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宇宙读后感 果壳中的宇宙读后
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宇宙读后感篇一

我看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果壳中的宇宙》，是由物理学家史
蒂芬霍金著。

在看这本书的前言时，我就在于被霍金先生坚持不懈的.精神
打动了，霍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他22岁时就被医生诊断
为萎缩性骨髓侧化症，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两年。可他没有
像别人一样秃废，他想既然如此，那我就只有在这两年中做
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来，他从此便开始努力学习与研究。可是
过不了多久他就开始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了，连上楼梯都十
分费力，可他仍没有放弃。两年转眼就过去了，可死亡并没
有降临到他头上，但他只能在轮椅上度日了，之后又一次手
术，不能说话了，可他并没有向病魔屈服，没有向命运屈服，
继续他的研究，终于通过他的努力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还
当上了剑桥大学的教授。

霍金的坚持、勤奋和顽强拼搏深深打动了我，在这样的巨人
面前，我无比惭愧，想想自己平时遇到一点困难就畏惧怕苦，
霍金一个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了科学的顶峰，难到我
们不应该向他学习吗难到作为正常人的我们还有什么办不到
吗？难到我们不该像霍金一样努力吗？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努力学习才有可能成为霍金这样的科学巨人。



宇宙读后感篇二

宇宙神秘莫测，因为——你永远找不到它的中心；你永远数
不清它有多少星球；你永远看不到它的尽头；你永远猜不透
它的年龄……因此，宇宙才更加让人充满对它的憧憬和向往。

宇宙中，有发光、发热的恒星，也有日夜疾行的行星；有密
度大、体积小，、重量重的中子星、白矮星；也有密度低、
体积大的红巨星、巨星；还有引力最强密度最大的星球——
黑洞。黑洞强大的引力把自身压成一个封闭性的视界，任何
东西只要进入这个视界，就会被猛拉进去，包括光在内，所
以科学家看不到黑洞。

宇宙里的恒星、行星各种各样的星球都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宇宙中的分工是多么明确啊！假设没有了恒星，宇宙中就没
有了光和热，从而死寂一片；如果没有了行星，也就没有了
生命。是啊，又有谁能够丰像太阳一样的恒星上生存呢！

恒星、行星无论缺少了哪一种，宇宙中都将不再有生命。所
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要从身边做起，从身边做
起！多简单的一个要求啊！可现在有许多人却做不到！你能
说他们不聪明吗？不，他们中有些是名校高材生。你能说他
们的思想品德不良吗？不，他们中有不少人的思想品德课得
了100分。他们只有一点不良，那就是一个人的整体素质。他
们不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仅乱扔垃圾，还随地吐痰，甚
至随便大小便……他们的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存
环境。如果没有了那些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们，我们的地球
就变成垃圾场了。如果让那些人也当一天的环卫工人，体会
一下他们的辛苦，那么那些人一定会不再乱丢垃圾，乱痰了。

在此，我告诫大家一句：保护环境，从身边做起！



宇宙读后感篇三

当读完《宇宙的奥秘》这本书时，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奥秘太
多了。茫茫宇宙自古是最令人类产生无限遐思的.地方，宇宙
的庞大至今仍然让一般人难以想象。作为我们全部能量来源、
给予我们全部生命基础的太阳，对于我们的理解能力而言已
经是庞大无比，可是它同我们如今已经观测到的宇宙相比又
不过是沧海一粟。

1718年，天文学家哈雷发现三颗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南
河三和大角星的位置与希腊时代天文学家的记录有较大的偏
差并且不可能是正常的误差，于是得出结论说恒星并非不动，
只是因为与我们的距离相当遥远而显得运动相当缓慢，所以
看上去好像不动一样。在19世纪，人们发现宇宙中的恒星具
有不同的光谱，于是有人提出，恒星是否也发生演化。对于
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找出答案。在这期间，美国
天文学家史瓦西经过系统研究，将恒星的能源和恒星的结构
与恒星的演化结合了起来。弗里德曼·霍伊尔对恒星演化给
出了科学的解释，将恒星生命周期划分为起源、主序星、红
巨星、矮星等几个阶段。其中恒星在主序星阶段停留的时间
最长，我们的太阳现在正处于这一阶段。对恒星的演化过程，
科学家以赫—罗图描述。对恒星演化过程的研究是人类迄今
为止对天体问题最精确的科学研究。

宇宙读后感篇四

《果壳中的宇宙》这一书名出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
它的.隐喻是多重的。哈姆雷特认为，即使把他关在果壳中，
仍然自以为是空间之王。从广义上看，粒子，生命和基本的
处境都和果壳类似，尚不清楚的是它们中有哪些自认为是无
限空间之王。现代量子宇宙学认为，整个宇宙是有一个果壳
状的瞬子演化而来，果壳上的量子皱纹包含宇宙中所有结构
的密码。



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后，使我看到了宇宙的无限空间，及众科
学家的伟大发现。爱因斯坦的两个基本理论：相对论和量子
论。广义相对论把空间和时间从一个事件在其中发生的被动
的背景转变变成为宇宙动力学的主动参与者。这就引发了一
个伟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1世纪仍然处于物理学的最前沿。

霍金教授以他独特的热情把我们带入了奇境里，粒子，膜和
弦做十一维运动，黑洞蒸发并且和它携带的秘密同归于尽，
我们宇宙创生的种子只不过是一个微笑的硕果。

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去描述整个宇宙。
然而，大部分科学家遵循的方法是将这问题分成两部分。首
先，是一些告诉我们宇宙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定律：如果我们
知道在任一时刻宇宙是什么样子的，则这些定律即能告诉我
们以后的任一时刻宇宙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关于宇宙初始状态的问题。有些人认为科学只应过问
第一部分，他们认为初初始状态的问题应是形而上学或宗教
的范畴。他们会说，全能的上帝可以随心所欲地启动这个宇
宙。也许是这样。但是，倘若那样，他也可以使宇宙以完全
任意的方式演化。可是，看起来他选择宇宙以一种非常规则
的、按照一定规律的方式演化。所以，看来可以同样合理地
假定，也存在着制约初始状态的定律。

正如古老谚语所说的，充满希望的旅途胜过终点的到达。我
们追求发现，不仅在科学中，而且在所有领域中激起创造性。
希望我们以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坐起，体验果壳中的宇宙！

宇宙读后感篇五

前几天，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读书活动，目的是想让
我们全校同学们爱读书、多读书。

虽然仅仅只有三天的看书时间，可是，我的收获并不少。我



看了一本叫做《宇宙之谜》的书，里面的内容令我好奇，令
我惊讶。

通过读这本书，我知道了“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世界是
多么的神秘，还通过这本奇妙的“魔法书”知道了，原来，
宇宙之中还有别的智慧生物。

其中有一段令我至今难忘，饱受记忆的宇宙记录：

在地球以外广大的宇宙中是否有智慧生命的问题上，科学家
们分成了两大派。一派说，既然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个最
普通的行星，那么有智慧的生命就应当广泛地存在和传播于
宇宙中。另一派却说，尽管生命可能在宇宙中广为存在和传
播，但能使单细胞有机转变成人的进化过程所需的特定环境
出现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在地球外存在智慧生命的可能性
十分渺茫。就科学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争论无疑是正常的、
有益的，而且会推动对“地外文明”的探索。

大家看看科学家们多么的细心，凡事都会认真研究、讨论。
没错，俗话说的好呀，“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正因
为这样，我们才能懂得那么多东西，知道那么多东西。

我们要像科学家们那样，充满好奇心，富有求知欲望，不仅
对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和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具有浓厚的兴
趣，而且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都充满了好奇心。这
是人类的心理特点，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因素。从
地球到宇宙，从自然到历史，从科学到艺术，在这许许多多
的领域中，无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成就，几乎都是在探索
和解答种种未知事物中创造和发展的。

我们不仅要从科学家们身上得到启示，而且自己留心观察，
也能够从自己的身上得到启示。

通过看这本书，“宇宙之谜”，已经不再神秘；通过看这一



系列的书，“未解之谜”，也已经不再神秘；今天的“未解
之谜”，相信也早晚会揭开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