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哲学课的感想(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哲学课的感想篇一

快乐与幸福是不一样的感情。快乐需要接受外力的刺激，幸
福是常驻内心的温泉。快乐常常是被动的，而幸福总是漫无
目的温暖着心灵。快乐可以是个别的，而幸福是由个别串联
而成的.环环相扣的整体。纯粹的知觉可以带来快乐，而幸福
需要理性。快乐的同类感觉在年轻时更快乐，幸福的相似体
验在年长时更幸福。

可以有不幸福的快乐，也会有不快乐的幸福。如苏格拉底，
如谭嗣同，如苦行僧，如信仰和理想的实现。

一些古希腊哲人把快乐划分为动态和静态。比如，饥饿的人
大快朵颐的快乐就是获得满足的动态快乐。而在酒足饭饱之
后，蜷缩在沙发上的慵懒就是静态的快乐。他们进一步说，
即使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在克服疾病的修炼中也可以获得静
态的快乐。

我以为，静态的快乐其实就是被称作幸福的东西，其实就是
欲望和理性的平衡。

哲学课的感想篇二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渺小的，就像大海中一朵朵小浪花，一
点不起眼；生命是伟大的，就像一颗颗璀璨的夜明珠，是无
价之宝。父母养育了我们，给予了我们生命这个美好的东西，
它很珍贵，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有些人好好珍惜了生命，让
生命活出了精彩，创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而有一些人



因为生活的挫折和坎坷，居然就轻易地舍弃了自己宝贵而又
年轻的生命，这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啊！

而时间又是什么呢？时间像一张弓箭，正所谓拉弓没有回头
箭，只要你用足劲拉起弓，这只箭就会射出，只须一眨眼的
工夫，箭就会在你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作为
一名学生，应该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自己的父母和社会，体
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但是要得到优异的成绩就必须珍惜时间，
珍惜这分分和秒秒来刻苦学习。

此时，我想到美国著名作家富兰克林曾说过的一句名
言：“你热爱生命吗？那么请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
生命的材料。”的确，只有珍惜时间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充
实，更有意义。

时间在悄无声息的流走。朱自清爷爷说过“燕子去了有再来
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
候？”但时间去了永远也回不来了。每一秒都在飞速流走，
走在青草上，飞在空气中？时间一去不复返，看着真有一些
心痛。想起吃饭时候，时间从我的饭碗中过去溜走；洗脸的
时候，时间从流水中飞去；休息睡觉时候，它便大步大步的
从你身上跨过，从你脚边飞去。时间是消无声息的，人世间
没有人不走过风风雨雨，大大小小的困难的事。但在途中要
和困难作斗争和时间赛跑。用最短的时间把一件事做好，这
样不是又节省了时间又高兴又兴奋，多么好！而在困难中为
了更好更快的做好它一定要认真思考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它。

这儿有个故事，在一个演讲会上，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手举一
张钞票迈着大步走上讲台，他对会议室里的人问：“这有20
美金，有人要吗？”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他接着说：“我打
算把这20美元送给你们中的一位，但在这之前，请准许我做
一件事。”他说着将钞票揉成一团，然后问：“谁还要？”
仍有人举起手来。他又说：“那么，假如我这样做又会怎么
样呢？”说完他把钞票扔到地上，又踏上一只脚，并且用脚



碾它。然后他拾起钞票，钞票已变得又脏又皱。“现在谁还
要这张钞票？”他说完后还是有人举起手来。看了这个故事，
我有了很深的感受，无论演说家如何对待那张钞票，人们还
是想要它，因为它并没有因为脏、皱而失去价值，它依旧
值20美元。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失败或挫折击倒，
正如钞票被揉和碾一样。但是应该相信，我们的生命和这20
美元一样，永远不会丧失价值，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当成无
价之宝，永远地爱惜它，无论你是显贵或是平民。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要珍惜这大好光
阴，努力学习，长大后为祖国效力。正所谓“一寸光阴一寸
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如果你热爱生命，就请珍惜时间吧！

与永恒的时间相比，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仿佛夏夜里划过长
空的流星，转眼间从光明走向黑暗。一些跳动而活跃的生命，
将在瞬间迸发出最璀璨的光华，而另一些暗淡而平乏的生命
则无声无息地淹没于时间的汩汩流水之中了。

如此，人生似乎太短暂了，不足以与时间的永生抗衡，我们
只有在暗中低泣，在悲哀与忧伤中消磨时日了。其实不然，
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中，有不少英才早逝，却成就非凡，成就
了生命的永恒。曾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
勃，曾写下“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裴多菲，曾预
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雪莱，他们都像春花，走
完短短二十几年人生的春天便匆匆而别了。生命，对他们太
悭吝了，他们拥有的时间太短暂了，然而却在身后留下了累
累硕果。他们用生命谱写的诗篇历代传诵，经久不衰。他们
没有因时间的封杀而消逝，反而跨越时空永存于人类文明的
殿堂。所以我说，面对时间的残酷无情，请不要东张西望，
请不要犹豫彷徨，更不要报以怀疑的目光，因为时间虽会消
磨你如诗的年华，但同样也会使你生命的精髓永恒。

有的人企盼拥有巨大的财富，有的人渴望执掌重大的权力，
有的人向往震惊寰宇的声望，却很少有人能记起“一寸光阴



一寸金”这句老话。许多人暂时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便以
为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其实，生命赐予我们最丰富的礼物
是时间，时间可以使我们从幼小的孩子成长为强壮的青年；
时间可以使我们从牙牙学语开始，逐渐拥有独立的思维、独
到的见解；时间可以使我们白手起家，最终成功；时间可以
使我们的家庭、城市及国家从衰微中崛起。只要给我们时间，
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切，而时间正在我们手中！你合上掌，
握紧拳，紧紧地抓住它，它就是你的；你轻松地挥着手臂摆
着双肩，它就会轻烟般随风而去。

抓住了时间，萎靡在它面前隐去，堕落在它面前消失，闲散
在它面前遁形。因为抓住了时间，胸中总是挤满了理想；因
为抓住了时间，每一分每一秒便成了生命的养料。

我们无法掌握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把握它的宽度；无法控制
生命的外延，却可以丰富它的内涵；无法预知生命的量，却
可以提升它的质。

面对时间，请不要把偶尔的失利视为追求的结局；面对时间，
请不要把平时的磕磕碰碰视为生活的大。

智者对待时间的态度，是目光长远的准备；

愚者对待时间的方式，是坐失良机的根源。

因此，你想灿烂耀眼，拥有辉煌的人生，你所要做的就是把
握时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时间”。《旧约
全书·创世纪·传道书》中对生命起源的一种描述。不管我
们相信不相信，我们知道生命是美好的。其实生命是如何产
生的，无论是人类的十月怀胎还是其他生物的长久孕育，生
命的产生都是一个艰难和美好的充满希望的过程。不管怎么
样我们是不可以轻易放弃生命的。

本来，人的生命只有这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那我们应



该怎样对待生命呢？我觉得我们既然到世上了一遭，就得珍
惜生命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要比死更难。死，只需
一时的勇气，生，却需一世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
不要在于它活的是不长久，而在于活得是否充实，是不是有
意义。

现在，在许多高校，传入我们耳朵最多的消息就是：某所大
学又有学生跳楼，某所高校又发生一起凶杀案？我们不可以
否认，随着我们国家知识层次的提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的生命从我们身边消失
了，而这些逝去的生命基本是我们同龄的大学生。我们对这
些生命的离去想过什么吗？没有，我们很多人都是漠不关心，
最多也是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可是，当我们麻木的谈笑别
人的生命的时候是否想起我们有一天也会想他们一样走向不
归路；或者，我们是否担心过我们群体的安全，是否想过要
怎么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人离去的越来越多。渐渐地理解到
生命是那样脆弱，心理自是珍惜，不敢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想来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似，因为生命的来之不易，因为离
开对不起辛苦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对不起爱自己和自
己爱的人。这么想我们定不会自杀，相反我们会保护我们自
己的生命。这也是一种本能，人类都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可
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并不就是说我们一定不会放弃自己
的生命。自杀是一种冲动，那一刻自杀者不会想那么多的责
任和生命的来之不易。

笔者曾经问过许多人：当你极端郁闷时，感到生活没有信心
时，你是否会放弃你的生命。笔者很高兴他们大多数人的答
案是不会，可是，现实中却不是这样的，我们身旁的大学生把
“不想活了”、“想死”、“我要跳搂？极其消极的词语当
成口头禅。不知道他们相干没有，这都是很不好的心理暗示，
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一发不可收拾。这样的话说的越多，
就是越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到极端时候，我们就不好控制自



己的行动，也会造成终生的遗憾。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
对生命的不负责，对生命的浪费和污染。

肖伯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
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生命如果不去珍惜不去开拓或者
弃置不管，那生命也不算是生命了。所以，我们应该以一颗
积极与平和的心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即使遇上人生的暴风雨，
也不要放弃，也不要丢失信心。不要对生命抱怨，我们要心
存希望和向往，迎接一个有一个雨后灿烂的太阳。把每个黎
明都看作是生命的开始，希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是我们没
有发现。

珍惜生命不仅仅是指的不放弃生命，不放弃生命只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都是虚无和没有意
义的。可是有了这个条件也不代表珍惜生命，借用惠特曼一
句话：当我活着，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我
想这样就足够了，不做生命的奴隶就不会对命运束手无策；
不做生命的奴隶就不会颓废地生活。

看看我们的大学生活吧，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悔
恨，有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觉得羞耻。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接连不断的晚会和party、充满诱惑的社会，我们是否感到迷
茫。当我们筋疲力尽的参加晚会躺到床上时，我们有没有问
过自己：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的生命有
没有意义？道理很简单，假如你现在说：没有关系，我有的
是时间。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没有关系，死亡离我很是遥
远。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生病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当你生病或不舒服时，你是否想念
你健康的时光？答案是会的，会的，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普遍
心理。所以为了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不后悔，我们现在唯一
可以做的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属于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在这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交织
着矛盾和痛苦，充满着求索和艰辛，遍布着荆棘和坎坷，这



正如那不为人知、寂寞生长的野草，只有异常沉重的付出，
才能换来无比丰硕的甜美。渺小与伟大、可悲与丰富、失意
与重塑、挫折与幸运只有珍爱生命，把握自己，才能抛弃渺
小、可悲、失意和挫折，拥抱伟大、丰富、重塑和幸运。要
知道，生命是这样的可贵。

哲学课的感想篇三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
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
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美好的风景。读一
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我想毕大家都读过《孔融让梨》这个故事吧!这是一个从小伴
随我长大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三国时期有个叫孔融的小孩。在他四岁那一
天，他父亲托人从外地买了些梨。他把大的梨让给了长辈和
兄弟姐妹，而他自己却拿了一个最小的梨。父亲问他，为什
么要这么做?他回答：“父母对孩儿有养育之恩，自然应该吃
大梨;我比哥哥姐姐小，做的事比哥哥姐姐少，自然应该吃小
梨;弟弟妹妹比我小，所以我应该多多照顾弟弟妹妹。”他的
做法是正确的，如果换作我们现在的一些小孩子，巴不得拿
一个最大的，如果没有拿到大梨，我估计他们会在地上打滚
吧!

记得有一次，爸爸下班晚了些，妈妈将饭菜热了又热还是没
有等回爸爸。我实没忍住饭菜的可口诱人，偷吃了一口。不
料，却被妈妈发现了。“鑫鑫，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做人要
有长幼有序的观念，你爸还没回来你怎么就先吃了?!《弟子
规》上怎么说的：‘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
读书要学以致用，不能只是喊口号。”妈妈的那些大道理劈
头盖脸地压过来，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比父母长辈动过筷子。

孔融让梨给哥哥吃，是因为他对哥哥生有恭敬之心。这就是
所谓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

“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尊敬长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继承和弘扬这份美德，让我们的
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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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课的感想篇四

在书城的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却不再彷徨。吃完晚饭后，
我和妈妈吵了一架，两人唾沫横飞，互不相让。吵了许久，
我口干舌燥，摔门而去。口袋里还有一点钱，我去了24小时
书城。我找了个靠窗的好位置坐了下来。这里可以看见月光，
古朴的桌子上，还摆着一本鲁迅先生的《彷徨》。

我很快的平复了刚才激动的.心情，点了杯咖啡，翻开扉页，



鲁迅先生的肖像在凝视着我。翻开正文，细细的品读起来。
混乱的时代，战火和硝烟，黑暗和死亡，蒙蔽了当时人们的
双眼。鲁迅先生笔下“彷徨”的人们，有的无知愚昧，迷信
无能;有的欺压百姓，鱼肉乡邻;还有的消极无求，彷徨一生。
《彷徨》和《呐喊》，都是鲁迅早期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无
知无能的人们生活在黑暗社会的现实。而正是这部经典，能
启迪后人，使人不再彷徨。

我决定了：不再彷徨!轻轻地把书放回书架，静静地品完剩下
的咖啡，再真诚地向母亲道歉。不能再彷徨了。

一缕月光，一本好书，一个启示，使我寻回真我，不再彷徨。

哲学课的感想篇五

一

国内大学开设西方哲学史的课程由来已久，据北京大学赵敦
华教授在其所著《西方哲学史简编》中所述，早在19北京大
学文科哲学门就已开设有“西洋哲学史大纲”课程。随着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人影响，新中国成立
后，“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
史”等课程一道，成为高校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的30多年，哲学专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各大高等学校逐步设立门类齐全的哲学专业，思想逐渐由封
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哲学专业教育和教学改革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重要的成就，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高校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取得
了长足进步，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其研究
也越来越具体和深人，相关的专著和译著越来越多，从事西
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与国际学术同行的交流越来越
广泛和密切，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并投身
到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中。



二

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门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学问出现
的。从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哲学的本意就是“爱智之学”，
是对智慧的一种热爱和追求。当以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为
首的所谓“智者”(sophist)以拥有智慧自居时，苏格拉底却坚
持认为人的所谓智慧没有多少价值，甚至根本没有价值，真
正的智慧只有神才配享有，而人充其量不过是爱智慧而已。
正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人“自知其无知”，才是真正的
大智慧，才是我们追求一切智慧的起点;才会如此地热爱智慧、
向往智慧、渴求智慧，乃至去追求智慧，这就是哲学。所以，
哲学本质上并不侧重于一种现有的或既定的知识，而更多地
表现为一种思考状态、一种系统性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活动。
从这一点上来说，思想史的学习以一种概要化的方式为后来
的思想者展示前人思考的阶段性成果，经典原著的阅读重现
了前人展开思考的具体过程，而对哲学问题的持续思考则是
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下的不同思想者之间展开深人的思想互
动、思想砒砺的真正桥梁和纽带。因此，思想史的学习、经
典原著的阅读和哲学问题的思考为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环环
相扣、紧密衔接的完整的哲学之思。

三

从宏观层面上讲，把思想史的学习、经典原著的阅读和哲学
问题的思考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从理念上
回归哲学的本质和哲学教育的本质，以真正哲学性的方式来
展开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实践活动。不把西方哲学史当作一套
既有的、固定的和僵化的知识体系，而是用一种自由、开放
和对话的心态去学习西方哲学史，同情地去理解并拒绝以贴
标签的方式来简单化地看待和处理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家的
思想，要学会用每个哲学家的眼光去看世界，把西方哲学史
的教学看作是一场场充满了自由批判、自由思考和自由探索
的思想自由对话，从而回归到哲学教育和哲学学科的真正本
质。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行之有效的



方法和途径。

四

本文力图探索出具有一定可行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的教学基本
原则和基本方案，以便真正有效地把西方哲学史、思想史的
学习与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的阅读理解，以及针对西方哲学基
本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较完整的
计划和方案，这些计划和方案具有一定的实际可操作性，能
够运用到实际的西方哲学史教学活动中去。将基于问题和原
著阅读的西方哲学史教学模式逐步试点，并渐进推广到哲学
系本科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实践活动中去，通过对其实际运用
效果的反馈和评估不断加以改进和修正，最终能够把这样一
种基于问题和原著阅读的西方哲学史教学模式加以普遍推广
并形成哲学专业教学和专业教育的基本模式。笔者认为，最
终的衡量标准应该着眼于以更完善、更科学的教学模式来推
进国内哲学教育特别是西方哲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