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模板10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那么我们
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一

斯蒂芬·霍金教授写的《时间简史》出版于1988年，回答了
宇宙是怎样诞生的？它从何而来？又向哪里去？的问题。书
中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有自己的历史起点，它大约诞生
于150亿年前，那时，宇宙只是一个点，不占有空间，也没有
时间的概念。在这一点发生了大爆炸，时间和空间从此开始，
物质开始形成。

最初，宇宙的温度极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越来越大，
温度越来越低，宇宙中的能量与物质不断发生复杂的反应，
逐渐形成星系，空间继续扩大，膨胀，直到今天，宇宙仍然
在膨胀之中。大约在距今50亿年前，太阳形成。大约在距
今46亿年前，地球形成。宇宙继续膨胀，将来也会膨胀，也
许在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宇宙开始收缩，可能会收缩成一个
点，一个不占有空间的点。到那时，时间结束。到底会不会
这样，现在还说不定。大爆炸之前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永
远也无法知道。这就是大爆炸宇宙的理论基础。

我认为；斯蒂芬·霍金教授所说的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
分是不对的。就是我们的小宇宙发生了大爆炸到空间随时间
的增长而不断的膨胀直到今天，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小宇宙
不会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收缩，直到又收缩到一个点成为
黑洞，进而再产生一次我们的小宇宙的`大爆炸。我们的小宇
宙会不断的膨胀下去！我认为；大宇宙中有很多黑洞的存在，



他们是产生大爆炸的种子，这些黑洞不断的吸收大宇宙中的
物质，不断的膨胀下去，直到达到了大爆炸的临界点就会产
生大宇宙中的大爆炸。产生出和我们一样的小宇宙。这些黑
洞不断的吸收大宇宙中的物质，有的就是来自于其它的黑洞
大爆炸产生的物质，如星系等等。

就是说一个个黑洞不断的产生大爆炸，同时由于物质的聚合
不断的产生黑洞。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是交流的，霍金的理论
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是不交流的，这就是霍金的错误所
在。注；大宇宙——指广义的宇宙。小宇宙——指狭义的宇
宙。斯蒂芬·霍金教授所说的宇宙就是指我们所在的小宇宙，
它是指一个黑洞大爆炸后产生的空间范围。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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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而是有自
己的思想和见解，有时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提出自己的理
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对于现今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社
会，大学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将不同于往，它肩负着培养出下
一代有着卓越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可以说今后国与国之
间的竞争将更多的是人才之间的竞争，不管是从经济方面还
是武力方面，以往的传统观念将不利于更快速的发展，有时
甚至会起到阻碍的作用，因此创新将是今后发展的又一个新
的历史潮流，我们国家只有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乾坤旋转，
才能永久的屹立在东方。这样的历史使命对于21世纪的大学
生而言是不可推卸的，首先应该很庆兴的是我们赶上了这样
一个好的时代，有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来进一步求学，拓展自
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活跃自己的思维、培养自己的
能力。其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好的条件来努力学习，
在学习方面我们也不应该盲目相信课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
带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来求知问道。我们也应该多多
向老师求教，毕竟老师的知识和阅历还是很丰富的，这对于
正处在年轻气盛的我们而言是弥足珍贵的。要成为未来的建



设者，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多多读一些
课外杂志，多学一些知识，对于自己的提高也是极其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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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将要走进社会的我们来说也是必不
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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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好书不仅能教给别人知识，更主要的是能让读者有所思
有所感，《时间简史》就是这样一本让人有所思有所感的好
书。而对于这本书的作者霍金先生，我更是被他的人格魅力
所折服，他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
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贡献对于人类的观念
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贡献竟然是在他20年之久被卢伽
雷病禁锢在轮椅上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空前
的——他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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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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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好感！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三

有人认为是它出航以后的，它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影像而
已。但是难道通过望远镜看到的不是“现在”的吗？霍金说
对于不同的观测者而言时间是不一样的。假设大和号上有一
口钟的话它现在的时间必定和地球上的时间不一样。通过跃
迁找到比光更快的的方式可以实现时间旅行。



有这样一个例子：假设a事件在地球上发生了然后我们乘坐一
艘低于光速的飞船来到了冥王星，这个时候我们看见b时间正
在发生。我们可以断言：a先于b发生。这一结论不会遭到任何
低于光速运动的物体的质疑。但是如果我们超越了光速我们
就可以赶在a事件发生之前把b事件的结果告诉地球人。我们
超越了光速所以我们从上帝那里盗取了时间。这样一来动画
片中的巨大bug就出现了。本来留给大和号的时间只有一年但
是只要可以跃迁他们甚至可以赶在外星人侵略之前阻止。同
样的逻辑，拥有跃迁技术的外星人完全可以在更早的时候来
制止地球人的行动。这样一来就更加混乱了，这场战争或许
将变成两个可以改变历史的人之间的战争。当然有的人提出
来历史选择论，即现在的历史就是我们改变过的历史。大多
数科幻电影为了逃避外祖母悖论都是用的这一套路。也有的
是通过平行宇宙理论来自圆其说。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四

一个人也许能拥有无比的智慧，但他假设想成就一番伟业，
还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不怕困难，不怕失败，永远坚强不
屈的精神，而霍金就是拥有这种精神的人。

也许人的命运只有上帝才能揣摸清楚。

21岁时，霍金患上了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医生说他
至多只能活两年半。就像正要怒放的花朵突然遭到了践踏，
霍金的人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他成功了，命运女神的天平已经向他倾斜。

霍金成了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他的著作时间简史——从大
爆炸到黑洞风行世界，发行量达2500万册。

而去年，我就通读了这本巨著，给我的感觉可以用两个来概
括，那就是：震撼。



书中，霍金解释了宇宙、空间、时间以及黑洞的概念以及一
些其它的内容，比方不确定性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在测量一
个天体的位置与速度时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只能取其一。
语言生动有趣而不乏深刻，字里行间都表达出了一位伟大物
理学家的智慧与幽默。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知识。例如什么是红
移、蓝移，什么是类星体，以及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
东西。当然更多的，是我对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的敬佩。

自从了解了霍金，了解了这本书，霍金就成为了我的偶像，
成为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对他
坚强品质的敬佩与学习，另一方面是我对物理的喜爱以及想
要成为一名像他一样伟大物理学家的理想。

希望霍金能继续快乐地生活，而我也会努力，争取理想成真。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五

《时间简史》一书让我对宇宙更加了解，并且让我对在地球
以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这本书的作者是史蒂芬·霍金，是本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
大人物之一，现年50多岁，出生于伽利略逝世周年纪念日，
是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
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

霍金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是有史
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担任的职务是剑桥大学有史以
来最为崇高的教授职务，那是牛顿和狄拉克担任过的卢卡逊
数学教授。他拥有几个荣誉学位，是皇家学会会员。他因患
卢伽雷氏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禁锢在一张轮椅上长
达20年之久，他却身残志不残，使之化为优势，克服了残废
之患而成为国际物理界的超新星。他不能写，甚至口齿不清，



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
宙的“几何之舞”。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
想却出色地遨游到广袤的时空，解开了宇宙之谜。

对此，他写了《时间简史》。

《时间简史》主要向人们介绍了什么是宇宙论，以及宇宙论
最新的发展状况。由于针对的是非专业读者，为了不至于吓
倒他们，通篇只放了一个数学公式，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质
能方程：e=mc^2。上个世纪的科学进展是无与伦比的，《时
间简史》以最通俗的语言，对一些最古老的问题做了阐述。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个黑洞学说。在这其中，霍金提出了一
个假设——“黑洞不黑”。“黑洞不黑”这一伟大成就就来
源于一个闪念。

在1970年11月的一个夜晚，霍金在慢慢爬上床是开始思考黑
洞的问题。他突然意识到，黑洞应该是有温度的，这样它就
会释放辐射。也就是说，黑洞其实并不那么黑。

这一闪念在经过3年的思考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1973年11月，
霍金正式向世界宣布，黑洞不断地在辐射出x光、伽玛射线等，
这就是有名的“霍金辐射”。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黑洞只
吞不吐。

从宇宙大爆发的奇点到黑洞辐射机制，霍金对量子宇宙论的
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霍金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
奖。

一本好书不仅能教给别人知识，更主要的是能让读者有所思
有所感，《时间简史》就是这样一本让人有所思有所感的'好
书。而对于这本书的作者霍金先生，我更是被他的人格魅力
所折服，他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
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贡献对于人类的观念



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贡献竟然是在他20年之久被卢伽
雷病禁锢在轮椅上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空前
的——他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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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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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永远记住史蒂芬·霍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他的
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你永远也找不到的精神。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六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
以六月息者也。”《齐谐》如是曰。古人之想象奇特而又瑰
丽，竟能于穷山恶水中想象出鲲鹏之异兽，寄托自己想要御
风而行的愿望。相比之下，似乎现代越来越少有令人眼前一
亮的幻想出现，格局越来越局限，难道是因为人类科技进步
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连想象力都要束缚在系统之下吗?老实讲，
人类甚至连自己的历史都还没有摸清——世界上那么多的奇
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基督宗教可以写出耶稣，可以拟出天
使，佛教能够构思出菩提，这些难道都是凭空杜撰而来的吗?
难说啊。说不定真的会有一段人类想象不到的文明或是交流
出现在了某个年代，给后世的人们留下未解的'根源。

转眼时间简史已读过半，对于霍金描述的奇幻的宇宙更加好
奇而又不解。我们好像是封闭在监狱里的囚犯，靠着电视和
广播接受外界的信息，却无法走出这方空间。各色各样的假
说也好，都只是用理论来符合现实的状况，而现实的状况又
仅仅是呈现出的这些吗?大爆炸之前究竟是什么?时间这种抽
象的东西竟然也会被扭曲，竟然也会有开端和终结，黑洞里
面真的没有生命的存在吗?越读越发现这宇宙啊，仅仅漏出了
一丝气息，却让人们手忙脚乱。



赤壁遗响仍然在世间回荡，似乎又听到客曰：“寄蜉蝣于天
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
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此生解密宇宙不可得，希冀如苏子般享江上之清风，赏山间
之明月。黑洞这种东西总不会现在就要抢我的小星星吧。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七

《时间简史》主要讲述了宇宙的历史和将来、时间和时空的
本性、黑洞等令人敬畏的主题。霍金用敏锐的直觉和坚定的
推理直接挑战了已被广泛认同的传统量子学、大爆炸理论、
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探寻时间和空间核心可望而不可
及的秘密这一未竟之业中，它将引导世界各地喜欢仰望星空
的人探寻宇宙的秘密。

霍金生于1942年，在21岁时不幸患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
雷氏症，所以被禁锢在轮椅上，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
动。1985年，因患肺炎做了穿气管手术，彻底被剥夺了说话
的功能，演讲和问答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来完成。就是这样
的一个人在轮椅上完成了《时间简史》这部著作，其不屈不
挠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他承受了我们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病
痛和折磨，但他却以他坚强不屈的毅力在轮椅上完成了《时
间简史》。我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我对他这种精神与毅力的
敬佩。霍金的身残志不残让我到终老都不会忘记！他以他的
毅力书写了他生命史上最光辉的一笔！他的精神我将刻骨铭
心！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八

炎炎夏日，一杯茶，一本书，是我不更的选择；漫漫书海，
一缕思，一点想，是心恒定的决断。轻轻的翻开，时间、空
间、自然、宇宙……随霍金一起，探索着，感悟着……恍惚
间，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老人，微笑着，安坐于轮椅，驱动



着电开关，缓缓地向我驶来……眼里闪着智慧的光，幽邃、
内敛，那……便是他吗？我惊呆了，这……是怎么办到的？
对于我的神态，他似乎习以为常，依旧是那么从容，那抹笑，
暖沁人心。

他侃侃而谈，顺着他的话语，我飘入了宇宙，飘入了他脑中
的宇宙，被繁星包围，如梦幻般。看到了宇宙最初的那个点，
那爆炸的震撼瞬间，然后，一切趋于平静，慢慢地膨胀……
在以太的世界里，一切都在运动；在黑洞的重围下，即便是
光也无法逃脱。宇宙，就这样被他破解了，无懈可击。

我开始讶异，惊诧于宇宙的浩瀚神秘，继而升腾起的，是艳
羡。三根手指的敲击，成就了如此的经典，付出的不仅仅是
汗水，还有那份执着与坚韧。这，是追求，也是一种科学精
神。

1975年，霍金提出霍金辐射理论。他认为黑洞向外发出极少
量辐射，因此消失的黑洞可能进入了一个平行的宇宙。30年
的研究，使他又有了新的发现：黑洞在某个时候可能会释放
出它吸收的物质。面对新的结论，他没有隐瞒，而是将其发
布。在他的心里，科学是唯一真理。这，是推翻，是批判。
同样，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

执着追求，敢于批判。不错的，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
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
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又是
创造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因
素之一就是坚持。科学是其自身的主宰。

作为当代中学生，科学精神同样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力量。现
在的我，刚刚步入高中的门槛，未来的路，还很长。在人生
的'旅途中，我曾迷惘过，也曾想过放弃。



“十六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志在四方，当努力打拼
才是……”不知何时，耳边响起了这样一句话。我猛然醒悟，
我们是新生代，是自己的主宰，现在的社会，容不得迷惘虚
度时光，自己怎能负了社会，负了时代的期待？如今，与霍
金相比，我所经历的那些又算什么，恐怕……连他的零头都
还不到吧。他不曾放弃，造出了如此的奇迹，那我，又有什
么资格谈放弃呢？！

庭前，花开花落；苍穹，云卷云舒……一切的一切，都有其
存在的必然依据。那，便是科学。放下手中的书，星光在慢
慢退却，霍金也与我渐行渐远。

远眺，那树，那天，那云……涵盖了所有。曾恼人的知了声，
现在竟也成了一种享受。凝望，那落日带着余韵。一天即将
逝去，我心所存的，不再是失意与惆怅，而是满怀希冀与向
往。把握住夕阳，依旧很美；期待着朝晖，同样有望！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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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时间简史心得体会篇十

出于对科学家的喜爱和崇拜，我阅读了那本著名的《时间简
史》，它的作者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爱因斯坦的同行——史
蒂芬霍金。

自患异症，身不由己。却意志刚毅，才思迅捷，为此浩瀚之
文，足可见其气之深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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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多有将深艰科学原理设喻为普通生活场景之实例，
其构思之绝妙，设喻之恰分，使人叹绝，不禁复感于霍之迅
捷才思。如有几例：霍将自旋为2(即旋转一圈两次重复自身)
的粒子比喻为扑克牌中q，仔细观察不难发现，q正是旋转一圈
后，两次回到自身。又如，霍将时间无序度的箭头成比作打
桌球，打一杆后，原先有序的桌球，被分散为无序，而再打
一杆使之重新回到有序的状态是极不可能的。由此而揭示出
时间作为熵的热力学箭头。如此之例，不胜枚举。作者使一
本原先注定对常人繁杂、枯燥、乏味的理论科学知识专著，
变得如此丰富，多彩而有趣，实在值得称颂与敬佩。

说实在话，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同志，语文水平实在不怎么
样，(当然其理科水平当然是冠绝中华的)。翻译的内容至少
有好几处是按照英国人的语句而不是中国人的习惯去译。是
比直译更为落后的硬译，这把原先并不复杂的内容译得反而
看不懂，特别是在长句复句的翻译时，作者的语文功底就更
为捉襟见肘了。

我并非想在此吹毛求庇，去挑剔译者的辛勤劳动，只是由此
看到了应试教育培养的所谓的专业人才的缺陷。这使人都走
上了独木桥，视野狭窄而最终寸步难行，有些人仅凭一张全
国物理竞赛一等奖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清华园，但是真要写
论文、写科研报告时，文笔上的粗陋就会使文章晦涩难懂，



毫无价值。相比之下，霍金却可以称得上是个全才，不仅智
慧卓群，视野开阔，其所作文章同样是想象丰富，用词准确，
形象生动，这是我们中国人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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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从宇宙图象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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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时间有初始吗？它又将在何地终结呢？宇宙是无限的还是
有限的？

爱因斯坦在发现广义相对论以后，曾经竭力寻找一个理论，
以使得令人讨厌量子论不再这么随意。我也曾经讨厌那种基
于统计学的偶然性，那时候我相信世界是一部完美并且严格
的机器，每件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我对那些试图证明
世界绝对准则的人和文章怀有很大的兴趣。霍金预言20xx年
左右人类能够发现绝对真理--数学上的，所以我也想看看他
写的这本通俗读物。

我喜欢时间这个概念。我认为人存活依靠的是大量的记忆，
而这些记忆在时间上看上去是离散的，不连贯的。(显然，时
间和空间都是物质--但物质被证明并不是无限可分的！我这
个想法真可怕，我害怕会损害一切和空间时间有关的定理。
因为那些定理中，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的，是理想的数学状
态。好在霍金说，物质的不可分是因为我们能提供的能量不
够大。)在数学意义上，我们走过的时间显然是无限个点连起
的连续直线，但我们却只能存活在某些明确标出的点上。换
句话说，那些被我们抛弃的点是时间的渣滓。每个人的坐标
点不尽相同，但有些历史事件却显著地成为所有人或一群人



存活的凭籍--那被茨威格形容为聚集在避雷针尖的电荷。在
霍金的描述下，因果关系明显存在，但是被扩大到光速以内。
,这种宽容的宿命论带给人无穷的遐想。

2、是不是会在某一天，所有的理论都被证明为正确的？

时间作为一个活动的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