”质量的希格斯粒子。
这并不是玄学，物理学不是玄学，并且基础物理学家们几乎
都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为了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时间，我越
发的想要了解更深入的物理知识。我了解到在惠勒―德韦特
方程（就是爱因斯坦死前想要完成的统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的方程）中没有时间变量t，在该理论基本构架的任何地方都
没有它。时间好像并不是在物理体系中必须存在的量，我常
常会想，在以后的某一天，也许时间的概念真的被物理学家
抛弃，那时的物理会是怎样的全新的景象。
经常有人问我，你看这些有什么用？我不知道，虽然这些物
理理论很多都没有证实，他们的数学推导我也好多看不懂，
但是我还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了解他们，在我心里，宇宙和
时空总有种壮烈的美感，是平淡生活的诗意寄托。我也经常
回想那个充满物理大家的年代，那时候，物理学家还可以是
大众明星，他们说着一些玄妙但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压弯
了空间的太阳，半生半死的猫，他们在戈壁上点亮一千颗太
阳，让人类的脚印踏上月亮。那时候上帝刚刚死去，科学是
新的神祇，而人类是它的信徒，一切都在混乱中重生，一切
都充满希望。在我心里，人类的未来永远都是星辰大海，而
不是刘慈欣在《不能共存的节日》里说的那样，我们变成了
超级计算机里的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切，但是也失



去了一切。
希望大家在艰难生活的同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头顶的星空。
而不是现在，“youpromisedmemarsd,igotfacebook.”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四

小学的时候就听说了，史蒂芬.霍金所著的《时间简史》，虽
早想一窥究竟，但终究功力浅薄而没有为难自己。我对于自
然科学的喜爱可以追溯到三四岁的时候，至今还记得，夜晚
美丽而浩瀚的星空，使我第一次对自然发出了质问与感慨。

如今，历经十年数理化的修炼，功力激增，虽尚无浑厚殷实
之沉淀，却已能了解少许，但有力余，便欲牛刀小试，有幸
于书店中觅得此珍贵之书，便买诸家中，悉心运气以观。

此书虽销量达1000万册，创科普著作之奇迹，引无数观者摘
镜立目，但仍因其内容之艰深，专业知识之涉域甚广，使文
人墨客欲其书者尽折腰而视之为“天书”。

霍金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史以及当代物理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其中的波粒二相性，宇宙不守恒，量
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反物质理论，黑洞引力论等等，皆
为大学理工科专业内容，常人想以此书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
用具，实非明智之举。

全为此书而费尽心思，虽尚不可彻悟其内之深涵，却也略悉
端倪，了明大意，知作者之用心。于此，便欲粗评一二，倾
我心之领悟，流我思之感慨。

一、对霍金——终为大师也

自幼患异症，身不由己，却意志刚毅，才思敏捷，为此浩瀚



之文，足可见其气之深广而奥绝也。此书绝非仅以理科专著
自居，更溢人文情怀并与机智修辞。此举，实深刻记于我心，
令我无能忘之。

二、对内容——回味中带着思考，思考后更是回味

读书使人明智，此言非虚。《时间简史》一书就是把读者引
向宇宙的起点和万物的本源，从而引发我们对个人、对同伴、
对事件、对社会、对生命、对世界、对意识等等的思考，进
而使我们在自身寻找本质。无意中便提高了思维的深度与广
度。此书从宇宙图像说起，系统地介绍了时间、空间、量子、
自然力、黑洞、虫洞等内容。我们在与作者一同思索中，堕
入了科学的迷幻之网，似乎时而看见一丝亮光，也许那就是
未来的可以认识的世界。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看了现代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写的著作——《时
间简史》。

这本书重点写了我的宇宙、宇宙和时间、量子物理与相对论、
黑洞、时间箭头与时间膨胀这五个方面。

听说，当时霍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全身瘫痪的状态下完
成的。我想，霍金已经只有两个手指能动了，但他还是每天
坚持阅读。这种坚定的意志力是常人不可有的。在轮椅上的
霍金，虽然已经全身瘫痪了，但他的思绪飞出了太阳系，飞
向了神秘莫测的黑洞。

他写出了现代人最喜欢看的《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
洞》，他还发明出了一套科学模组，成为了英国皇家研究院
最早的会员。

霍金写的《时间简史》主要介绍了宇宙是怎样由来的到黑洞



的形成。说起黑洞大家也应该知道，黑洞是由一颗恒星衰变
只后，变成了白矮星，白矮星衰变了之后自然而然就变成了
黑洞。同时黑洞也是宇宙中密度、引力的物体，它的大的连
光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现在我想到了一句名言：成功=99%
的努力+1%的天份。就像霍金一样，不断努力，才能成功。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六

宇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有多大？又到底长什么
样子？里面有生命存在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心中的
谜。虽然也曾幻想过各种各样的答案，却无一不是可笑至极。
毕竟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去思考宇宙还是很无力的，不管再
怎么努力，最终也不过换来一种雾里看花的无奈。

宇宙与我们仿佛隔着一层薄纱，只能隐隐约约地窥其轮廓，
却难见真容，处处散发着神秘感，不断地诱惑人们不知疲倦
地、无止境地探索宇宙。

如果说之前我对于宇宙的了解是一张白纸，那么在读过《时
间简史》后，这张白纸倒也算是添上了几番色彩。

《时间简史》的作者是斯蒂芬·威廉·霍金，他是英国剑桥
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是二
十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并于二十三岁时取得了博士学位从而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
工作。

在霍金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的一生里，他担任了三十年的卢卡
斯数学教授。主要研究宇宙论和黑洞领域，曾证明了广义相
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更是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
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
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



面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像英国荣誉
爵士、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皇家艺
术协会会员等也都罗列其中。

作为一个伟人，霍金也写下了不少的著作，而《时间简史》
正是其中最为出名的。这是一部将高深物理理论通俗化的科
普范本，他以丰富的想象、宏伟瑰丽的构思、优美的语言使
人们认识到：宇宙是如此的神秘和奇妙，以至于使人遐想万
千，如遨游天际般，实地领略了时间和宇宙的诸多奇景。

即使这本书已经通俗化了，却依然还是那么的高深莫测，所
以我也只能读懂一些皮毛，甚至有的地方看的一头雾水，但
就是这些皮毛也让我受益匪浅。

《时间简史》整本书一共不过不到二十万字，却洋洋洒洒地
概括了探索实践和空间核心秘密的故事，这都是一些关于宇
宙本性最前沿的知识。全书十二章，不算多，却也很充实。

原来庞大的宇宙在形成之前也只不过是一个无穷小、无限紧
密的奇点，经过大爆炸后开始膨胀。然而在大爆炸时宇宙体
积被认为是零，所以是无限热。但是辐射的温度随着宇宙的
膨胀而降低，在大爆炸作文后的一秒钟，温度就降低到约为
一百亿度，这大约是太阳中心温度的一千倍，亦即氢弹爆炸
达到的温度。此时的宇宙主要包含光子、电子和中微子(极轻
的粒子，它之手弱力和引力的作用）以及他们的反粒子，还
有一些质子和中子。而在到爆炸大约一百秒后，温度又降低
到了十亿度，及最热的恒星内部的温度。但是到了之后的一
百万年左右，宇宙变得异常安分，仅仅只是继续膨胀，并没
有发生什么事。最后，温度降低到了几千度，电子和核子不
再有足够的能力去战胜它们之间的电磁吸引力，就开始结合
形成原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地球开始形成了。然而地球原先也是非常
热的，并且没有大气。在岁月的长河中它冷却了下来并从岩



石散发的气体中得到了大气，但是人类依然无法在这早先的
大气中存活。因为它里面不包含氧气，反而有很多对我们有
毒的气体，例如硫化氢，即使鸡蛋变臭难闻的气体。不过到
了后来，第一种原始的生命形式出现了，并逐渐地将大气改
变成今天这样的成分，给了如今地球上生活的生物一个生存
环境。

谈了一会儿地球史，再将镜头转回宇宙。从地心说到日心说，
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在不断进步着，但直到二十世纪初，人
们还在相信绝对时间。但直到后来出现了相对论。在相对论
中，人们必须抛弃存在一个唯一的绝对时间的观念，相反，
每个观察者都有由他携带的钟记录的他自己的时间测量，不
同观察者携带的钟不必一致。这样，相对于进行测量的观察
者而言，时间变成一个更个人的概念。

也许相对时间来说，人们可能更熟悉黑洞这个词，虽然这一
术语是在不久前才出现的。一九六九年，美国科学家约
翰·惠勒为了形象的描述至少可回溯到二百年前的一个时间
观念时杜撰了这个名词。然而黑洞并不是一个很黑的洞，他
最原始的概念是“时空曲率大到光都无法从其事件视界逃脱
的天体”，即在质点周围存在一个界面——“视界”，一旦
进入这个界面，即使是光也无法逃脱。

可能提到黑洞人们又想到了另一个洞——虫洞。虫洞其实是
两个遥远时空的多维空间隧道，又称时空洞、爱因斯坦-罗森
桥，也译作蛀孔。虫洞是一九一六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
希·弗莱姆首次提出的概念，一九三五年爱因斯坦和纳
珍·罗森写了一篇论文并在该论文中指出广义相对论允许虫
洞的存在。但虫洞不能维持得足够久以使航天飞船来得及穿
越虫洞：虫洞会缩紧，所以飞船会撞到奇点上。因此虫洞是
无处不在且转瞬即逝的。虫洞可以把平行宇宙和婴儿宇宙连
接起来并提供了时间旅行的可能性，而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来
看还是远不够进行时间旅行的，但人类的科学技术还在不断
进步，因此我希望能看见时间旅行实现的的那一天。



也许，当人类摸清了关于宇宙的一切时，才相当于见到了上
帝吧。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七

我会！

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在我读完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后。
霍金，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让他丧失
对真理的渴求，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思想和精神不能都是残
废的”他虽然不能说话，但他用一个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向
我们揭示宇宙的神奇，将黑洞旁光线的路线类比做警察抓小
偷，将膨胀的宇宙比做一个茁壮成长的小孩子，一个个枯燥
无味的定理在他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给人以一种美的感受！
让我们遨游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令人无限遐想。

读完了这本书，我便深深地爱上了物理这门功课，爱上了宇
宙，使我明白人类是多么的渺小，激发了我对外太空的无限
好奇，量子力学是否是事物的最终描述？到底是否存在超光
速等等。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探索是人类的本能，如果我们能发现一
个完备的理论，能使我们人人都可理解，人人都可参与讨论
我们宇宙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此找到了答案，那
将是我们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因为那是我们知道了上帝
的精神。

抬起头来，仰望星空，不觉发现我们很多人都在忙碌着去描
述我们的未来，却忽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活在当下，立足
现实，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八

从识字以来，我读过很多书：《西游记》《俄罗斯童话》



《上下五千年》……然而，现在五年级的我有些不满足于这
些书了，开始对《前世今生》《时间简史》一类讲述哲理、
科学的书兴趣盎然。虽然初看上去，这些书枯燥无味，但是
细细品味，却常常引发我无限的思考与遐想。下面，来说说
我读《时间简史》的故事吧。

第一遍读《时间简史》时，我只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大都是
跳读，略去了那些艰涩难懂的部分，只看有趣的内容。但即
使这样，仍觉得无聊，先后也只是翻了两页，便束之高搁了。

直到有一天，无聊的我，抱着好奇的心，再次打开了那本黑
色封面的《时间简史》，低下头，静心地品味起来。我随手
握起铅笔，点点划划，慢慢记下自己的疑问，一跃而出的灵
感……咦！什么时候那些黑白的文字渐渐生动了起来？慢慢
地，我被带入了一个科学的世界：与亚里士多德观赏水、火、
土、木几颗星星的变化；与托勒密一起钻研宇宙中心的秘密；
与哥白尼、伽利略一起用真理、事实来推翻错误的理论……
一页一页，我认识了伟大的发明家爱因斯坦，坚持真理的伽
利略，发现地心引力的牛顿；我了解了反粒子、对偶性、小
圆周、光子的概念……与此同时，我也提出了不少疑问：宇
宙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每颗行星的小圆周都是一样的？
在恒星光谱中，什么颜色代表最热，什么颜色代表最冷？行
星与恒星各是怎么形成的？……一堆数不清的疑问，让我不
断地查电脑，翻阅其它工具书，甚至用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
神，像唐僧念经一样在爸妈耳边不停地问，问到二老大声喝
斥也浑然未醒。无尽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我对
《时间简史》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了。看到后面，不少先前的
疑问迎刃而解，那种豁然开朗的滋味让我欲罢不能。

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去做试验。我尝试和伽俐略一样，从楼上
同时扔下两个质量相差很大的瓶子，看看它们是否同时落地；
当看到书上说：“飞船在太空中直线飞行，路径影子投到地
球上的二维影相就显明是弯曲着”时，我也尝试着用铅笔在
地球仪上测试；读到“视差”这一段时，我也试过坐在车上



看远处一点也不动的太阳……那时的我，竟也感受点儿“科
学疯子”的味道。

在读完《时间简史》后，更多的书成为了我的阅读目标：
《果壳中的宇宙》《玛雅历法》《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感谢《时间简史》为我打开了科学探索的大门！有
时候，我也想过，以小学的水平来读这一类书，是不是太困
难，太“不求甚解”了呢？因此，我开始放慢速度读，一点
一点“煮”着读，思考研究着读。

这几本书便成了我无声的老师，将知识一点一点地送给我，
引领我走向神秘的科学世界。虽然深奥难懂，但是依旧情有
独钟。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九

《时间简史》是由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黑洞理论和“大爆
炸”理论的创立人史蒂芬霍金撰写的一本有关于宇宙学的经
典著作，是一部将高深的理论物理通俗化的科普范本。

“任何物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出来。
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
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是我看《时间简史》中所得
出来的结论，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所有的物理理论，你永
远不可能说是真理，哪怕是准确推测了千万次，只要下一次
出现了不符合的推断，那么这个理论就不成立。

正如我在网上所看的马克思的座右铭，思考一切，换而言之
也就是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人类前往的动力，只有这样文
明才会进步，不然将会面临的结果只会停滞不前。以前，我
从来没有过这个观念。

读了这本书后，脑中一直旋绕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宇宙到底
有没有过大爆炸？宇宙到底是不是一个无限小的一个点？会



坍塌，还是最后趋于稳定？宇宙是无边无际的还是有尽头的
的？人类能否发明出时光机回来过去？所有问题迎面而来。

霍金曾说过：“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完成我对宇宙的认识，
这包括宇宙为什么会存在。”包括霍金在04年也宣布过关于
黑洞的理论存在的错误。他说：“黑洞并非如他和其他大多
数物理学家以前认为的那样。

宇宙是神秘的也赋予黑暗，但是在我们内心之中有拥有着这
样的宇宙！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十

这个寒假，我读了科学家史蒂夫霍金的《时间简史》。

可能这一切一切的问题，你或许现在就能给出一个“满意”
的答案，可是谁又能知道，你给出的答案或许就像是从比萨
斜塔上落下的那两个不等重的铁球不同时落地的“真理”呢
可能仅仅在当时的情境下被人们所认可，但是随着科技的发
展和人类的进步，将会有更多的伽利略站出来，告诉你不是
这样的；也会有更多的哈勃望远镜向你展示，原来宇宙真的
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此时你可能会有所迷惑，到底什么
才是真理，没有人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一切都要交给时
间。

最后，从这本著作中，我深深的了解到科学上的很多重大的
进展都是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们不盲目的追随，而是有自己的
思想和见解，有时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提出的理论。首
先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赶上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有这样好的
环境来学习，拓展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培养自己
的能力。其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条件来努力学习，在
学习方面我们也不应该盲目听从课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应
该带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我们也应该多多向老师请
教，毕竟老师的知识和阅历还更加丰富的。同时在校学习的



期间我们也应该逐步的走进社会，感受社会，了解社会，这
也能更真切地给我们有竞争的意识，培养自己多方面思考问
题的能力，亦即创新思维的培养。

身体的不幸让霍金体会到了地狱般的煎熬，然而他却以孜孜
不倦的科学精神在自己的地域中缔造了人类的天堂，这是不
幸中的大幸，正如霍金本人自述：“幸亏我选择了理论物理
学，因为研究它用头脑足矣。”这正证明了约翰·弥乐顿的
名言：“头脑是他自己的住所，他在其中可制造地狱的天空，
也可制造天堂的地狱。”

让我们记住霍金和他的《时间简史》，更让我们铭记自己内
心深处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