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简史心得体会(汇总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你知道心得
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阅读简史心得体会篇一

三部简史，即《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
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创作的一系列畅销非虚构
作品。这三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和分析，同时也对未来和当下的世界做出了独到的观察和
猜想。阅读这三本简史，我深受启发，对人类的过去、未来
和当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通过阅读三部简史，我深刻感受到历史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
重要性。历史让我们了解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应
对未来的挑战。而赫拉利的观点和分析，让人们对人类的过
去、未来和当下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他以简明扼要
的方式，引导读者思考关键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些答案和解
决方案。这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总之，三部简史的阅读，使我对人类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对未来世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对当下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
洞察。赫拉利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让我深受启发，也为
我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指导。我相信，读者们通过阅读这三
部简史，也能够对人类的过去、未来和当下有更深入的认识
和感悟。



阅读简史心得体会篇二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历史
与文化的价值。人们通过阅读历史书籍来了解过去的经验教
训和智慧，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而《三部简史》作为一本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世界历史的经典之作，在全球范围内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经过对这三本书的阅读，我不仅对世界
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收获了一些宝贵的体会。以下将从
“简史的写作风格”、“历史事件的联系性”、“历史对当
下的影响”、“历史的不可逆性”和“历史的规律与趣味”
五个方面，总结我在阅读三部简史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三部简史的写作风格深深吸引了我。相比那些沉闷枯
燥的历史教科书，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展现了历史的魅力。
通过形象生动的描述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他们将冷冰冰的历
史事件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这样的写作风格不仅让我
感到轻松愉快，也使我更好地理解了历史的本质。三部简史
的作者追求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使得历史知识不再是高不
可攀的东西，而是可以被普通人轻松接触和理解的。

其次，我发现历史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无论是《人类简史》、
《未来简史》还是《今日简史》，它们都以颇具条理的方式
将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这种联系性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宏大和
庞杂，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我意
识到一个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其他事件息息相关，历史并非是
一连串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故事。

第三，历史对当下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对历史事件的
回顾和分析，我意识到许多当下的问题和挑战都有着深刻的
历史渊源。了解历史对我们认识当下社会的重要性，不仅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实，也有助于我们制定更好
的未来规划。正如书中所说：“学习历史并不是为了预测未
来，而是为了尝试理解未来。”唯有通过了解历史，我们才
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的挑战，为未来做好准备。



第四，历史的不可逆性给了我深刻的思考。在很多历史事件
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那些“如果”的问题。如果当时的领导
人有做出不同的决策，历史会是另一种样子吗？然而，历史
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只能通过回顾和学习历史来理解事实发
展的必然性。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时刻的决策都是建立在特
定背景下的，要理解当时的决策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应该
对历史保持敬畏之心，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最后，阅读三部简史还让我发现历史既有规律，也有趣味。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全面梳理，我发现历史重复出现的模式。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往往会有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历
史规律的存在使我更加有信心面对未来的变化。另外，历史
也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和故事，这些趣味的部分是帮助我们更
好地记住历史知识的“点睛之笔”。

总之，通过阅读三部简史，我从中受益匪浅。它们不仅提供
了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了解，更是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历史
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联系性、历史对当下的影响、历史的
不可逆性以及历史的规律和趣味，这些都让我对历史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历史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人类文明的
镜子。通过了解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面
对未来的挑战。我希望将来能够继续深入地学习历史，从历
史中汲取智慧，为自己的人生添加更多的色彩。

阅读简史心得体会篇三

一本正经的说《万物简史》大大的拓展了我的视野，它引领
我去探索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进
程，它使我感受到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种种伟大和神
奇，它让我对人类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充满敬意。

《万物简史》唤起了我对生命的崇敬之情。生命在它长达四
十多亿年的时间里，虽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和灭顶之灾，但
是却能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她的光辉史不得不使我从心底升



起敬畏和崇敬之情。正如作者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如果说
这本书有什么寓意的话，那就是我们来到地球上，实在是十
分的幸运——这里的我们“我们”，我指的是所有的生物。
在这个宇宙中，获得任何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奇迹。当然，作
为人类，我们更是双倍的运气。我们不仅享有存在的恩典，
而且还享有独一无二的欣赏这个存在的能力，甚至还可以以
多种多样的方式使其更加美好。这样一种技巧，我们才刚刚
开始懂得。”

《万物简史》让我重新认真的思索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的千古命题，我的回答是：“我”也是“我
们”，“我们”是“生命”，生命之舟必将驶向光明美好的
未来——回顾四十多亿年的生命史，我有理由坚持这条信念。
”

“一个星球，一次试验”。我想对待对待生命的最好方式，
一是珍惜她的美好，二是要为她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
人类，应当自求多福，好自为之。

阅读简史心得体会篇四

我读了《万物简史》这本书，使我的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
识增长了许多。全书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

它介绍了从宇宙大爆炸一直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有繁多
妙趣横生的奇人趣事。对“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
哪?”等人们似懂非懂的问题都做了合理解释，让我体会到大
千世界奥妙无穷。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比尔·布莱森，由北大校长许智宏教授
亲笔提序。在6部30章近500页的内容里，我最喜欢阅读第三
部中的《威力巨大的原子》。在19世纪，有些人正在搞懂远
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东西———既微小又神秘的原子。听了
这个故事，你再不会害怕死亡，因为如果某个物体死亡，原



子就慢慢离开寄主，游荡四方，寻找其他原子结合，产生新
物体。也就是说一条鱼、一张纸等都可能是你的组成部分。
但是原子到底有多少多大呢?它们大量存在，多得我们无法想
象，一切物体都由原子组成，比如在一块方糖大小的空气中，
就有4500亿个原子，世界要用多少方糖才能填满，再乘
以4500亿!啊!真是多得要命，原子无处不在!更令人吃惊的是，
它们的寿命至少有10的35次方年，这数字真是巨大啊!

惊奇和感叹组成了这本科学史料，作者用英式睿智幽默与美
式搞笑绝妙融合，贯穿全书，使我收获颇多。这真不愧是一
本能获得最高荣誉的书!

阅读简史心得体会篇五

近代科技发展异常的迅速，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
能，航空航天等前沿技术现如今已经处于相当成熟的阶段，
几十年的克隆羊，现如今可以做人体仿生器官;几十年前的超
大电脑的运算速度，远远比不上一部普通手机;很多以前被认
为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如今也都有特效药;近些年很火的人工
智能也让我们享受到了便利。享受科技革命红利的同时，我
们也渐渐被它们奴役了。

出门打车用手机，叫外卖用手机，手机本来是我们打电话的
工具，随着手机智能化，网速的升级，现在我们已经离不开
手机了，不管是地铁，餐厅还是洗手间，甚至开车的时候都
有人在看手机，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有专家预测了几百
年后的人类由于手机的存在发生驼背了。多少年前就有人担
心，机器人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真的控制人类，当他们真正
学会人类的思考，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阅读历史在于让我们牢记过往，牢记那些经历的挫折，利用
积累的宝贵经验去发展，但是我们也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