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历史知识 读人类简史心得体会(大
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江西历史知识篇一

我怀着种种的好奇与疑问，翻开了《人类简史》的封面。

《人类简史》讲述了人类的由来，历史的疑问，人类的本性
与现实的面纱。从各个方面，解释了现在人类的生活与漏洞，
是一本帮助人类了解自己的经典之著。它从文化，信仰，政
治，国际，法律等制度的起点，对当代社会发出疑问，让我
们重新审视自身。

《人类简史》一共有20章，从远古时代，一直讲述到当代社
会，认我知道了许多从课本上见不到的知识，也让我从内而
外的再次了解了人性，它让我知道了现在社会的阴暗面，与
光明面。

它是一个凌乱的魔方，只有拼好它，才能更懂它。它让我懂
得了：现代人类的文明，无一不是用别人的血堆上来的。智
人本不是孤独的，我们只是人类的一种，就如麻雀也只是鸟
的一种，而为什么智人能成为生物链的顶端呢？我想答案我
们都心知肚明，我们的祖先当时也可以与他们和谐相处，可
是嗜杀和残忍的本性，使我们大开杀戒。但，也正是这份残
忍与无情，才让人类生存到今天。人之初，性本恶。我们的
真面目，这嗜杀的基因，永远不能摆脱，和睦与文明的表象
下，藏着一份邪恶的念头。



当代社会，所有的犯罪，暴力，弱肉强食都由那份残暴的基
因造成，法院上的法官与被告人，也许只有那百分之一的不
同。这一小块的邪恶，阴险的伏在我们心上。但我们也应向
那残暴的基因说不了，只有将枷锁套上自己残暴的心，将爱
注入我们的心田，人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在未来，人
类不应只踏着别人的血前进，而更应该手拉手，共同奔跑。

《人类简史》告诉了我，我与那份残暴的相同，也告诉了我，
我与它的不同。

江西历史知识篇二

尤瓦尔赫拉利所著《未来简史》观点新颖，内容丰富。拜读
之后，有一种悲观的感觉。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换一个角度看，人类前途未必如此。

首先，从人类发展史看，总体上是进步的。从原始社会到农
业社会，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危机四伏的生活，圈养牲畜
种植庄稼，生活稳定;从农业社会到近现代工业社会，大多数
农民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进厂打工;随着现代科技
的发展，大量从事机械劳动的产业工人走向灵活多样的服务
业。

其次，(按书中观点)从第三个千年来看，曾经长期威胁人类
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从未来发展看，
人类将面临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等新议题，越来
越多的工作将由机器代替，解放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即便绝
大多数人将沦为无用的阶级，也不愁吃穿，甚至可以成天沉
湎于虚拟世界……这不是今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最能说明社会进步的是人类数量的增加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以
及人类在生物界的绝对控制权。

综上所述，我们要乐观看待未来社会的发展。



当然，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人类还面临不同的困境。例
如农业社会阶层分化的陷阱，工业社会资本对工人的剥削，
未来世界发展中的各种风险等，但究其根源，并非是人类知
识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在于人类贪得无厌的欲望和生存竞
争的生物本能。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今世界，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
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让一部
分人手足无措乃至抓狂。

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作为弱小的个体，生存其中必须
趋利避害。我是属于edirw群体，即来自东方、受过教育、工
业化、退休、妇女的群体(相对于weird即来自西方、受过教
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的群体)，也要用乐观进取的态度来
对待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要加强学习，吸收新事物;不随波
逐流，量力而行，把有限的精力用到刀口上，充分享受现代
科技给自己晚年生活带来的便利。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未来往何处去?不必深究。个人是渺小的，
是由细胞演变发展的生命个体而已，快乐活在当下!

江西历史知识篇三

宇宙的起源果然是非常奇妙的，就像《道德经》所言，可
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奇点也好，暴涨理论也罢，
都是从观察到的现象的角度尽量解释大爆炸及之后的宇宙如
何发展。当然，也会有人择理论，认为宇宙之所以如此发展，
是由于我们的存在。

种种理论，都能够解释一些现象，却还是无法对于宇宙之所
以有起源作出最准确的解释，所以有造物主拨动了大爆炸的
齿轮似乎也不是一句玩笑话啊。大爆炸后的1秒钟，温度降低
到约为100亿度，这大约是太阳中心温度的1千倍，亦即氢弹



爆炸达到的温度。这是第一次了解到氢弹爆炸能够达到如此
的温度。铁的熔点不过1500多摄氏度，熔点最高的材料碳化
钽铪合金也只是3990摄氏度，100亿度真的是一个人类无法想
象，无法描述的温度——你甚至找不到什么词语去形容它。
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原来人类已经能够造出爆炸可达10亿度
的武器了，想不到究竟什么物质能阻挡一颗氢弹的近距离爆
炸。想一想人类还是脆弱的。小到疾病的困扰，大到武器的
袭击，每一样都可以夺走人类的生命。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也是强大的，可以造出毁灭地
球的武器，也可以看到光年之外的星系。《时间简史》不仅
仅给我带来了物理意义上的思考，还有生命层次的启迪。智
慧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存在，竟也可以反映在几条染色体上，
并且经历了30亿年的从粒子到生命体的演变。我相信以后一
定会有基因改造人出现，只是不知道那时候人类是否已经冲
出了太阳系。

当下为宇宙起源争论不休，或许若干世纪之后，人类也能亲
手制造一个宇宙——就像吹泡泡一样简单。

江西历史知识篇四

本书主线是即“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
《人类简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反思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历
程。通过结合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心理学、宗教学等
领域的知识告诉我们，那些历史事实为什么会发生。

《人类简史》这本书讲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全书不仅是站
在某个民族、国家或者人类的角度，而且也站在动物植物、
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发展历史。从数百万年前讲起，
一直讲到现代，并在结尾迎来了全书的高潮，那就是人类的
可能的未来，最后的部分给人的感觉才是最震撼的。作者从
远古生物进化，讲到农业革命，从帝国主义讲到资本主义，



一段段历史娓娓道来，并在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加入了作者
自己视角，剖析分解，在很多方面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
觉。

认知革命是指距今7万到3万年，人类出现新的思维和沟通方
式，能够通过语言传递事实和信息。认知革命以前，人类是
灵长类动物的一种，认知革命以后，传说、神话、神及宗教
出现，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虚拟的想象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纽
带，协作和活动范围大幅扩张。认知革命以前，人类只有生
物学上的特征，认知革命后，便产生了历史学，有了文化意
义上人类历史。

农业革命指大约1万年前，人类通过种植、驯养等方式，由狩
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通过发展农业，人类获取食物来源更
有保障，为养活更多的人创造条件。人口大量增加，人类开
始定居，农业社会形成，出现了商品交换，出现了统治阶层，
进而出现了村镇、城市、王国。关于农业社会有两个值得思
考和讨论的问题。第一，到底是小麦利用了人类还是人类利
用了小麦?从生物角度看，一个物种繁衍的速度加快，规模扩
大，则意味着这种物种在物竞天择中取得了成功;反之，濒临
灭绝的物种则意味着物种失败。因此，人类大规模的小麦种
植活动对人类繁衍和发展的确有很大作用，但同时，小麦自
身也因此获得物种的大发展。这样看来，人类利用小麦加快
繁衍生息，但从小麦角度来看，却是小麦利用人类扩张到全
球，是共生的结果。第二，人类大规模耕种到底是增加了幸
福还是减少了幸福?一方面，大规模农业耕种使得人类拥有更
多粮食免于饥饿和痛苦，也使人类得以定居并发展出商业和
文化，无疑是好事。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业耕种使得人类
牢牢地被土地和作物束缚，不得不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
天”进行农业生产，比游牧采集为生的辛劳程度有过之无不
及。这样，原本为了增加幸福而进行的农业活动，反而使得
农民劳累不堪，难言幸福。

科技革命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7、18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



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引擎，科技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使
得人类逐渐发现世界、认识世界并征服世界。如今，科技不
仅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极大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

《人类简史》不是简单地把人类历史此般概述一遍。书中阐述
“想象的世界”这一独特视角，是构成本书独特魅力的绝妙
之处。《人类简史》阐述了人类文化、方方面面都是想象的
产物。想象构建民族、社会和国家;想象构建了社会秩序、政
治秩序、经济规则;想象构建了公司、货币和金融;想象构建
了政治、经济、文化;想象构建了昨天、今天和明天，想象让
人类从动物变成了主宰世界的上帝。

当今社会仍处于科技革命的大浪潮之中，网络化、信息化、
智能化的脚步日益加快。科技的进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人们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时候，我们也
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要一味的追求科技
带来的“财富”，我们的科技应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造福
于人类，而不是牟取私利的工具。历史从来都是由无数的偶
然造就的，正如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真正的指向是何方。只
有现在，且行且珍惜。

江西历史知识篇五

听名字《人类简史》是一部叙述人类历史的书籍，然而，它
又却与我读过的历史叙述截然不同，大多数历史书，喜欢把
目光集中在某朝某代，或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写作的
重点在于主线鲜明。还有一些则是以文明更替为单位讲述过
去，宏观概括，重点在于文明的发展与更替。但《人类简史》
的作者，所描述的则不同以往，他的脑洞很大，他的关注点
不是国家，也不是文明，而是人类，人类如何从弱小变成能
站在食物链顶端物种，人类又将走向何处?作者将为你一一阐
述。



围绕整部书，都绕不开一个词“认知”，在传统的认识中因
为自然选择，人类学会了进化，但作者却认为是因为有
了“认知”，智人淘汰了所有的竞争者，同时“认知革命”，
“农业革命”，“科学革命”让智人从食物链底端一步步到
顶端。但更令我震撼的是作者的观点，例如在作者看
来，“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骗局，“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
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农业革命所带来的并
非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反而让劳动人民承受着不该有的辛
苦与过着比原始的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新生活，它促
使人类从原本悠闲且丰富多样的日子变得单调沉闷又辛苦。

换个角度设想一下如果农业出现在现代社会，现代人会选择
现在的舒服安逸还是辛苦沉闷，它还会像回顾历史一样得到
认可吗?我无法想象。但，尽管有太多缺失，农业已经是我们
现代文明的根基。正如历史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作者
的观点独到之处在于他强调了“智人”的幸福感，他痛心作
为社会细胞的个体,“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失语，一如他在书
中，常常切换视角，从被人类圈养牲畜的眼光，被人类培育
农作物的眼光，向占据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发出声音。

当我们以“智人”的身份存活于世时，我们应以感恩与卑微
的心情再次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奥秘才会像一朵美丽
的花，静静绽放于希望的阳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