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 未来简史读书心得体会
(通用7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好的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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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篇一

看完了《未来简史》，再一次被震撼到，倒不是因为描述的
未来中人可能永生也可能灭亡，当然这的确也很震撼，不过
算不上什么新见识。书中真正打动我的是贯穿于人类发展的
一条暗线——人生的意义，虽然这个终极问题还是没有答案，
也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不过对这个问题的不断追问也造就
了人类文明本身。

用书中阴阳的比喻——阳即力量(科学)，阴即意义(价值)，
两者此消彼涨，过去几百年阳占尽了上风，“现代生活就是
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未来到底
是阴阳失衡还是阴阳转换?马克斯预言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的矛盾激化，反而提醒了资产阶级，缓和了矛盾，书中的预
言也是按现在的形势推演，至于未来是否会因为预言而改变?
我等鼠辈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人何时为人?我觉得不是直立行走，不是能够使用工具，不是
有了情感，不是有了意识，而是从能够反思开始，从我们开
始问那三个终极问题开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
里去?在此之前我们的意义是基因内置的——生存和繁衍。我
们的行为和其他生物一样，源自一套根植在骨子里的“算
法”，饿了就要吃，见到异性就要做，虽然这时也能产生社
群，也有情感，也有惩恶扬善，但其实都是自然选择和博弈
共同产生的”算法”。个体的意义就是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力量



(体力，智力)，此时可谓阳盛阴衰。

而当我们开始反思那三个终极问题，就必须要有答案，自然
界厌恶真空，于是就有了宗教，宗教完美解决了所有终极问
题，但是却限制了人类本能上对力量的追求，此时可谓阴盛
阳衰。

自文艺复兴起，人文主义大行其道，其声称人的意义就存在
于每个人本身，人生体验就是意义，努力去追求力量(科学)
吧，“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此时再次回
到阳盛阴衰，但是基因赋予的意义(生存、繁衍)，宗教、文
化赋予的意义仍然存在，与人文主义的意义相互冲突，也就
难怪这么多人感到迷茫了。

许多人预言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
对于“我要到哪里去”并没有新的答案，还是由人来赋予意义
(价值)，所以还只是人类力量的延续。也许未来人工智能开
始反思这些终极问题时，人类才会真正被替代吧，到时到底
是阳盛还是阴盛，还是毁于一旦就不得而知了。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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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篇三

课余时间，我饶有兴趣的简读了一本畅销全世界的科学著作
《时间简史》，其作者是当代著名的宇宙学家、理论物理学
家—斯蒂芬。威廉。霍金。这本科学著作可以说的上是将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的最完美的一本书，
出这点之外，此书还详细的阐述了黑洞效应和大爆炸及宇宙
奇点问题。

倘若这本书以数学公式、证明过程和科学术语为主，那么我
认为它不可能这么畅销全世界。这本书正是以它通俗的语言
文字、幽默的插图、强有力的论证过程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将
读者带入广漠无垠的宇宙，去体会黑洞边缘的神秘，去感受
大爆炸的壮阔，发人思考，引人入胜。



《时间简史》的重点就是概述黑洞和宇宙奇点大爆炸理论，
它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一步一步的探讨，补充了广义相
对论中的一些不足。作者认为宇宙是从一个密度、时空曲率
无限大的奇点通过大爆炸而开始的，在大爆炸中，物质的温
度非常高。在随后过去的一秒钟中，宇宙的温度急剧下降，
下降到大约100亿摄氏度，于此同时也在不断地膨胀，就使得
正电子和反电子(带正电荷的电子)互相碰撞以此湮灭，并释
放出大量光粒子，来维护宇宙的平衡。到了后来，得以有强
力的作用从而使物质不断聚拢，聚拢，这就形成了古老的星
球和星际物质。我们的地球，也是通过这样的物质聚拢才形
成的。

而书中的另一伟大成就是对黑洞的研究，黑洞最开始是爱因
斯坦在《相对论》一书中作出的一个预测，他假设如果存在
一空间的曲率非常大，物体的逃逸速度非常快，快到连光也
不能逃离这样的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可以称之为黑洞。但
他认为既然连光也不能逃离黑洞，读书笔记。那么我们也无
法观测到它，它名副其实是一个非常黑的洞。但霍金结合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后提出：黑洞其实不黑，它可
以放射出正反粒子，而且它还有这很高的温度。正因为它放
射出的正反粒子互相湮灭了，所以我们很难观测到它。黑洞
以极高的速度放射能量，当能量耗尽时则会向宇宙大爆炸那
样从一个奇点发生强烈的爆炸，并在宇宙中消亡。

慢慢地，就要走到了《时间简史》的结尾。读这本书，更多
地是让我从更广阔的层面去看待人类和宇宙，充满想象而又
辩证的。我知道深邃的宇宙包含许多的未知，我知道黑洞不
黑而又非常热情，我知道时空卷曲就像传送门。

站在空旷的草地上，闭上双眼张开双臂，仔细聆听风的声音，
你会发现似乎全世界都呈现在你脑海里，思绪纷飞宛若光雨。
要说能够比光快的，应该就只要思维了吧。生活在这个三维
的世界，自然不能体会四维乃至十二维的生命形式。虽然二
维的世界生命不太可能生存，但是更高维的世界应该是一个



更加光怪陆离并且有趣的多的世界吧。是不是那时候所有生
命都能够像哆啦a梦一样，拥有穿越空间的百宝箱。

或许，在我的笔下，爱因斯坦也会是一位遥远的时空旅客。
现在，窗外阳光明媚，远处连绵的山峰清晰可见。淡蓝色的
天空下，是行走的世界。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十二时五十三
分，一切静好。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篇四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简史三部曲”《人类简史》
《未来简史》《今日简史》，我都非常喜欢。古罗马有一句
名言：“一个不懂的自己出生前的历史的人，永远都是孩子。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从过
去到现在已经只剩单行道，但到未来却有无数岔路可走。所
以在疫情居家时，我就想到了重读《人类简史》。

《人类简史》是一部不长的书，却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从智人
出现到当今又到未来的人类发展全过程。书中确定了人类历
史的三个关键节点，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

认知革命是指在距今7万到3万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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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动物并无太大区别，风餐露
宿，捕猎、采集为生，要躲避其它猛兽的袭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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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和活动的范围大幅扩张，
部落的规模扩大、能力提升，开始成为自然界的主导力量，
甚至具有灭绝其它物种的能力。认知革命以前人类只有生物
学上的特征，之后便产生了历史学，有了文化意义上的人类
历史。

关于农业社会，书中提出了两个有趣的悖论。



第一个是到底是小麦利用了人类，还是人类利用了小麦?人类
大规模的小麦种植活动对人类的繁衍和发展的确有很大作用，
但同时小麦自身也因此获得了物种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是
人类利用小麦加快繁衍生息，但从小麦的角度来看，却是小
麦利用人类扩张到全球。这是个很新颖而有趣的角度。

第二个是人类大规模耕种到底增加了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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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免于饥
饿的痛苦，也使人类得以定居并发展出商业和文化，无疑是
一件好事。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业耕种使得人类牢牢地被
土地和作物束缚了，不得不日复一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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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不及。这
样看来，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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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
的“进步”，最后却成为人类身上一道又一道的沉重的枷锁。
这确是件吊诡的事情。

科学革命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7、18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
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大引擎，科学技术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
进步，使得人类逐渐发现世界、认识世界并征服世界。科技
如今不仅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
式，人类甚至可以通过生物工程等手段扭转自然的力量。未
来世界的模样必然是由科技所塑造的，也必然是值得期待的。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近期我也在读《中国哲学简史》，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程颢
也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
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
天地的“仁”。面对这次疫情，作为人类，我觉得想我们每
个人都应该深思，我们现在拥有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
强大，但我们似乎仍然感到不满，为了寻求自己的舒适和娱
乐，对周遭的动物和生态系统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灾难，一个
人可能在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
我们有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在讨论“宇宙发生论”，其中



孟子提出“天民”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人类不仅是社会的
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我们要有这种觉解，为宇宙的
利益而做各种事。

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
自然界的每一个生物，包括我们赖以生存浩瀚而无私的宇宙。
天人合一，让我们放下贪婪，尽自己所能，去书写人类更辉
煌的历史，去创造属于我们人类的更美好的未来。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六书纪贞元，三史释今
古”哲学体系中的“三史”之一。本书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与
思想融铸的结晶，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打通了古今
中外的相关知识，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
的理解，是史与思的结晶，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
[1]在阅读冯先生介绍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时，我对庄子的思想，
尤其是他的逍遥自在人生态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此我表
达一下自己的拙见。

庄子，原名庄周，是道家的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
思想与著述被记录在《庄子》一书中。谈及他的思想，一般
人就会联想到名篇《逍遥游》里所描绘的那种“为我，放任，
避世，空谈”，其实不然，应该是那种“忘我，顺其自然，
入世而超世”，并且包含着至高的人生境界。这也是庄子
对“道”的高深领悟。

一般人如果认为庄子那种避世的心态源自于他对人间情况的
不谙抑或无法应对复杂的人世间，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他对
人世间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对人生问题提出了以“道”为核
心的非凡见解。例如，他详细观察了人的情绪变化，在《齐
物论》中，一下子提及了十二中：喜、怒、哀、乐、虑（忧
虑）、叹（叹息）、变（反复）、慹（恐惧）、姚（轻浮）、



佚（放纵）、启（张狂）、态（作态）。真可谓全面丰富。
另外他还提醒到人不可扰乱人心，他在《庄子。在宥》中这
样描写人心：“老聃曰：‘女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
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彊。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
其疾府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
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说到人心理复杂的
情况，恐怕很难找到如此贴切生动的描绘了吧！由此，可以
看出庄子并非对复杂的人间情况的无知，而是研究的如此透
彻。

正如庄子上面所描绘的那样，有关人的问题是如此的复杂，
那么人生还有没有追求快乐幸福和灵魂得到安放的希望？答
案是肯定的，但庄子指出必需通过身心的修炼。具体做到如
他在《齐物论》中描绘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就是要
我们排除身体的欲望与心智的执着，做到“无我”，“忘
我”的境界。以他的术语来讲就是“心斋”。何为“心斋”？
就如他在《人间世》讲述的“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进一步讲就“心斋”是指心的斋戒，而
不是指宗教信仰上的饮食戒律。“心斋”的具体作法，就是
要逐渐减少来自身体感官的诱惑与欲望，以及以我为中心的
观念与成见。总之，就是要对“心”进行一番“清理”，摈
弃杂念，使它进入虚静的状态，使自己进入“忘我”，“无
我”的境界。

由此，关于处世的方法，庄子强调“外化而内不化”（《知
北游》），一方面随顺外物而变化，另一方面内心保持不变。
内心与“道”契合，圆满无缺，在精神自由层面所保持自然
本性，自然不必变化；外表和言行就要配合融入世俗，作
到“顺人而不失己”（《庄子·杂篇·外物》）、“安时而
处顺，哀乐不能入”（《养生主》）。这些反映的是庄子外
圆内方的处世哲学，十分精妙。[3]“外化内不化”，坚持并
有融通，通达和坚守一并而行，有取有舍，有进有退。这方



现了君子处世为人的大智慧。

在他处世的哲学中，最让人神往的一句话是：“泛若不系
舟”（《庄子·列御寇》），“虚而待物者也”（《人间
世》）。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种虚己以游世，虚而待物的人
生。“虚”字有单纯平淡之意。泛舟不系，随水而漂，人若
无执，则可化解于无形。这也正是庄子“心斋”所要达到的
人生境界。通过“心斋”，化解自己的执著和不得已，让心
处于虚静状态，达到空灵层次，作到自我由忘而化，化解自
我与无形。人心是复杂的，若是任由身体感官去牵引，疲于
世俗的诱惑而执着于心，进而耍弄心机，事事计较，那么心
就成为烦恼和痛苦的根源活着片刻也不觉的安宁。因
此，“虚而待物”，超越于“我”，达到“无我”的境界，
与道合一，不但不会痛苦，不反而随遇而安，像庄子一
样“上于造物者（道）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
友。”（《庄子·天下》）这是何其逍遥自在的人生呀！不
仅令人羡慕不已。

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由于太过执着于世俗之争，丧
失了内心的清明，分不清孰轻孰重，不懂得得与失，舍与得，
往往使自己在处世方面做不到“外化而内不化”，以至于自
己活得不安宁，活在痛苦之中，找不到快乐。我们周遭人们
患忧郁症的更是有增无减。有没有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呢？有
时，心境就是就是一剂良药。为何我们不学习一下庄子的那种
“虚而待物”的人生态度呢？将一切无谓的不得已、不必要
的执着“相忘于江湖”，以换的像鱼儿那样遨游于大海的快
乐与自由。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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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简史心得体会篇七

此书果然不负盛名！

你若以为这是本启发人类的科幻书，其实也很好，作者真的
不但能说出来人类从哪里来，更是思考了人类何去何从！

这是一本不可多得、思考本质的书，相信会对你有启发！感



谢作者的存在，这是个大大大大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