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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海底两万里读书笔记篇一

这个寒假，我可是收获颇丰，既读了历史书，又读了许多著
名作家的书，其中还有几本外国作家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当
属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海底两万里》。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鹦鹉螺号”载着它的主人尼摩艇长以及
阿罗纳克斯教授等人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前进，在十个月
的旅途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鹦鹉螺号”
途径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最后竟离
奇地消失在了挪威西海岸的大旋流中。

从这本书中，我可以感受到：尼摩艇长是一个沉着冷静、博
学多才却又有一点诡异多端的人，因为他的身份我至今未知。
他驾驶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几乎战无不胜，在大海底下漫
游着，做着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搜集海底的金银珠宝。但
是，我还有一个疑问仍未解开：为什么他对陆地上的人们如
此憎恨？而阿罗纳克斯教授，以及他的仆人孔塞伊，他们都
那么的聪明好学，把他们所见到的海底奇观向我们描绘得淋
漓尽致。我对他们的才识感到十分的敬佩！

在这本书中，我不仅了解到一系列事情的真相以及人物形象，
而且还掌握了一些有关地理和生物方面的知识。比如阿罗纳
克斯教授介绍了什么是太平洋黑流、珊瑚礁是怎样形成的，
以及海洋生物的循环系统是怎样的……这些自然现象和特点



都十分的有趣，而这些现象的科学解释也让我大开眼界、增
长见识。我对他们的“知识宝库”也是刮目相看！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里蕴藏着许多丰富的知识，它既能让
你身临其境感受海底世界的瑰丽多姿，又能让你震撼于大自
然的神奇奥秘。

阅读心得：《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告诉我们，人没有梦想、
没有理想，是不行的。但梦想、理想也不能仅停留在空想，
需要实际行动来积累实现。只有梦想加上行动，我们才会不
断有进步，才会最终取得成功。

读海底两万里读书笔记篇二

这个暑假，我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 凡尔纳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个想
象力惊人的科幻作家，他的惊人之处不但他所写的内容很夸
张，动人又富有科学意义的小说，更惊奇的是，这本书中所
写的故事，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已是不足为奇，但在他那个时
代里，还没有潜水艇呢!但凡尔纳以他惊人的想象力与丰富的
知识底蕴在《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中成功地塑造了“ 鹦鹉螺
号” 潜水艇，还有兰可夫探照灯。作品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
在今天都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情节惊险
曲折，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使他的作品闪
现着永恒的魅力。所以凡尔纳被誉为“ 科幻小说之父” 是
当之无愧的。

书中的主人公探险者、教授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两个同伴康
塞尔与尼德· 兰，一起乘坐“ 鹦鹉螺号” 开始了海底之旅。
鹦鹉螺号的主人是尼摩船长，他是个性格古怪，性情忧郁，
知识渊博的人，船上的人都以一种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两个
同伴听不懂的语言交流，阿龙纳斯先生感到十分奇怪，为什
么只有尼摩船长听得懂三个人的语言。尼摩船长邀请他们一



道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及南极与
北极。遇见了许多见也没见过的海底动植物、海底洞穴、暗
道与人们至今没发现的遗址。

出的黏液是造成红海的颜色像血一样的红的原因。还有许多
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通过这本书我都知道了。阿龙纳斯
先生对尼摩船长的无可伦比的才华与学识产生了钦佩，我也
同样对尼摩船长的才华与学识产生了敬佩，并且我下定决心
多看海洋知识的书，体会海洋的奥妙与神奇，探索深海的宝
藏与财富。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搭上这艘奇妙的潜艇，去看看海底森林、
珊瑚王国、神秘的宝藏和沉船，并且勇敢地和大章鱼作战，
设法从南极冰壁间脱险。还有很多很多新鲜、刺激的遭遇等
着我们去领略。来吧!我们一起去探索!

读海底两万里读书笔记篇三

海底，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多少人为了探索她的奥秘而丢失了生命，现在，让我们跟随
者鹦鹉螺号的脚步，一起去探索那神秘的深海世界。

本书主要讲了1866年所发生的怪事，据说在海上发现了一
头“大海怪”，为了人们的生命安全，美国派出一艘战舰对
海怪进行清除，经过千辛万苦后，“怪物”仍未被清除，却
反遭海怪凶猛袭击，他们成了“海怪”的“俘虏”。他们发
现原来人们所说的“海怪”是一艘尚不为人知的潜水艇——
鹦鹉螺号。他们三个人跟着潜水艇周游了各个大洋。10月后
他们三个人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逃脱，生物学家才得以把这
件海洋秘密公布于世。

文中有许多惊险刺激的情节，例如珊瑚王国、捕杀章鱼群等，
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巨大的想象力，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
感觉就像置身于充满奥密的世界。



但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还同时告诫人们要爱护海豹、鲸等
海洋生物，谴责滥捕滥杀的观念

我们要呼吁人们，不要滥杀滥捕。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和谐美
好的，如果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就没有人为天空涂满
蓝色，也没有人为小鸟勾勒翅膀，就没有人去保护、爱护大
自然。

读海底两万里读书笔记篇四

在三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海底两万里》。然而，
四年后，当我重拾这本书的时候，却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它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带着我进行了一次海底探险。像有一
种魔力一般，吸引着我拿起了这本书，就很难再放下。

这本书用第一人称，以阿龙纳斯教授的口吻来描写，刻画。
书中教授为解开“独角鲸之谜”与随从康塞尔登上了捕鲸船。
意外地落入“独角鲸”——“诺第留斯”号上。船长为保守
秘密，将一行人扣留在船中，从此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又精
彩的海洋之旅。

书中人物都很生动、鲜活，犹如电影一般，把书中的一切都
投射出来。像勇敢的尼德·兰，博学的阿龙纳斯教授，忠诚
的康塞尔，以及沉着的尼摩船长。故事在他们之间展开，带
领观众领略海底风光，有趣的科普知识。同时，借助尼摩船
长揭露作者对压迫者的憎恨与控诉，一个个真实的场景曾让
我怀疑作者是否真的亲身经历过。“诺第留斯”号整整比作
者所处年代的任何潜艇先进了一个世纪。作者对船上清晰地
讲解，却仿佛它确实真正存在，在科幻中却又有着真实的色
彩。

《海底两万里》，它不仅是一部巨著，也是我们人生的导师。



读海底两万里读书笔记篇五

周末，我读了一本有趣的课外书。名叫《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

令我叹为观止的还是主角们与船长共进午餐的片段。丰富的
午餐与我们陆地上的食物完全不同，有吃起来像牛内的是海
龟的脊肉，味道像炖猪肉的是海豚的肝，这是一盘罐头海参，
马来人称赞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奶油糕所用的奶是从鲸
鱼的乳房里挤出来的，糖呢，是从北海中的一种大海藻里提
炼出来的，最后是用海葵做的果子酱。

不仅如此，令人惊讶的同时，还有未知的危险无处可在.....

一幕幕主人公与船长和水手们下水猎捕食物的画面闪现在脑
海里，《海底两万里》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大海的神秘与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