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西方文明史读
后感(模板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篇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不仅为文化的广大博深而震撼，而且是
我对世界各名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史都有所了解。从而知道
了人类文化演变的的大致轨迹。

世界文明史是从全世界文化观点出发的，系统论述了世界文
化自远古至今日发展的历程，描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
共同规律和各自的特点，介绍了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及它们
对世界文化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人类
文化演变的内在本质。同时也介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成就，
强调了它是世界文明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古代的四
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对推动世界的发
展起到了不可沽灭的作用。

世界文化是设计的范围很广，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
文化、制度文化。世界文化是将人的`活动、礼仪、谈吐、衣
着、娱乐都归为了文化的范畴。我认为这样可以更加全面的
展现人类活动的各个侧面，同时也让我们用多维的视野去考
察一个时代的人类特色，更好的识别时代的主流、支流、逆
流。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把握人类总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活
动的规律，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以便我们自觉的'推动
人类文化向前发展。



世界文明史介绍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即东方文化着重介
绍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几个阶段的中国、印度、阿
拉伯、日本等文化;西方着重介绍了希腊、罗马文化、近代文
艺复兴、启蒙运动及19-20世纪文化相互比较中，以系统而简
明扼要的文笔，发掘了各大文化圈的特点，论述了各种文化
的特质，并努力探寻了中西文化的内在联系、发展轨迹与规
律。

每位大学生都非常有必要去了解这门课程，现在仍有一部分
人对艺术生的看法是一群画画的疯子。我认为这样评价者的
知识层面太浅薄了。世界文明史对非艺术专业的同学来说是
非常有必要去学习的，以此提高艺术鉴赏能力，了解艺术是
文化中必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当我看见好的艺术作品时心情
是很激动的，而非专业的同学则会说出这样的话：啥破玩意，
我也会画啊。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抽象派、印象派、野兽派的
作品就是这么说。我们的艺术作品出世时希望大家用艺术的
眼观去欣赏，从而认可我们的艺术品。

学习了世界文明史我的视野也大大的开阔了，我觉得这门课
程的开设让我知道世界太多了。今日的世界逐渐缩小成了地
球村，在与外国人交往时，了解他们的民族特点、宗教习俗，
可避免文化的冲突引起的犯忌，人与人之间能更加和谐的交
往。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闭封自守的，一种文化要想永葆青春，
必须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明。今天的世界在急剧的缩小，人
类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汇，将融合为人了共同的文明。让我们
共同携手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

这是我从《西方文明史》这本书得到的的思考与信心，只是
不知道这路还会有多长？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篇二

阅读这本书，是非常快乐、重建信心的过程，因为由渔猎采
集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尽管面临种种磨
难——来自大自然的灾荒，来自人类自身创造的灾害，如战
争、奴役等到，但人类从未被打倒过，作者在书中第五页写道
“特定时代的人以符合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方式
去努力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并使他们的生活颇有建
树。”

看来是的：西方科技进步导致人类对自然及自身命运的掌控
能力提高、人类寿命的增长、活动范围甚至拓展到太空；民
主制度的建立消除几千年来统治者对民众的高压统治、国际
外交秩序与贸易关系的建立，改变了即往以战争做为得到资
源的毁灭性手段。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下结论说‘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
旋律？西方文明史及西方社会的现状已经是证明。

如果说西方文明中有进步因子，那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同
样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何日本文明能够很快得以新生成
为亚洲强国，而中华的帝国却不断受到屈辱。

倘若如某些学者所言，儒教文化的因循守旧该当此罪，那么
日本从前也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该如何解释日本的
成功？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探究，不是单
项选择题，不是多项选择组合，只有猜测。客观角度，说中
华文明因循守旧，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史学家徐中
约先生所言：“中国近代史，不只是被动应对外界入侵与压
迫的历史，也是主动应对并变革的历史。”那么，又有一个
问题产生：“什么是成功因子？”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篇三

《西方文明史》作者共有四位，全书共有十一章，将文化、
社会和生活串联在一起，绘成一幅幅飘动的历史画卷。

第一章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文明”，以及当时中世纪的文明
概念。美国学者亨廷顿说：“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
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
别。”

第二章讲述古希腊的文明。远古的爱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到中世纪的古典希腊、斯巴达、波斯、马其顿、特洛伊文明，
让我叹为观止，极为震撼，古希腊的繁荣景象犹如一份画卷
在我眼前缓缓展现。

接下来是古罗马的文明，要说古罗马那叫一个混乱。罗马开
始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是个称霸亚平宁半岛的'强大国，
虽然面积不大，可是大家都生活得非常富足，人民也都爱戴
他们的国王。好景不长，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这个
年轻勇敢有野心的国王，率领军队和大象渡过亚得里亚海，
入侵意大利，取得赫拉克利亚战役和阿斯库路姆战役的胜利，
多次击败罗马军。等待罗马的是连年征战，并夺走了迦太基。

接下来是新制度的奠基人——中古文明。作者用三个篇幅来
讲述这个历史时期，先是中古欧洲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
由此而来，接着是西欧文明，西欧从奥丁神到伊甸园（西欧
走向新制度）的全过程。最后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是
一种以基督教为其存在基础和凝聚精神的文化形态，包括其
崇拜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已
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学理论构件，哲学思辨方法，语言表
达和文学艺术风格。

再有就是工业革命，它起源于英国，因为英国宗教改革与新
思想的确立，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教育和自然科学的



进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获得了成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篇四

阅读这本书，是非常快乐、重建信心的过程，因为由渔猎采
集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尽管面临种种磨
难――来自大自然的灾荒，来自人类自身创造的灾害，如战
争、奴役等到，但人类从未被打倒过，作者在书中第五页写道
“特定时代的人以符合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方式
去努力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并使他们的生活颇有建
树。”

看来是的：西方科技进步导致人类对自然及自身命运的掌控
能力提高、人类寿命的增长、活动范围甚至拓展到太空；民
主制度的建立消除几千年来统治者对民众的高压统治、国际
外交秩序与贸易关系的建立，改变了即往以战争做为得到资
源的毁灭性手段。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下结论说‘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
旋律？西方文明史及西方社会的现状已经是证明。

如果说西方文明中有进步因子，那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同
样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何日本文明能够很快得以新生成
为亚洲强国，而中华帝国却不断受到屈辱。

倘若如某些学者所言，儒教文化的因循守旧该当此罪，那么
日本从前也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该如何解释日本的.
成功？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探究，不是单
项选择题，不是多项选择组合，只有猜测。客观角度，说中
华文明因循守旧，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史学家徐中
约先生所言：“中国近代史，不只是被动应对外界入侵与压
迫的历史，也是主动应对并变革的历史。”那么，又有一个
问题产生：“什么是成功因子？”



这是我从《西方文明史》这本书得到的的思考与信心，只是
不知道这路还会有多长？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篇五

很早就想读一读关于美学的理论，半辈子过来了，对
于“美”的实践可谓不少，也追求美，虽然自己并不美，但
对于美总是在向往，也常常在想，“美”究竟是什么？一天，
逛书店的时候，买了本《西方美学史》，化了一定的时间，
总算囫囵吞枣地把它给读完了。

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我常常被书中精彩的论述而击节赞叹，
正如作者所说的，一部美学史并不单一的只是纯粹美学理论
的历史，而且还是人类心灵自我展现的历史，犹如我们对
于“美”的认识，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思想境界和追求、
品格。在这本书中，我所感受到的是各个时代人类精神脉搏
的跳动，是谢林所说的`精神还乡的历程，从这里，我看到了
东西方文明的相似与不同。早期的西方人精神发展历程与我
们东方人有其相似之处，其最早的艺术活动都是与神有关，
虽然其表现形式不同，古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和喜剧，
在我们中国则是对神的膜拜和占卜，西方有浪漫主义和古典
主义，中国也有，只不过过去我们的教科书上关于这方面的
知识少得可怜，其实这是人类成长的历史，现在想起来，我
们欠缺的知识真是太多了。

如果没有美，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人生也没有希望，这里，
美的概念非常宏大，它包罗万象，所以又可把它称之为人的
心灵，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被这样或那样的事件、
环境所左右，会困惑，读一读美学吧，知道一些人类童年的
历史，了解人类是怎样从远古走过来的，你会更清楚地认识
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人，包括你自己。

苏格拉底如是说：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的灵魂。



迈开这一步，请从认识“美”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