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底读后感初一(优秀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海底读后感初一篇一

《海底两万里》讲述的是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在深海
旅行的故事。故事的起因是发生在1866年的一件闹得满城风
雨的怪事。当时不少航行船只都在海上发现了一个大“海
怪”，并有船只遭到了他的袭击。在公众的呼吁下，出于对
航船安全的考虑，美国派遣了一艘战舰对“海怪”进行追逐。
阿龙纳斯教授接受了邀请，参加了这次追逐行动，结果，追逐
“海怪”的战舰反被“海怪”追逐，并遭到’海怪”的猛烈
袭击。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两位同伴不幸落水，被“海怪”
所救，此后便跟随“海怪”周游四海，在海底航行了两万里，
探索海底秘密，经历了种种艰辛和风险，最后，他们因不堪
海底世界过于沉闷的生活，设法逃走，返回了陆地。

虽然书中讲述了不少有关海洋的知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我
接受起来十分刻意或困难的，只是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罢
了，这使人们对因景而生的各种想法和收获都得以牢固的保
存，我也从中了解了不少关于海洋的知识。《海底两万里》
作为一本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远见加博学累积成的小说，不但
为对海底知识了解不详尽的读者解读了他们的旅程，更让后
人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与文明。整部小说动用大量篇幅，不厌
其烦地介绍诸如海流、鱼类、贝类、珊瑚、海底植物、海藻、
海洋生物循环系统、珍珠生产等科学知识，成为名副其实的
科学启蒙小说。

但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



福人类的同时，重视防止被坏人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机的
行为；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
念。这些至今仍然热门的环保话题，早已在两百年前就有先
知者呼吁，可见留下有关人类正义更深层次的思考，才是此
书让读者感受丰富多采的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后，启发我们
以心灵更大的收获——环保已刻不容缓！！！

初二:许生

上一篇：思念

下一篇：《名人传》读后感

海底读后感初一篇二

我第一天接触《海底捞·店长日记》这本书是在我入职的第
一天，人事部全哥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很纳闷，要学习怎
么会给我看这本书？接着刚打开书看了开头，这本书就深深
的把我吸引住了。

从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像是为我写的一样，主人
公李顺军在日记中的那些感想，对生活的态度，还有自己的
反省，对自己性格的分析解剖等等，这些直接都写到了我的
内心深处。看到海底捞对李顺军这么大的影响，我深深感受
到了海底捞的企业文化是多么的神圣。读书的过程中，我深
刻的投入到了李顺军的世界了，同文字感受海底捞的文化，
用思维想象着海底捞的一切，几次都热泪满眶，心情特别的
激动。我非常喜欢，也非常认可海底捞的这种企业文化。

从店长日记看自己

书中多是以李顺军的心理历程和海底捞对他的身心影响做了
全面又深刻的描述，并表达了主人公自己对海底捞真实的.情
感。



李顺军在日记中写到了自己的情绪、心态，和在工作中的优
势、劣势，这让我也看到了我很多的不足之处，而我却很少
想他这样每天做到三省。我偶尔会在晚上睡觉之前想想自己
今天都做了什么，都做的怎么样，可是惭愧的是我没有坚持
天天这样去自己反省。书中讲到“人有两难：惰性和超越自
己”回想我来胜业之前的日子里，这两难我都占着！我深有
感触，如果我想要成长，就必须要克服自己的惰性，有句老
话说的好“越吃越馋，越睡越懒”足以证明，一旦有了惰性
是会上瘾的，我不能让惰性成为我超越自己的绊脚石。“拼
命地工作可以磨练灵魂。”“天天反省也能磨练灵魂、提升
人格。为了获得美好的人生，通过每天的反省来磨练自己的
灵魂和心智是非常重要的。”“竭尽全力拼命工作，再加
上‘天天反省’，我们的灵魂就会被净化，就会变得更加美
丽、更加高尚。”这三句话是李顺军最喜欢的三句话，来激
励自己的，是出自稻盛和夫的《活法》，同样我也很喜欢这
三句话，目前我的状态就只停留在了第一个层面上，慢慢的
我要进行第二个层面，渐渐的做到第三个层面的时候，相信
我自己会有很大的提升的。相信我的心态也会随之淡去浮躁，
变得平和起来。

从海底捞看企业

我从网络上搜索到了海底捞的服务理念：热情、细致、耐心、
周到，把顾客的每件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来完成。作为同为
服务业的我们，我们也可以加以借鉴海底捞的服务理念，这
样可以从一线的员工中更能看出，适合我们的企业的潜力人
才。

海底捞人的精神品德：倡导传统美德、孝敬父母、忠于爱情、
爱护员工、知恩图报。书中所将的海底捞的“家访”对我感
触很深，在现在的企业中，为了考察后备管理人员的人品，
能做到专门派人家访的企业，很少。家访，听起来像是一件
很平淡的事情，可就是这样小小的举动，能让员工感觉到自
己在企业中的价值坐在，能建立起企业与员工的亲密关系，



让员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也让员工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女
感到自豪。能做好服务行业的必定是人品优秀的人才！

还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海底捞的增值服务。我自己的感觉是，
最不喜欢浪费时间去等待什么，而海底捞却能做到在大家等
餐的时候，给客人提供免费的优质的服务，这真的是一个很
好地创意。这么好的服务，还不浪费时间，大家谁还不愿意
在海底捞吃饭呢？就是等餐也等的开心，有价值！

海底捞还有两个很好地服务技巧：如果客人打电话订餐，可
以征询客人有没

有喜欢的服务员。不管谁的老顾客到店消费，经理一定要去
认识。第一个技巧可以提高客人的满意度，也可以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让员工感到自己的服务得到了客人的认可，他会
更加积极的努力工作。而第二个技巧，体现出了对客人的重
视，让客人感受到了尊重和关注，也能体现出贴心的服务品
质。

每个看过海底捞的同事，无不称赞海底捞的管理文化的，海
底捞不管是企业文化，还是服务理念，还是用人原则，都非
常值得我们大家的学习，像刘总说的，“拿来主义”没什么
不好，只要合理的运用，一样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愿
我们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海底读后感初一篇三

读到海底捞的危机这一部分，书中说到了海底捞开始建立一
些绩效考核制度来应对企业的逐渐变大。在员工物质层面的
吸引也不仅仅是生病慰问，还为年轻的员工们提供了wifi、电
脑配置等。改变难免会有些不适应，但我认为有些改变是必
然的`。

从“人性”管理的角度来说，创业初期，海底捞的员工具有



很强的共性，也许有个别员工特色突出，但更多的是一致化。
但随着企业做大做强，人力资源的吸纳也不再单一，除了农
村穷苦人家的孩子，城里的大学生、家境普通但小康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这说明，海底捞面临的不再是单一的“人性”，
而是多种多样的“人性”。

面对人性的多样化，标准的建立是必须的。海底捞建立了绩
效考评制度，以此来让所有的员工在基本层面上做到步调一
致。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大企业规矩越多，因为人多了，没
有制度会乱套。当然，有的企业很小，却学大企业定很多条
条框框，完全失去了灵活性。

从自身企业的大小出发，制定适度的绩效考评制度。同时，
基于对“自己员工的人性理解”，不要抛弃企业特有的特色
化管理方式。

海底读后感初一篇四

最近在看这本名叫《海底捞凭什么》的管理学书，虽然还没
看完，但是却已经受益匪浅。

海底捞虽是火锅店，但它的核心并非餐饮，而是服务。海底
捞秉承“服务至上，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打破常规，将
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做到极致，许多人都说，“海底捞的
服务好得都让人不好意思”，“海底捞的服务简直达到了变
态的水平”。

海底捞正是凭借这种“变态服务”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老顾
客，更加靠着口耳相传的神奇“口碑”吸引着无数的新顾客，
这也是人们宁可在海底捞坐着排队，也不愿意去选下一家的
原因。

海底捞对待员工及员工的亲人也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体
贴入微。它为员工专门租住高档小区，聘请宿管阿姨为员工



做饭，还有夜宵，每个月特地往员工家里寄几百元钱，“海
底捞希望小学”的建成更是让员工感激不已。这还远远不止，
言语永远说不完它的神奇。

一个企业能做到海底捞这样实属不易，实力，服务，对员工
的关怀，对顾客的负责都是那样的全面、细致、令人敬佩，
这样的企业怎能不昌盛，这里的员工怎能不感激，这样的老
板怎能不令人折服，海底捞怎能不成为行业典范。海底捞以
高质量的服务，赢得了顾客、员工及员工家属乃至全世界人
的高度赞扬，它当之无愧。一个企业唯有做到海底捞这样，
方能兴盛下去！

海底读后感初一篇五

《海底两万里》写于一八七0年，是凡尔纳着名的三部曲的第
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
岛》。

在我读过许多科幻小说后我发现并不是每一本科幻小说都像
《海底两万里》一样富有强烈的可读性。《海底两万里》整
部小说动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诸如海流、鱼类、贝
类、珊瑚、海底植物、海藻、海洋生物循环系统、珍珠生产
等科学知识，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启蒙小说。它作为一本不
是凭空捏造而是远见加博学累积成的小说，不但为对海底知
识了解不详尽的读者解读了他们的旅程，更让后人看到了古
人的智慧与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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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海底地
道，苏伊士下面一条通往地中海的地道），一块沉没的陆地
（大西洋洲），在未来世界，一切幻想皆成为了现实。他作
品中的幻想大胆新奇，并以其逼真、生动、美丽如画令人读
来趣味盎然；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
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海底两万里》让我学到了很多：在南极潜艇被困于冰下船



内极度缺氧的情况下，船中人们奋力开凿冰盖的永不放弃的
精神；在大西洋与章鱼进行肉搏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在印度
洋与鲨鱼展开殊死搏斗的知难而上的精神……其实在真实的
人生里，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每一个人都必须单打独斗。
如果我们永不放弃奋斗，就能主宰自我。放弃，是一个念头；
而永不放弃，则是一种信念！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自觉
不自觉地选择前者，因此我们极易成为普通得没有一点棱角
的人；而有些人却坚定得近乎倔犟地选择了后者。这种人虽
然是少数，但他们却往往能赢得大多数人的掌声。

这使我想到吴斌，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客车司机，然而在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淡定的做出一系列职业规范的动作，
不放弃、坚守岗位、舍己为人，用自己的职业操手保护住了
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这看似平凡的举动但在关键时刻体现
出了永不放弃的高尚精神。用生命诠释了立足岗位，尽职尽
责的奉献精神。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也许他的一生
都是平平凡凡、默默无闻的，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给我
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永存的，那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

“不服输、永不言弃”这几个字简单，说来容易却做来难。
许多人都对邓亚萍在赛场上“鹰隼一般的眼神、猎豹一般的
吼声”记忆犹新，对她拿到120多块金牌羡慕不已。然而谁知
她甚至从小到大都让一些教练不屑一顾！但她刻苦训练，将
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正如萨马兰奇赞扬她说：“邓亚萍所
表现的永不服输的劲头代表了奥林匹克运动员应有的精神风
貌”。在平时的训练中只要输了就拉住对手不放，非要和人
家再打一场不可，正是由于她有一种不放弃、永不服输精神，
所以意志力很强，当时很多运动员都怕她，这对我们学习、
工作也很有启迪，只要我们不放弃、不服输，困难就会怕我
们；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四年级:杨雪茹

上一篇：游凤凰谷



下一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

海底读后感初一篇六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的经典大作。书中以对
“海上怪物”的追踪，描绘出一个生动的海底世界，在“鹦
鹉螺”上，神秘的尼摩船长带我们见识了神奇的海底森林，
参加了庄重严肃的海底葬礼，打捞有悠久历史的西班牙沉船
宝藏，一同抗争野蛮的土著居民，但是这段美好的时光却被
尼摩船长的复仇给毁灭了，在船遭到攻击后，尼摩船长不顾
一切的将敌舰炸成灰，而他——这个无情的刽子手，却冷淡
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书中都包含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学。阿龙纳斯
在航行中流露出他对尼摩船长出类拔萃的才华与学识的钦佩。
但他又在道德方面他又希望但愿洁净海水能够冲刷尼摩船长
的内心使得他以一位学者的身份继续进行和平的海底工作！

这本书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开眼界，深深激发了我们热
爱科学，勇于探险的可贵精神！

【【荐】《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海底读后感初一篇七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是一位想象力惊人的科
幻作家，他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他的写作手法上，更惊人的是
他书中所写的故事，创作于连电灯还没发明的时代是多么具
有创造性。

刚翻开几页，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开始和书中的主人公探险
者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先生和性格阴郁、知识渊博的鹦鹉螺
号的主人尼摩船长等同伴的陪同下一道周游了太平洋、印度
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及南极和北冰洋。他们在周游时，



遇见了罕见的动植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其中也
包括有名的沉没之城亚特兰蒂斯，这是个拥有与希腊相当的
历史文化内蕴的文明古国。

看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很多知识，例如，红海中的一种名
叫三棱藻的微小生物分泌的黏液造成海水像血一样红。同时
还要学习阿罗纳克斯先生乐观向上的精神;学习仆人康塞尔对
主人忠心耿耿与无私的精神;学习尼摩船长的勇气。

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人要有勇于探险的精神，才能发现这大
自然的无比美妙。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