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太阳系历险记读后感 太阳系与宇宙
星座读后感的(优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太阳系历险记读后感篇一

《太阳系历险记》这本书主要写了十九世纪中叶，一颗彗星
突然与地球相撞，使天空、海洋和陆地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地中海附近的一些居民发现自己被带到了一颗不知名的彗星
上。从此开始了别无选择的太阳系历险。彗星上有三十六位
居民，又是不同种族。有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西班牙
人、法国人、还有犹太人，每个人性格迥异，处世方式也截
然不同，俨然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他们在一位名叫赛尔瓦
达克的法国上尉的领导下，同舟共济，战胜了太空严寒等种
种困难，最终回到了地球上。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要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或者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的时候，我们要坚强的去对待它们。()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我们都会取得最
终的胜利。

我们还要有一个目标。如果我们没有目标，我们就会像在茫
茫大海中航行的一叶小舟，永远也找不到靠岸的沙滩。如果
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去奋斗，然后达到目标。

我们也要满怀信心地去生活。当我们遇到难题时，我们要有
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我们就会成功。我们还要乐观地



去生活，当我们碰上悲伤的事时，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让
自己乐观点。最后迎接我们的将是灿烂的阳光。

我们更要学会团结。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如
果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可以和暴风雨相差无几。

太阳系历险记读后感篇二

书，是知识的海洋；书，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书，更是我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的东西。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不
管是老师、教授还是科学家，都需要读书来获取新的知识。
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读《宇宙简史》这本书的感受。

一听宇宙简史这四个字，就知道这本书是讲宇宙的。这本书
是大名鼎鼎的霍金先生写的。这本书先带我们回顾一下过去
关于宇宙的构想。再讲宇宙是在很久以前的一次大爆炸中产
生的，然后一直不断的膨胀下去。接下来谈一谈黑洞，说了
黑洞是怎样形成的，掉进黑洞的人会怎样。还讲述了量子力
学如何允许能量从黑洞中泄漏出来，黑洞并不是像人们想象
得那么黑。又讲到科学家们设想：时空可能在范围上有限，
但没有边缘。然后解释这个问题：尽管物理学定律是时间对
称的，但过去和未来为什么如此大不相同。最后讲科学家们
正如何寻找一种统一理论。

《宇宙简史》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读不懂，但多读几次
还是能理解一点的。这本书中有许多图片，能帮助我们认知
这个天体的样子，而且图片旁边还有字，可以让我们知道这
个图片说的是什么。书中提到的某些词或者人物，书中的空
白处也有写关于这个词或者这个人的资料。读了这本书，我
又了解了关于宇宙的新知识，知识面更广了，我还要多读书，
了解更多的知识。



太阳系历险记读后感篇三

去年看科幻小说《三体》时，总想着如果读过有关黑洞、量
子、时间等的科普书籍，应该会更容易理解些。霍金的作品
《宇宙简史》恰好是这样一部书籍。

这本书描述了霍金心目中的宇宙历史。他首先回顾了人类历
史上有关宇宙的构想，从“地在下天在上，地是平的”开始，
到亚里士多德“地球是圆的，星辰绕地球转”的地心论，再
到哥白尼“太阳是静止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绕太阳在圆
形轨道上运行”的日心说，再到开普勒将哥白尼的圆形轨道
修正为椭圆轨道，终于得到了一个目前看来最正确的宇宙模
型。

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恒星必定会互相吸引，在某一刻
坠落到一起，为什么没有这样呢？原因是宇宙不是静态的'，
而是在膨胀的，如果它膨胀得相当慢，引力会使它最终停止
膨胀，然后开始收缩。否则宇宙就会一直膨胀下去。在几百
亿年前的某一时刻，宇宙是个密度为无穷大的小球，产生了
大爆炸，这可能就是宇宙的开端。

当某个巨大的星球，或者更大的天体，受其自身引力吸引而
不断自行塌缩，最后形成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的星体，
它产生的引力使得它周围的光也发生巨大的偏折，被它吸引
进去无法逃逸。光消失了，它就变成了再也无法看到的黑洞。
所以黑洞并不是个柱状的窟窿，也不是洞里空无一物，它是
密度无限大、体积很小的球状星体，只不过看不见而已。

把光看成是由一个个成包的光粒子构成，这些能量量子在空
间点状分布，这就是量子理论。霍金用量子力学证明了黑洞
总是“热”的，像火炉一样放热，能量能从黑洞泄露出来，
黑洞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黑。

关于时空，爱因斯坦曾预言，空间不再是一种有别于“物



质”的东西，而是一种构成世界的“物质”成分之一，一种
可以波动、弯曲、变形的实体。太阳会使其周围的空间发生
弯曲，所以地球并不是在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下绕着太阳旋
转，而是在一个倾斜的空间中行进，就好像弹珠在漏斗中滚
动一样。由于这个弯曲，不仅行星要在轨道上绕着恒星转，
就连光也发生了偏折，不再走直线。不仅是空间，时间也同
样会发生弯曲，在高空中，离太阳越近的地方，时间会过得
越快，在较低的地方，时间则过的较慢。如果一对双胞胎，
一个住在海边，一个住在高山上，就会发现，住在山上的比
住在海边的老得快一些。

宇宙的开端发生了大爆炸，观测表明，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
速度飞离开我们，整个宇宙处在不断膨胀的状态。《宇宙简
史》虽然很多看不懂，还是让我多少了解了一些相关知识。
同时又浏览了《七堂极简物理课》，这本书更适合我这种对
现代科学一无所知的人。科学越进步、知识越更新，我们越
了解宇宙的广大，也越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只
是宇宙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就
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是如此智慧，我们与众不同，事实上，
我们与其他动植物没有什么不同，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就
如同一粒沙、一滴水，处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偏僻的角落。

作者霍金是一个传奇人物，从21岁起，他得了渐冻症，慢慢
的，他要很费劲才能抬起头来，他不能写字，只有三个手指
和两个眼睛能够活动，即使在失声之前，他也只能用非常微
弱的变形的语言交流，这种语言必须由长期陪他生活工作的
人来翻译才能通晓。首次看到他的人都会对他的残废程度感
到吃惊。但他最不愿意被当做残疾人看待，一直坚强地活着，
直到20xx年去世，享年76岁。

太阳系历险记读后感篇四

宇宙苍穹，浩瀚星河，地球在宇宙中，就像连大海里的一滴
水都不到，正是因为它的虚无缥缈，才会让我们人类感到变



化莫测，不可琢磨。

在公元前4左右，欧多克斯提出地心说。地心说就是猜测地球
是宇宙的中心；但后来在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
在17世纪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后来发现太阳以外还有无数星
系，日心说就这样被推翻。后来经过科学家的不懈探索，推
测出这个宇宙有无数的恒星有成亿的星系与银河系。

宇宙中有一个神奇的物质叫做黑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黑色
不知道有没有底的一个洞，不管什么东西靠近它都会被吸进
去，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很是神秘，光走到这都会被吸
进里面。

世间万物都因宇宙的形成，没有它就不会有现在的地球文明。

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后逐渐膨胀。爆炸起初，物质只能
以中子，质子等形态存在；随着温度的降低，冷却，物质复
合成为通常的气体。气体逐渐聚成星云，星云进一步形成了
各种各样的恒星和星系，后来就有了地球和一切动物的出现。
在这时文明就快要到来了。

随之地球出现了动物，几千亿年前霸王龙统领着世界，到不
知是什么情况全球变冷，正在面临冰川化，恐龙们无一生还，
这究竟是为什么还终究是个谜底，谁都不知道。恐龙灭绝后，
又出现了细小的生物，后经演变就出现了飞虫，海生物，两
栖生物，家禽，直到出现了人类，地球文明就在此开始了。
当人类的习性定下来了，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正在演变。第一
阶段：语言的使用。第二阶段：文字的出现和使用。第三阶
段：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第四阶段：电话，广播，电视的
使用，第五阶段：计算机互联网的使用（进入信息化时代）。
这么伟大的历史演变，都是来自于人类的智慧，才能有这样
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宇宙并非永恒存在，而是从虚无中创生。他还深藏着一些神



奇的无人知晓的秘密，让我痴迷，它越神秘就越值得我探索，
我在心中早已种下宇宙的种子，虽然书本上有很多学术语不
太懂，但我不会放弃。

满天星光就是我的希望它就如同我的天文梦，永不会灭。浩
瀚星河，茫茫宇宙，等我。

太阳系历险记读后感篇五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太阳系历险记》，这本书是由法国
科幻小说家凡尔纳写的，可好看了。

19世纪中叶，一颗彗星突然与地球相撞，使天空、海上和地
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地中海附近的一些居民发现他们已经
被带到了一颗彗星上，从此开始了别无选择的太阳系历险。
慧星上共有三十六人，又是不同种族，美国人、英国人、俄
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犹太人，每个人性格迥异，处世
方式也截然不同，他们在一位法国上尉的带领下，同舟共济，
战胜了太空严寒等种种困难，，终于在两年后趁彗星再度与
地球相遇之际，胜利返回地球。

这本书不仅内容充实，而且还能学到去多知识。

本书作者借助曲折的情节，幽默的语调，讲很多太阳系的天
文地理知识融合其中，简直就像一本百科书。作者还用大量
篇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彗星，木星，土星等天体的特征。

这本书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天文知识，还歌颂了人们在科学
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临危不惧，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操，
同时也鞭挞了别人的自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