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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读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数学家的故事》，讲
述了许多数学名人的故事。比如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高
斯……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祖冲之的故事。数学是一
门多彩的学科，不同类型的数学家，有着不同个性与不同的
成功箴言。数学家的故事中有几个令我印象深刻，这里就来
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在武汉大学演讲。他
走向讲台，不慌不忙地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大公鸡。台下的听
众全愣住了，不知陶先生要干什么。陶先生从容不迫地又掏
出一把米放在桌上，然后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
大公鸡只叫不吃。怎么才能让公鸡吃米呢？他掰开公鸡的嘴，
把米硬往鸡的嘴里塞。大公鸡拼命挣扎，还是不肯吃。陶先
生轻轻地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后退了几步，大公
鸡自己就开始吃起米来。这时陶先生开始演讲：“我认为，
教育就像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硬灌给他，
他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
是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他自由地学习，充分发
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一定好得多！”台下一时间掌声
雷动，为陶先生形象的演讲开场白叫好。

从这个小故事中，我有所感悟，对于我们的学生，我们不能
强硬的灌输知识，而是利用多种方法，手段，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引导他们自主地学习、交流。对于知识的掌握才能



更加牢固。那么怎样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交流，就需要多看
有关教学方面的书以及多看名师的课堂实录，还有每节课的
预设、课后的反思都要及时，在反思中改进，才能成长，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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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数学家的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家
华罗庚。

华罗庚（19——1985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小时候是个
调皮、贪玩的孩子，可是对数学却很感兴趣。他在读完中学
后，因为家里贫穷，交不起学费，从此华罗庚失学了，他回
到家后只能依靠卖点小东西生活。

不能上学并没有阻挡华罗庚爱数学的势头，他从此以后便自
己学，一年到头华罗庚几乎每天都要用十几个小时来学习，
勤奋好学的他走进了数学王国。(1)1930年在熊庆来教授的帮
助下，华罗庚到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他一
人干几个人的事，却还在继续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华罗
庚终于成了我国著名的数学家！

读了《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事》我明白了，一个人不论干什么
事都要坚持不懈，那样才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读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本《数学家的故事》里面介绍了一位著名的
数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父
亲和祖父都爱好数学，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



读了很多书。他特别爱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经常观察太阳
和星球的情况。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很喜欢他。派他去
做官，但是他对做官不敢兴趣，还是专心的研究数学，这种
精神多值得我们学写呀！他还创制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大
明历。他为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了一本
缀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可
见祖冲之是多么伟大。

我要学习祖冲之这种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学习和研究精神。

读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自从我读完了《数学家的故事》，脑子里就会时不时地跳出
几个数学家，比如高斯、牛顿、阿基米德、华罗庚。

我最崇拜的是约翰·伯努利，他1667年8月6日出生于巴塞尔。
他不仅自己厉害，还成功教出了一大批出色的数学家，其中
包括18世纪最著名的瑞士数学家欧拉、瑞士数学家克莱姆、
法国数学家洛必达，以及他自己的儿子丹尼尔和侄子尼古拉
二世。

我也崇拜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是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力
学家、天文学家，与牛顿、高斯并称为世界三大数学家。阿
基米德在罗马士兵攻打自己的国家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
着逃跑，因为他还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解一道数学题。一个
罗马士兵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命令他到马塞勒斯去，遭到
了阿基米德的严词拒绝，他表示除非解答出问题，并给出证
明，否则是不会去的。这句话把罗马士兵激怒了，就这样，
阿基米德丧生在罗马士兵的刀剑之下。

我还崇拜牛顿呢！因为他曾经说过一段经典的话：“我不知
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
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
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



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在遥远的1643年1月4日，在英格兰林肯郡小镇沃尔索浦的一
个自耕农家庭里，牛顿出生了。牛顿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只
有3磅重，接生婆担心牛顿是否能活下来，没想到这样弱小的
一个小家伙会长成一位震古烁今的.科学巨人。

除了苹果砸在头上发现了地心引力，牛顿还制造了磨坊的模
型、小水钟等。他还发现微积分，对光的研究也有贡献，还
构筑力学大厦呢！真是牛呀！

读完这本《数学家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全身充满力量。有
一次奥数小考试，我被三道难题给难住了，我怎么想都提不
出解题方法。这时脑海中似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潘晨
熙，你一定要用尽全部力量，来选取咱们应遵循的道路
啊！”哦！原来是笛卡尔爷爷呀！好的，我会尽心尽力做完
它们的。“你一定要冷静！”他又说。“我一定会的。”我
说。我继续认真审题，啊，我做完了！我要感谢数学家给我
的启示，我长大了一定会成为数学家的。

读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人去瑶池竟渺然，空斋长夜思绵绵。一生难得相依侣，百
岁原无永聚筵……”这是数学家苏步青在步入百岁之际，为
他仙逝的妻子苏（松本）米子写的诗。米子是一位伟大的日
本女性，也是最先取得中国国籍的外籍人士之一。苏步青与
她风风雨雨60载，成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世纪绝恋。

1924年春天，苏步青作为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报考了著名的
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帝国
大学是日本知名的大学，苏步青年年拿第一名，自己还有一
些研究课题在进行，自然成了学校的名人。

这时，他对学校的另一位名人松本米子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关
注。米子是帝国大学松本教授的女儿，她不仅相貌才华出众，



而且精通插花、书法与茶道，还爱好音乐，尤其是弹得一手
好古筝。在一次晚会结束后，苏步青与米子认识了。米子对
苏步青其实一直是很仰慕的，他的睿智与赤诚尤其让她感动。
后来两个人经常花前月下携手而行。

1927年，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聘请正在攻读研究生的苏步青
担任代数课讲师，这使他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兼任过讲师
的外国留学生。两个人的恋情成了学校里公开的秘密，不少
人为他们祝福；而那些平素追求米子的人则怀有一种嫉妒心
理，对米子说：“苏步青是个中国乡巴佬，家里很穷，再说
学习好的人不一定将来就会有出息。你跟了他是不会有好日
子过的。”但米子不为所动。苏步青受不了一些男生的敌意，
他也不想让米子再被别人纠缠，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尽快结
婚。

米子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日本家庭主妇，她认为苏步青是一
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松本教授虽然也很喜欢苏步青，却觉
得他毕竟是中国人，出身又低微，所以对这段婚姻一直很不
赞同。在米子的坚持下，最终松本教授还是妥协了。1928年，
这对异国青年终于走到了一起，在仙台市喜结连理。松本米
子自此改从夫姓成为苏米子。

米子全身心地当起了家庭主妇。为了不影响苏步青，她甚至
把自己的古筝、书法等特长都荒废了，只留下了茶道和插花，
因为这两种爱好有益苏步青的身体和精神。婚后一年，
即1929年，米子生了个女孩。1931年初苏步青已有41篇仿射
微分几何和有关方面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日本、美国和意大利
等国的数学刊物上，成了日本乃至国际数学界榜上有名的人
物。松本一家都希望苏步青留在日本工作，东北帝国大学也
向他发出聘书。苏步青有自己的难处。出国之前，他曾与学
长陈建功相约，学成归国，在故乡建设一流的数学系。现在
陈建功已先期学成回国，自己是去是留，成了困扰他心灵的
难题。



细心的米子早就发现他整天唉声叹气，茶饭不思。一天吃过
晚饭，从不吸烟的苏步青在抽闷烟，米子便问他有什么心事。
苏步青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他不想因一己之私，留在东瀛。
令他想不到的是，米子听到了他的打算，并没有阻止，反而
鼓励说：“青，我支持你的决定。首先我是爱你的，而你是
爱中国的，所以我也爱中国。我支持你回到我们都爱的地方
去，不论你到哪我都会跟着你的。”短短数语，使苏步青格
外感动：米子是一个识大体的女人！有了妻子的支持，苏步
青一人先回杭州。浙江大学的条件远比他想象的差，不但聘
书上写明的月薪比燕京大学聘任他为教授的待遇相去甚远，
而且由于学校经费紧张，他虽然名为副教授，却连续四个月
没有拿到一分钱。幸亏还有在上海兵工厂当工程师的哥哥及
时帮助，否则苏步青就要靠当东西维持生计了。为了养家，
苏步青打算再回到日本去。

风声传到了浙大校长邵裴子耳中。这位惜才如命的教育家当
夜就敲开了苏步青的房门：“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
贝……”邵校长情急之中，这话脱口而出。苏步青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真的，千真万确，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
长激动地说。就是这句话，神奇般地把苏步青回日本的打算
冲得烟消云散：“好啦，我不走了。”几天后，邵校长亲自
为苏步青筹到1200块大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到放暑假时，
有了点积蓄的苏步青便到日本接来了家眷。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苏步青和米子在
中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受到了波动。这年“八·一三”
事变后，日本飞机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狂轰滥炸，浙大的环境
非常危险。校方连夜开会商议，决定搬迁。中午，苏步青正
在系里收拾东西，突然一个邮差送来一份特急电报。苏步青
打开一看，上写短短几个字：“帝国大学决定再次聘请苏步
青回校任数学教授，待遇从优。”苏步青愤愤然道：“你们
侵略了我们的国家还想叫我去？”他气得脸色发白，决定不
予任何回复。



几天后，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一个官员找到苏步青家里。苏步
青刚好不在，那个官员以为米子是日本女子比较好拉拢，就
说：“作为日本人，不知夫人是否愿意来领事馆内品尝自己
家乡的饭菜？我们竭诚以待。”米子当即拒绝说：“我自嫁
给苏君，已过惯了中国人的生活，吃惯了中国人的饭菜。”
来人只得离去。

过了几天，又有人前来游说苏步青：“你夫人是日本人，你
是日本女婿，日本人不会对你不利的。”苏步青当即反问道：
“你的意思，就是要我当汉奸？”这话像一把利刃，让对方
无言以对。当夫妇俩做好随校搬迁的一切准备后，忽又收到
一封来自仙台的特急电报：松本教授病危！苏步青把电报递
给米子，他与岳父的关系是很好的，但因牵涉到国家的问题
他不能回去探望他老人家；他想让米子独自回仙台看望父亲。
米子听了他的话，低下头略略思考了一会儿，说出了让苏步
青震惊的话：“我不回去。无论如何，我跟着你！永远跟着
你！”

艰难的迁徙开始了。苏步青挑着担子，一头装着书籍和教案，
一头放着年幼的孩子。米子一手提着简单的衣物，一手牵着
年纪稍长的孩子。因为路况不好，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加上
交通工具匮乏，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徒步前进。然而
更加难堪的是沿途苛刻的盘查。由于米子是日本人，是敌国
的人，每次经过哨卡，值班的军政人员总要反复对米子和苏
步青一家进行审查。苏步青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后来是校
长竺可桢爱才，讨得战区长官的一纸特别通行证，方才免去
此苦。

浙大师生经过26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贵州遵义附近的
湄潭，建立了临时校舍。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苏步青出世
不久的儿子因营养不良夭折了。手捧着儿子的尸体，米子伤
心不已，但日本妇女坚毅的品质让她没有发出一句抱怨。当
时苏步青身为数学系主任，但连一件完好的衣服也没有，经
常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衣服上讲台。当他在黑板上画几何图



形时，学生们对他指指点点：“看，苏先生衣服上的三角形、
梯形、正方形，样样俱全，还有螺旋曲线！”这事让米子知
道了，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职责，于是就把
外婆送给自己作结婚纪念的玉坠子当了，给苏步青添了一件
新衣服。苏步青惊讶不已：“你怎么能为了我的衣服，当掉
那么贵重的东西？快赎回来！”米子却甜甜地笑了：“我不
想让我的丈夫受到任何委屈。”学校刚安顿好没多久，就赶
上考试、作答辩报告。一天夜里，一个叫熊全治的学生匆匆
来到苏步青家，他是怕第二天研讨班的报告过不了关特来请
教的。苏步青听了不满地说：“你这么临时抱佛脚，还能有
个好？”熊全治脸涨得通红，米子听到声音，赶紧披了件衣
服出来解围。经过苏步青指点，熊全治回到宿舍忙了一个通
宵，第二天论文总算过了关。熊全治后来到美国成了名教授，
40多年后他回国探望苏老，深情地说：“当年多亏先生一顿
痛骂。”他也异常感激那时米子的善良解围：“否则我还真
不知道怎么迈出那个门呢！”

1982年，米子因长年积劳，终于卧床不起了。苏步青每天下
午4时30分就赶到医院，随侍左右，精心看护。1986年5月，
松本米子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她临死前最大的愿
望，就是要苏步青不要伤心，要好好地活下去。夫人亡故后，
苏步青把夫人的照片时刻带在身边，意味深长地说：“我深
深地体味着‘活在心中’这句话。就似我的妻子仍和我一起
在庭园里散步，一起在讲坛上讲课，一起出席会
议……”2003年，百岁老人苏步青就是在对亡妻的这种怀念
之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