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达尔文读后感(通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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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达尔文读后感篇一

他的科学发现和进化观摧毁了唯心论的生命神论，成为马克
思主义唯物论的有力依据，被恩格斯认为是19世纪的三大发
现之一，他的名字叫查理·达尔文。

《达尔文传》的作者欧文·斯通再现了达尔文执着严谨同时
又充满浪漫刺激的科学探险活动，其中不乏有对达尔文许多
奇妙有趣的经典回顾，对这位长眠于西敏寺中的一代伟人的
内心世界及其情感生活也作了细致的描写。书中清晰地描写
了他所想做的事以及如何去做成的过程，尤其收集材料与观
察事实的勤恳精神，充分展现了达尔文超乎常人的敏锐判断
力及识别力，影响了许多科学家的信仰。

《达尔文传》是一部“小说化传记”，即用小说的体裁和手
法写成的传记，通过丰富的生活细节、人物对话和人物的心
理活动把传主刻画得有血有肉。当然，作家欧文·斯通的想
象和虚构是以传主生平经历为基础的，所以能让读者更直观
地了解传主。

但我认为他最终能真正地在学术界上成功，最主要的是他有
磐石般的坚持和恒心。他费尽心血创出《物种起源》后并发
表后，却不完全被学者理解并支持。那些反对他的学者，不
停地对他攻击，说讽刺的言语打击他的观点，就连过去某个
时候曾经是达尔文的老师的地质学家塞治威克也对他作出尖
锐的批评。虽然因老师的不理解而倍感痛心，但只是在给爱



沙·葛雷的信中提到“可怜的老塞治威克对《物种起源》发
出的狂怒”时说：“我永远不能相信宗教裁判者会是一个好
人；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火烧另一个人，同时又
可以有一颗象塞治威克那种又慈善又高贵的心。”时发出愤
慨。他并没有因此而怀疑自己，更没有放弃“自然选择”的
真理。而是更坚韧地跟他们斗争下来证明自己。

相比之下，如今的科学技术仍较薄弱的中国的科研人员最缺
乏的就是这种对正确的事抱有坚定信念的科研人员。

2011年9月23日，81岁的中国药理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
研究员屠呦呦，因发明治疗疟疾的特效青蒿素，登上2011年
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领奖台，这里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
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这个“无博士，无海外留学背景，
无三院两市头衔”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在中国无数科
研人员和院士博士一大堆的背景下成功，这值得我们深思。

她的一鸣惊人与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是分不开的，有人说：
“优秀只有在你追求知识全面时才跟上。”科技学术研究也
是如此，只有当你把一项事业当成你感兴趣的事物，并能为
它忘记所有、付出所有，真真正正地了解它时，这项事业才
不知不觉被你做成。其次，近年来，从学生到老师，教授到
院士，抄袭丑闻层出不穷。学生做作业抄，老师做报告也抄，
学者做论文更是抄，全社会形成一种左拼右凑的坏现象。因
此导致研究千篇一律，毫无创新，得过且过的社会风气，这
也是为什么中国如此多科研人员却抵不过一个屠呦呦的原因。

因此，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中国青年，要想活得不那么失
败，我们必先要有独到见地和观点，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
流，更不要啃前人遗下来的残渣，像达尔文那样对自己的成
果和发现要执有坚持真理的态度。我们要保护好真理之花，
即使全世界反对你，自己也要支持自己，因为创新和成功的
果实往往就是这样掉落。



达尔文读后感篇二

读了《达尔文》我知道了他的姓名叫查理·达尔文，国籍是
英国，出生日期是1809年2月12日，逝世日期1882年4月19日
之外。还知道他的性格呢，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职业是
博物学家、生物学家。

达尔文的勤奋好学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小的时侯一天看一本
书，并且认真做笔记，不懂的还会马上问老师，把问题一定
要搞懂。做实验和写文章伴随着达尔文走完了整个生命历程。
达尔文被人们称他为创立进化论的生物家。达尔文写过很多
书，有《物种起源》、《一个博学家的日记》、《动物和植
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人类
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同种植物的
不同花型》等很多书，其中他的代表作品是《物种起源》。
每一本书都装满了他一路的辛勤和汗水，都彰显了他对科学
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建议同学们看一下。

达尔文读后感篇三

"与生具有的'离奇'和'怪异'，伴随了他的童年生活。一生对
科学的执着追求，是他认识到生命是那么的神奇。五年的远
航生活，解开了物种进化和人类起源的秘密。学习、学习、
在学习，求索、求索、再求索，是他一生唯一的事业，最大
的乐趣。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像是枯萎的叶子，不再有
生命的意义。"你们猜到这个人是谁了么?对了，他就是举世
闻名的科学家、昆虫学家、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
尔文。

达尔文的童年和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爱迪生、诺贝
尔的童年一样，都很平常，可谁能想到，他们长大后，经都
成了改变世界的伟大人物呢?没准哪一天，像你我一样普通的



孩子，也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肯努
力，有毅力，做自己喜欢的，我们一定能行！

我觉得达尔文很有毅力，其实他的毅力也相当于是执着。就
是因为他的执着，才造就了他今天伟大的业绩。他做自己喜
欢的，并且执着的去做，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他父亲曾经
让他去学医学，以便子承父业，但他执着做自己喜欢的；他
曾经也学过神学，他父亲要他当牧师，但也是执着做自己喜
欢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想学骑自行车，但自行车才买回来几天，我
的"满腔热血"就没了，因为自行车连本少爷都敢摔！我一气
之下就把他给摔了。但后来我心想：不行，我一定要把他学
会！没想到我报着这个意念，还真把自行车给学会了！

达尔文读后感篇四

暑假里，我禁不住又一次捧起了《达尔文传》这本书读了起
来。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让我百读不厌，更让我忘记了周
围的世界，进入了达尔文的时代。

读这本书我了解到达尔文在小时候去了舅舅的庄园，从那里
开始他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由于他对生物的无
限热爱才让达尔文成为了干预挑战权威的科学斗士。他一生
致力于生物学研究，获得了无数的辉煌，他甚至还荣获了英
国最高的奖牌--柯普雷奖章。但是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一生
都淡泊名利，虽然获得的奖牌奖章无数，但他从来没有炫耀
过自己的荣誉，依然刻苦钻研。

伟人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榜样，比如居里夫人。她是一位伟大
的科学家，他一生中的任何一种发现足以让世人仰慕。但在
她看来，那些代表她荣誉的奖牌奖章只不过是女儿的玩具。

再看看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名利整日奔波劳碌，



想方设法想要成名成功，甚至为了一时的名利扭曲了自己的
灵魂，耽误了自己的前途，也毁了自己的人生。

看看伟人，再想想自己曾经为了一张喜报乐的屁颠屁颠的，
巴不得让街坊四邻都知道。还曾经觉得老师评价不公而抱怨，
搞的自己郁郁寡欢而耽误学习。现在我终于明白，喜报只是
激励同学们好好学习的手段，而不是学习的目标。我应该在
学习上不断地超越自己，实现一个个目标，从而实现自己的
理想。

淡泊名利是成功的基本要素，同学们，让我们也向伟人们学
习吧！

达尔文读后感篇五

这个暑假，我看了一本名叫《生命之树——达尔文的一生》
的书，这本书生动的描绘了达尔文是如何走向成功的，使我
深有感触。

达尔文，这位写出《物种起源》的伟大科学家，他出生在一
个富裕而又传统的家庭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他的
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家庭传统，也当名医生，于是安排他
去上爱丁堡大学，可是达尔文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喜欢自然
学科，喜欢采集标本和做化学试验，于是他不顾父亲的反对
离开了爱丁堡大学，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后来达尔文的父亲
又想让他成为牧师，送达尔文去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这
次达尔文满足了父亲的愿望，以高分毕业，但达尔文始终认
为应该做一名自然学家，梦想自己能进行地质调查旅行。后
来他终于不顾父亲的反对，加入“贝格尔号”的航行，去开
展调查自然的工作，这次六年的旅行，让达尔文收获了许多
知识，最终写出了《物种起源》这本伟大的书，由于书中许
多知识都是经过达尔文亲身去调查论证的，所以虽然当时许
多人都对这本书表示质疑，但达尔文用大量严谨而又细致的
证据说服了他们，最终《物种起源》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达尔文这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科学知识，而我想他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果，跟他那种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顾一切潜心研究科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虽然几百年过去
了，但达尔文的这种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我以后也要学
习达尔文这种坚持不懈、勇于探索的精神，拥有了达尔文的
这种精神，相信我也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我一定要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