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幻读后感个字 科幻文读后感(模
板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一

“希望是这个世界上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选择希望，
人生就有坚持的理由。

?流浪地球》的情景设定在太阳步入老年期，地球上的人为了
存活，带着地球去找新的家园的故事。也揭示了当灾难来临
时，生活中人性光辉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

故事中的人之所以有勇气去做，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希望，如
果他们不去努力，而是安逸地等着灭亡，那结果截然不同，
就算前过程艰难，但是未来是美好的，后者就算过程安逸，
结果注定灭亡，这就是希望的力量。

钻石的珍贵在于，给它一束光，它能折射出千道万道的五彩
缤纷。希望，给它一束人性的光辉，它肯定也会回赠你成功
的缤纷世界，所以希望和钻石一样珍贵。

小说中有一幕使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反叛军要把坚持流浪地
球计划的五千名士兵冻死在冰山雪地中，但五千名士兵当中
没有一个人屈服求饶，他们说：“让人类永远保持清醒是不
可能的。”他们选择了整个人类的希望，而不是自己的希望。
死刑后一个小时氦闪爆发了，太阳开始走向灭亡，所以说这
五千名士兵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的选择，拯救了人类。这
就是希望的力量。



生活中选择希望的事例很多很多，比如“猪坚强”。如果不
是它选择了希望，在废墟中九天九夜都坚持自己的希望，它
又怎会有今天安逸舒适的生活?还有最美教师张丽莉，她选择
了更崇高一点的希望——孩子的未来，她一推，让三名学生
免受病痛之苦，让她们获得了生命和健康。希望是这人世间
最朴质的情感，却能带领人们走向光明和未来。

而我们是否也应该像他们一样，选择希望呢?

我想是的。当生活，学习，工作不如意时，我们应该选择希
望，坚持走下去。每当我跨过沟壑，走过崎岖的小路，眼前
出现一片绿荫，心中顿时变得明朗。你选择了希望，希望也
就会选择你，并带给你美好的未来。

我觉得，希望是这个世界上比钻石更珍贵的东西!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二

昨天，我买了一本《科幻故事》的书。可好看了！！

科幻的世界光怪陆离，趣味盎然，这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为小朋友们拓展了汲取知识的广阔天地。科幻故事带给我们
无穷无尽的想象，这是人们对自身和宇宙的'一种想象，更是
人们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一种关注和猜测。

这本书是科学的幻想，也是未来的现实。

希望大家可以买来看看，给同学们插上一对遨游宇宙的想象
的翅膀吧！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三

其实这本书科幻小说在现在看来已经不是科幻了，但是我总
是会从这本书上找出阿波罗登月的影子来。



美国的南北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一群以制造大炮为生的人们，
一个“大炮俱乐部”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困境当中。这个俱乐
部里面有好多残疾人……都是在战争中负伤的，他们恨不能
再度挑起一场战争来，但是必然不可能了。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俱乐部的主席巴比康找到了一个新的目
标，就是发射一颗炮弹到月球上面去，报告引起了热烈反响。
全世界为之瞩目。随后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与此同时，
巴比康的死对头尼切尔也在不断地泼冷水，并且下了很大的
读书说巴比康不可能成功。这项工作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
是钱不是问题，因为这是人类的进步，所以不管捐多捐少，
全世界都为之奉献了。作者在这里还小小地调侃了一下英国
人的自大，说英国人嫉妒美国人，结果没有捐钱。当资金也
到位了，计划也订好了。恰在此时，发来了一封来自法国的
电报，一位法国的冒险家米歇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就
是把炮弹做成空心的，他要乘坐炮弹登上月球。所有的人为
这个新的提议兴奋不已，米歇尔很快来到了美国。

他发表了在美国的演说，结果会上有一个人与他针锋相对，
质疑整个计划。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尼切尔了，因为
尼切尔当众侮辱了巴比康，巴比康和他决定决斗。为了举止
这场悲剧的发生，米歇尔和俱乐部的秘书马斯顿来到了决斗
地点，并让两个人停止决斗，米歇尔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
议：既然尼切尔不相信炮弹可以发射到月球上去，那么就请
尼切尔一起乘坐炮弹来见证这一次的旅行。尼切尔同意了，
时间不多了，炮弹、火药等等都准备好了，地点定在了佛罗
里达，为此德克萨斯非常非常地愤怒。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了发射地点，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

我不得不说凡尔纳真的很诙谐啊，情节紧张刺激，里面还有
好多科学上的知识，而且绝对不是杜撰的，不禁让人钦佩他
的学识之渊博。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四

作者系美国的吉恩罗登贝里，新华出版社80年版。从内容上
看，远在初三时我曾看到过它的连环画“小人书”，当时只
是为其想象奇伟所激动，并未真正认识到它的含义。

人类发射的第一个远程宇宙探测器“旅行者6号”__这是历史
上的真实，前数月还由新闻得知它仍在正常工作，正在冲出
太阳系，且播出了它发回的太阳系全景照片。__小说中在经
过了漫长的星际旅行后返回了地球，而此时它已经通过不断
的学习积累知识拥有了巨大的力量，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机器。
但它仍然不能摆脱作为机器所具有的困惑，即不知道它自己
为什么存在，因为没有感情，没有喜怒哀乐的体验，它不知
道这种存在有什么意义。作者以此揭示了一个道理：机器可
能会掌握空前博大的知识，但仍然不如一个具有人类情感的
哪怕是一个小孩儿;理智或者说是智力，除了必要的知识构成、
逻辑推理能力外，还包括情感、价值需求这些精神上的东西。
实际上作者是在用维杰尔来暗喻人类自身;不论人类科学发展
到何种进步的水平，如果不解决好精神世界里的问题，它仍
然将是不成熟的、值得忧虑的，甚至这种不成熟情形下掌握
的强大科技力量反而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这种思想是与
海德格尔以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作者又并非只是探讨科学这一种因素对人类的影响。西
方文艺家们，包括但丁《神曲》、卡夫卡《变形记》、乔伊斯
《尤里西斯》等等，都是在围绕一个人类永恒的命题：存在
的意义。各种题裁和风格的创作都只是同一个躯体外套上去
的不同样式、色彩、面料的时装而已。这部科幻小说也是如
此。维杰尔深知：它的使命是“探寻并发回一切可能的知
识”，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但一旦它回到创造者那里完成
了这个使命，它存在的理由就消失了;它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能
够保证它存在下去的理由，否则它就会陷入无法抗拒的精神
危机。人类自诞生到今天，不正是在不间断地寻找着同样的
问题吗?“我为什么会存在?我为什么而存在?”解决不得就吸



毒、犯罪，空虚的心灵经由这些渠道获得满足;理智一些的则
遁入宗教的世界，虚构出一个上帝和天国来安慰自己。作者
借小说中一个智者的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他对于他所看到
的那个星球上的那些机器的没有时间、没有意义的存在感到
十分难受......既然这种机器造得如此巧妙，那就不应当让
它们没有饥饿、恐惧、孤独、愤怒或者任何这类妙不可言的
感觉。这些感觉会促使它们去调整自己的程序，以适应自己
的需要。拥有自己的需要，这对于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是多么
重要啊!”这种需要，显然即指精神上的归属感。无论人类强
大到何等程度，缺乏这种归属感的他们仍将陷入一个巨大的
不可知的威胁之中：“正如他们被困在维杰尔体内一样，维
杰尔也被困在它现在这个空间中。”强大如维杰尔，体积大
至可以容纳八十二个太阳到地球之间的距离，能力强至可以
强迫太阳和地球停止转动，也同样不能摆脱这种威胁，所
以“这真是宇宙间的笑话!”可这又不仅仅是一个笑话，人类
自诞生之日起就紧紧被它困扰着，直至今日!

科幻小说有软硬之分。后者以描写介绍先进科学技术为目的，
代表如凡尔纳;前者则名写科幻未来，实写今日现实，多以暗
喻、象征等手法描写介绍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和人类发展诸
方面的问题。《星际旅行》以其揭示问题之深刻、描写介绍
之瑰伟而成此中经典作品。为什么在西方科幻体裁可以由最
初供人茶余饭后消闲，而发展成今日可与传统文学体裁一样
反映、探讨重大问题呢?而在我国，人们始终对这种发展抱有
偏见，总是不自觉地视之为青少年科普类。宋代文人多以诗
为中正而词为小道，对杂曲更是不屑;明人则瞧不起市井小
说;而今人多鄙薄武侠科幻。由《星际旅行》可以看出，成为
一个优秀科幻作家需要多么深厚的知识积累和高妙的思想见
解;这正是欧美科幻发展至今日水准的基础。从金古武侠作品
我们也可看到相似的情形。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五

八十天就可以环游地球！对！你没听错！就是八十天！怎么？
不信？看看《八十天环游地球》吧！

?八十天环游地球》记述了主人公福克先生以坚定的意志和超
群的智慧克服了种种人为和自然的障碍，终于在八十天内环
游地球一周。

有志者事竟成！我看完这本书以后的感受可以用这一句话来
表达。无论什么困难，总有它解决的方法，只要不放弃，努
力寻找解决的方法，就一定能成功！

生活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有时，往往会不知怎么解决
问题，而愁得不得了。这时候，如果能静下心来，用心思考，
就会拨开乌云见太阳了，所以，别把困难看得太重，压得自
己喘不过气来，把它看轻，找找方法，等成功了，就会觉得：
啊！这么简单！

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呢！上次的数学试卷，有一道思考题，
什么切长方体增加面积，求正方体什么东西的，我看都看晕
了。想了好一会儿，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忽然想起“有志者
事竟成”这句话，就自己动手做了做，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只要找到这一点，就能把这个题弄明白。果然，我成功了，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解决困难。有志者事竟成，只
要你有心，一定能克服困难，重见光明！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六

最近，刘慈欣的一部划时代科幻小说《三体》深深的吸引了
我。从小就喜欢打破常规、天马行空、飞扬思绪的.我，对科
幻小说有着近乎痴迷的渴求，从《海底两万里》，到《哈利



波特》，再到烧脑神作《星际迷航》，都显得奥妙无穷！八
十八万字的《三体》更是有着探索宇宙魅力的神奇力量，刷
新了我对中国科幻小说的认知。

《三体》这个三部曲小说，从第一部《地球往事》，情节就
渐入佳境，第二部《黑暗森林》更是全书的高潮部分，《死
神永生》让我全面观看到了更大更全面的宇宙，看到了文明
的碰撞与激发。

其次是关于面壁计划、阶梯计划、黑暗森林威慑、黒域计划
等等地球人类保护自己采取的措施，看似不经甚至是荒诞，
细想又是那么符合科学逻辑，甚至是很巧妙，让人看后拍案
叫绝。

这本小说内容庞杂，故事跌宕起伏，并且由于作者刘慈欣本
身是一名科学家，所以其内容带有很多科学上的名词，尽管
我是文科生，但由于作者描写细腻生动，文笔流畅，并没有
给我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相反，我认为就是这种似懂非懂的
感觉促使我发挥想象力去理解这部作品。外界评价该作者时
称：“刘慈欣的作品宏伟大气、想象绚丽，既注重极端空灵
与厚重现实的结合，也讲求科学的内涵和美感，具有浓郁的
中国特色和鲜明的个人风格，为中国科幻确立了一个新高度。
”我想这再贴切不过。

在我们身处的这颗蔚蓝色星球之上，人类文明创造出了种种的
“奇迹”，这无疑也是使我们感到自豪的事情，而《三体》
却给了我们另一个视角，将人类从通常的食物链顶端的强者
下放到被征服者的视角去去思考，其结果引人深思。

如若真的有外星文明，我希望他们能和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
交友，而不是侵略。毕竟宇宙中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值得存在
的理由，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的赏赐。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七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问世于1870年，故事写了几
个人在一艘潜水艇里用将近一年的时间，纵横海底两万里的
探险经历。书中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个惊险的故事，展现出一
幅幅奇异的海底画面。故事曲折惊险，画面多姿多彩，让人
在惊心动魄的情节中感受到赏心悦目的海底世界。

主人公尼摩船长深知海洋里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危险，但对他
来说，这些危险似乎不存在，他依照自己的方向下海了，并
且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危险:土人围攻、同鲨鱼搏斗、章鱼袭击
等险情，但也收获了不少，他们从海底找到了很多宝藏，看
到了许多少见的生物，还找到了海洋下的陆地等数不清的趣
事。

在我们身边也许没有像尼摩船长这么大胆的人，但是在我们
身边一定有面对困难而不退缩的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
习他们的勇敢和智慧。我们要以平等的目光向他们看齐，提
高我们的学习要求。不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我们要尽量超
越前面一个，这样一周超一个，不久就会超过很多人。

?海底两万里》是一本好书，它教会我们要利用我们身边的资
源，教会我们通过努力去发现一样新的东西。在他们探险的
这段时间里，不仅收获了许多知识，还探究到了很多海底的
秘密，但依然还有很多未知的需要靠我们将来去探索。

科幻读后感个字篇八

就算知道大刘火了后趁热打铁地推出一些相关的书也无可厚
非，但像这本书这样大段大段重复的文字，我说的是原封不
动的誊抄，出版社不负责任的锅无论如何也甩不开了。由此
可得出的结论为，地平线未来丛书系列，可弃。

证据在45页和113页，大刘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描



述引申到宏细节的概念这一大篇幅的描述，有多少一模一样
的文字，大家可以去细数。

仅管编辑方敷衍了事，但本书也不是半点可读性也没有，这
本书最大的贡献在，给一个近距离观察刘慈欣的镜头。

132页，刘慈欣回忆1999年在成都参加笔会的经历。时隔多年，
他基本忘记了参加笔会作者的形象，但却依然清晰地记住了
深夜在招待所前台遇见的美丽的少男少女。他说，我忘不掉
这个形象，他们几乎成了科幻化身。只有在这一非常小篇幅
的回忆里，才能察觉到刘慈欣不经意流露出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特质：浪漫主义。当刘慈欣大段大段谈及宇宙中绝对冷酷
的真理和绝对冷酷的美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窥见他掩盖密实
的浪漫情怀的。

1982年，刘慈欣目睹了球状闪电，也在这一年，他读了
《2001太空漫游》和《与拉玛相会》。这是他生命中至关重
要的时刻。这样的际遇，如同天空低到了你的头顶，上帝的
声音透过云层低吟。我大概只能体会到这种震撼的十分之一。
那是2014年年初，没有任何特别的事发生，我不过在一间图
书馆读到了《与拉玛相会》。那是晚上10点左右的事。图书
馆里温暖的光色将划开了黑暗，安静，明亮，大气，仿佛是
在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的内部。那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刻的
阅读体验。一本好的科幻小说，就具有这样的力量。

刘慈欣给我的感觉，是更加阿西莫夫式的。他们的头上，有
相同的批评声音，人物塑造空洞，符号化。因此，刘慈欣在
描述阿西莫夫的时候，不免让人读到了惺惺相惜之感。他说，
阿西莫夫作品的特色很大一部分出自他的文笔，平直，单色
调，钢硬，呆板······几乎所有这类文学上的负面词
都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笔，他有时让人想起海明威，但绝无
后者的简洁有力，更像一个工程师写出的冗长的技术说明。

在书中，刘慈欣谈及他最喜欢的作品，《梦之海》和《诗



云》，但读者不买他的账，于是他创作了《鲸歌》，与市场
握手言和。他说地轻描淡写，但那种耿耿于怀却显而易见。

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大脑的局限性。这个局
限性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人没法真正的感受未来。人只能
去思考当前的事情，或稍稍远一点的未来。一个怕死的人也
可能会抽烟，他无法对尚且遥远的死亡产生强烈的恐惧感。
同样的，人没办法去感受更大和更小的尺度。我们很容易想
象出一米的长度，一千米也不太难，但1光年，1000光年等尺
度，我们无法在大脑里建立出对应的参照物。因为，我们从
未近距离观察，也没有切身体会过。刘慈欣说，这是人类对
于宇宙的麻木感，他有些失望，但我认为这没法用麻木或失
去好奇来解释，这就是大脑的局限性造成的。这是一个绝望
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麻木的问题。

最后，刘慈欣在《从大海中见一滴水》这一大段中，回应了
外界对他的批评。我简单的转述一下，就是你们的科幻品位
太低，去多读点国外的经典吧。

读完这一大段后，你就会明白刘慈欣和江晓原辩论的时候，
内心是有多mmp了。特别是，江晓原一直强调人性，自由意
志和爱，仿佛人类是宇宙存在的理由，刘慈欣估计想掐死他
的心都有了。刘慈欣推崇的，从来都是人类的存在和宇宙的
本质。在这些大前提下，才有爱与灵魂存在的空间。刘慈欣
认为人类若要有一个好的未来，那必要用统一思想，科学精
神是一个好的统一点。刘慈欣谈到这里的时候，显得有些急
躁和焦虑。江晓原不停地用爱来否定科学精神，这一定让刘
慈欣感受到巨大的挫折。他并不享受说服江晓原的快感，只
是他的理想国只能基于人人都推崇科学精神才能建立。一个
异教徒，都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对此，我有一个第三方的观
感，刘慈欣一直强调人类角度，这其实脱离了现实基础，仅
仅是一个美好愿望。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当你用某个概
念将人类整合后，比如刘慈欣喜欢用的人类角度这个词，现
实中就意味着你代表了他人，而每个人都厌恶自己被被人代



表，被别人代言。所以，刘慈欣的理想国没有现实基础，只
能和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一样，成为一个遥远的美好愿景。

关于生存问题，我也有一个想法想和刘慈欣探讨。刘慈欣谈
到，生存是最终目的，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我有一个很具
体的感受。每天忙碌了一整天，筋疲力尽后，夜晚我只想读
书或是看电影。但是，如果给一个假设的空间。每天下班后，
回到的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家，只有一张床和一盘晚饭。那么6
点用完餐后，到11点睡觉前，还有5个小时，这5个小时就留
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仅仅是这样想象，我都感到恐怖至极。
如果是这样存在的话，我想也许我会选择死亡。这就是我想
说的一点，在人的感受里，存在感当时是美好的体验，但是
具体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将存在放在更低的位置，而去迎合
欲望。难道你不觉得，更多的时间里，我们是凭借这欲望才
能活下去的吗?所以，客观的来讨论生命的存续，和主观上感
受生命，中间存在着沟壑，二者并不统一。

客观地说，生命存在下去就是最终目的，就是最大意义，但
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我并不满足仅仅能呼吸，有意识，我想
要更多。如果二者不能统一，那生命的最终价值就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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