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海底两万里读后感(模板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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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一

“这么说，要是我晚到一刻钟，此舰就会不等我开走了，我
也就错过了这次特别的奇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远航了。”
在第三章中，给我最大启发的便是这一段话。前文所述，
当“我”决定要实现这个目标，虽然这与“我”返回祖国的
到正好是反方向，但是这是“我”的目标。

让我读到这一段话时，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刚开学我们的语文
老师跟我们说:“其实机会就像一个个小精灵，有时候就飞在
你身边，你要及时出手抓住这个小精灵。要一不留神儿，这
小精灵可就飞走啦。”是啊，平时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
“小精灵”你要反应过来及时抓住了他。

古时候有个叫毛遂的人。毛遂在平原君门下三年，一直默默
无闻，总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一次，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情况危急。这时，毛遂主动站了
出来说：“我愿随平原君前往楚国。”

平原君一开始不以为然觉得他不能胜任这个重大的使命，毛
遂并不生气，在他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下，平原君便答应毛
遂作为自己的随从，连夜赶往楚国。毛遂凭着自己的口才和
智慧为赵国解了围。

看完毛遂的事例。才知晓，原来这些经常发生的事，有时候
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毛遂就是抓住了这次展示自我的机会。



才令平原君发现毛遂这个人才。

当然也并不是说你抓住了，机会就是你的。有句老话说的
好:“机会都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毛遂平时就很勤奋，
抓住了机会，并施展了自己。所以，现在就去努力吧！不要
等错过了才后悔。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二

业余时间看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真的很刺激，很震撼。
即使没有潜艇，人们对海洋一无所知，作者也可以用特殊的
方式描述每个地方。

阿罗约克斯教授一行人来到茫茫大海中追赶阿波中的一只神
奇怪兽，因意外进入一艘不知名的神秘潜艇鹦鹉螺号。在尼
摩船长的带领下，他们被迫在海洋中冒险，遇到了许多困难。
十个月后，他们从潜艇里逃出来，回到了陆地上。

我很佩服尼莫船长。凭着他的聪明和智慧，他在海洋中创造
了自己的天堂。他渴望自由，觉得大陆很脏。他很爱大海，
愿意死在大海，他的自由大陆，连同他多年的成就。

尼莫船长讨厌大陆却一次又一次帮助那些穷人，这难道不感
人吗？

是的，善良就像水，那颗善良的心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阅读了《海底两万里》。相比幼时初读，又有了一
层新的感悟与体会。那个曾经让我难以理解的尼摩艇长，终
于在我脑海中形象渐渐清晰。

《海底两万里》讲述了阿龙纳斯教授与仆人康赛尔加入“林



肯号”远征队时不慎坠入大海，因缘际会到了他们追击的潜
水艇“鹦鹉螺”号上，结识了尼德?兰与尼摩艇长，在饱览种
种海地奇观后逃回故乡的故事。在这部科幻巨著中我了解到
的不仅仅海底的地理、生物、历史等知识，还有人性。

那个像海底神灵一般的尼摩艇长，他有冷酷无情的一面，也
有热情和善的另一面。他坐拥万亿财富，科学方面天赋异禀，
他却用它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海底牢狱；他厌恶大地，远离
人类文明，却又热情款待教授一行三人；他毫不留情地刺杀
鲨鱼，捕杀抹香鲸，撞沉战舰，却不顾生死救下采珠人，保
护长须鲸，不伤害土著人；他不善言辞，表面上高傲无情，
却在同伴死亡时、在感慨命运时流下泪滴。

他是一个可悲的人，他国破家亡，再也无法坦然地、释然地
踏上陆地。他又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拥有万千藏品，科学天
赋惊人，能见识到海底的奥妙。他知道压迫的痛苦，所以他
懂得关心被压迫的一方。他却对失去的一切无法释怀，于是
他疯狂地复仇敌对他的人。

这样有才华的人却不能成为学者，这样心怀天下的人却不能
报效天下。所以当他平静下心时，他那被复仇之心湮没的孤
独与自怜又涌上心头，让他感怀于自己与船员们最终的去向，
愿在风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黑暗中忏悔。他是一个被侵
略抹杀的人才，被压迫改变的学者。伤害若不那么深，他或
许还能释怀，可当大家小家一起破灭时，他又怎能心无怨恨。

很多人在生活中不讨人喜爱，或许是因为他们受到过打击和
伤害。只需人们给予的一丝温暖，就会打开心扉，拥抱世界。
伤害不能改变，为何不能尝试理解；黑暗挖出的烙印太深，
为何不能用阳光填满。用爱感化人间，或许就会像书尾所说，
复仇者能变成奉献社会的学者。用心拥抱世界，或许世界就
会充满暖意。

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把爱传递出



去，让世界充满阳光，用爱心填满世界！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四

我竟然没有觉察到，这本《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和《八十天
环游地球》的作者同是儒勒。凡尔纳。联系两本书，虽然是
汉译来的，但文笔果真如出一辙——严谨、和蔼，一个富有
人生阅历的男人，在讲述着一个故事。

他就这样，将《海底两万里》，讲述了下来。不思索作者为
了表达什么，一心一意地读他的文章，吮吸他的墨汁，直到
在宁静中读完这个不平静的故事。

在我读来并没有感到这是一部科幻小说，他离我们的年代好
像不远，最多100年。但当我知道他来自于19世纪时，大吃一
惊，我感慨于他惊人的预见力——文章出版后25年才造出潜
水艇，且与作者的描绘大同小异。

如同他本人，他的故事也是个传奇：阿龙纳斯——一位法国
科学家，他和同伴在美国战舰对“水怪”的追逐中落水，
被“水怪”——一艘潜水艇救起，然后与船长尼摩在深海中
作了很长时间的旅行后，耐不住寂寞，最终与同伴逃走。

我对书中开始的追逐行动极其反感，站在两个立场上来说，
是这样的：尼摩船长对人类的报复确实太过深重，以暴制暴；
而人类认为危害自己的东西，只能归向一个地方，从不思索
自己对海洋的过错。作为人类，我也觉得人类的错误更为深
重，什么“人命关天”，如果你是一条鱼，也会觉得“鱼命
关天”。就是因为人类的“智慧”，比任何生物都要“高
等”，而我们恰好是人类，才会有“人命关天”一说。这个
词，更证明了人类思想的狭隘。

海洋，是生命起源的摇篮，而我们正在贪婪地啃食着摇篮。
过度的开采会使海洋枯竭，每个人都听得见可持续发展的声



音，可谁又会把它装在心里呢？人们在海洋上越游越远，回
头的岸，已快被海水淹没了。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五

暑假期间，我读到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海底两万里》。

这本书讲的是1866年，发生了一桩引起全世界恐慌的事——
海里出现了“海怪”。据说“海怪”呈长椭圆形，体积比鲸
大，动作也比鲸灵活，其前行的速度更令人无法想象。哦，
光顾着说海怪，忘记说我们的主角了。他们分别是 ：阿尤纳
斯教授，他曾在法国出版过一部《深海奥秘》的巨著，是科
学界之的权威。然后就是康塞尔，他是一个三十岁的小伙子，
出生于荷兰，一直是教授的得力助手。最后是尼德·兰，不
管是多大的鱼，他都能杀死。

我最难望的故事就是第22章：缺氧的威胁。它讲的是主角三
人登上“鹦鹉螺号”后，因为它被困到冰里，无法升上海面，
氧气不够，随时都会死。一些人身上穿着潜水衣，背上空气
筒，去凿冰面，虽然会耗费许多船上的氧气，但也无可奈何，
怎么也凿不开冰面，正当绝望时，却想出了用热水把冰面融
化掉，终于，在他们正当窒息的时候，危险结束了。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100字

暑假里，我读完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这本书讲述了一位法
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探索海底世界的故事。

这本书把我带进了一片浩瀚无边的海洋，尼摩船长带着我一
起探索海底的奇妙，我知道了海底森林是可以漫步的;知道了
在海底是如何打猎的;知道了尼摩船长是怎样制服鲨鱼的;还
了解到“鹦鹉螺”号是怎样冲破冰山的围攻脱离险境，安然
无恙地奔驰在危机四伏的海底的。这里带给我全新的感受，
体验到另类、刺激的人生。



读完这本书，让我学到很多知识，以后我还要多读书，学习
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多的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100字

这两天，我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里面讲述作者、还有尼
德、康塞尔和尼摩船长的海底探险故事。

开始，我以为那个东西是个大怪物，而我读了之后，才发现
那是潜水艇。惊险而又刺激的故事一个又一个，与鲨鱼搏斗，
还有章鱼怪。

尼德一次次想逃，可都没成功，一次向林肯号求救，可被尼
摩船长打沉了，潜水艇开出了南极磁场，可大旋涡把作者和
他的朋友们的小艇打飞了，之后，他们回到岸上，结束了海
底两万里的旅程。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很高兴大家都能逃了出来，我也在想，
不知尼摩船长咋样了，也不知船员咋样了，我很敬佩尼摩船
长的智慧，每次都能化险为安，我也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也能
坐上潜水艇，到美丽的大海里去探险。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六

——题记

儒勒·凡尔纳是19世纪法国作家，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小
说作家，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曾写过《海底
两万里》，《地心游记》，《环游世界八十天》，《气球上
的五星期》等著名书籍。《海底两万里》是他的幻想小说三
部曲之一，也是他的名篇佳作之首。

《海底两万里》把读者从1866年故事开始的是一件闹得满城
风雨的怪事，许多船只在海上发现了海怪，法国生物学家阿



龙纳斯教授受邀追逐怪兽，谁知，落入水中，与同伴落到怪
兽的脊柱上。原来是一艘巨型潜艇，之后又被尼摩船长收留，
开始他们的海底旅行。

作者和读者一起登上“海怪的腹中”。随着尼摩船长和他
的“乘客们”饱揽海洋的奇异景观和各类海底生物与海洋大
蜘蛛，大白鲨，鲸鱼群，章鱼搏斗等。儒勒·凡尔纳的一切
幻想或是推理都是有现实作为基础的，例如:海底森林，穿越
海底隧道，一块沉没的陆地；在未来世界，一切幻想皆成为
了现实。在《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般长说了一句话:“人类
进步得实在是太慢了！”幻想其实便是进步的翅膀。一百多
年前的人的幻想在一百多年后成为现实，探索是无止境的呀!

海底的世界非常美妙，我记得《海底两万里》中的“海底森
林”那一章，虽然没有真正的树木，但是海里柔软的珊瑚礁
让我极为享受，闭上眼睛似乎也能看见那飘动的海底生物。
而文章也不失惊险，其中在南极被困冰下的缺氧经历写得最
为精彩。潜艇厚达十几米的巨型浮冰下的海底，从无法呼吸
到新鲜的氧气，对缺氧症状的描写的栩栩如生，让我都不禁
感到难受，直到以人力打开生命之门，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
氧气，也让我由衷感叹：人能活着，比什么都好！

作者还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我推
向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
波澜壮阔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刻画交替出现。读书引人入
胜，欲罢不能。这的确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啊！

无论如何，这次在书中的勇敢者的探险让我深深热爱上了浩
瀚的海洋，让我更加明白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七

手牵手，一起去畅游海底。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雨把玻璃打地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
雾，从里面看向外面什么也看不清楚。此时的我正坐在书桌
前，借着明亮的灯光，听着闹钟的滴答声，读着一本科幻小
说——海底两万里。

本书介绍了尼摩船长开着《鹦鹉螺号》带着康塞尔、尼
德·兰和博士一刘共闯海底。他们穿过太平洋，跨过印度洋，
走过红海，渡过地中海，越过大西洋以及南背极海域，成功
地克服了种种困难，饱览了海底奇观。其中给我印象深就康
塞尔，他老实、坚强、善良、热心、勤劳、聪明、忠于主人。
特别是他最后一点氧气都让给主人的那件事令我无比感动。

当然，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被困在冰层里的那件事。想
想看，鹦鹉螺号的氧气只能提供两天了，但要打破冰层还得
四天五夜。这样的情况下，怎能不让人着急?可是，他们并没
有太慌张，而是保持冷静，想到各种方法可以加快凿冰的速
度。终于，他们在最后关键时刻用鹦鹉螺号那大功率的螺旋
桨的推动冲破了冰层，让大家都吸着了海上的清爽空气。

看了这本书，我感触极深，我被他们那种英勇无偎的精神惊
呆了。如果换成我去，我说不定早就上天堂报告去了，只会
在船舱里着急地乱跑，和他们相比，我们的气势相差太远了!
看他们、挑战凶猛鲨鱼，智击食人族，勇斗大章鱼，逃出冰
层……哪一个不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大冒险?我想，我们以后得
一改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开始磨练自己的勇气与
毅力!

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风仍在呼呼作响地吹着。我明白了，
想要去冒险，光有想法是不够的，还要将勇气与智慧合在一
起，才会有一次完美的冒险经历。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八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是寒假时，妈妈要我阅读的一本书，



那时时间急促，本想随便读读交了差就行了，但我读了开头，
就读到了结尾，我爱上了这本书。

《海底两万里》主要说得是阿尤纳斯教授与其他教授到澳大
利亚海洋寻找“海怪”时，“海怪”向他们发起进攻，潜艇
被水给沉没了。出了阿尤纳斯教授和随从尼德外，其他人都
死了，两人也被“海怪”捉去，那时，当他们知道“海怪”是
“鹦鹉螺号”时，他们在尼摩艇长的带领下，当他们再次回来
“鹦鹉螺号”时，尼摩艇长和其他人都死了，是什么使故事
栩栩如生。幻想能在没有电灯的时代下写出先进的潜水艇，
写一个在海底的故事，这要多少幻想啊！作者就像一位能预
测到未来的先知，描述了对海底的幻想。在那个时候，谁也
没到海底深处也不知道海底有生物。而作者却能把情景写好，
使人沉醉在书中的海底世界。

知识，要利用语言创造一艘潜水艇，需要十分精确的科学知
识。

书中的潜水艇用了许多关于潜艇的数据，表现了作者渊博的
科学

知识，也许就是幻想与知识巧妙结合成了这一本出色的科幻
小说

《海底两万里》他是我在课外书中最喜爱的一本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