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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感想与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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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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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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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篇三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很感人的书，叫小狗钱钱2。

这本书讲的是有一个小女孩(吉娅)她捡到了一只小狗，他给
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钱钱，她对这只小狗非常好，可是有
一天吉娅的姑姑来了他们家，说钱钱是有主人的，是吉娅姑
姑邻居家的，可是吉娅不相信，有一天一辆豪华的超长的车
子停在家门口，她姑姑一眼就看出是钱钱的主人的车，里面
的人说我是金先生的仆人，可是路太远了大家睡了一个晚上
可是她们醒来时却在医院门口。他们进了医院看见金先生在
病房里，金先生说这钱是给你的，这钱是喂养钱钱的。从此
吉娅就天天跟钱钱玩。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好感人。



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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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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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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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