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了解的事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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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一

当我读到这本书的题目时，我很惊讶，难道人类还有不知道
的人类吗？除了人类最常听说的就是外星人了，可他们并不
属于人类啊，后来读了这本书的简括才知道原来这本书是关
于人类还不了解的一些奇怪现象的，这本书可真的是总结的
完美呀！

下面来分享一下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和人类为了
解的那些常识性的问题吧！

人类还不了解的人类，关于人类，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呢，有
许多书上记载，人类是猿猴进化而来的，而猿猴之前人类便
很少了解了。从这本书中我可以知道，人类和一些所谓的海
兽一样，有稀疏的毛发，而猿猴那些茂密的毛发估计是经过
长期的运动和对环境的适应而变化的，所以只有猿猴长期居
住在海洋区域，经常在含盐分较多的地方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并且人类含碘量也较多，更能充分体现了人类是海洋生物的
一种。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具有足够理由的充分推测，如果
进行仔细推敲，还有一些瑕疵，所以还需人类继续探究和发
现更多的未解之谜。

由此从人类的始端开始，我对这本书尤为感兴趣的一个标题
便是——心灵，每个生命降临的时候心灵都是纯洁善良美好
的，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因素等影响，造成了许多种不同性
格的人类，从而形成了一个绚烂多姿的世界，心灵可以沟通



起素不相识的两个人，让他们成为最忠实的朋友。心灵可以
让世界每个角落的故事显示的淋漓尽致。心灵是最感知的器
官，最美妙的东西，人们还会通过有关心灵学的书来不断完
善自己和重塑自己，改变在他人心中的地位，这些都是需要
心灵来工作的，心灵真的是个大工程师，赋予了人类太多的
情感世界，如果人类未进化出心灵，包括那些家禽牲畜也都
未进化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惨不忍睹，一片狼籍，所以
我们应该善待自己的心灵，让心灵充分感受这个世界带来的
美好，让心灵永远保持最初的清纯。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完美的毫不掩饰的与心灵进行
最诚挚沟通，他们宁可用最不恰当的方式去满足部分邪恶心
灵的需求，也不会对他们心灵爱护。

或许我们感叹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才回到只有这样的人不
能适应社会而做出伤天害理的.是，但是世界的发展要与时俱
进，总不能为了让那些人适应好了，再前进呢，这样世界最
注重的科技领域便会止步不前，人类的事业将会出现空前大
危机，这样一句流传已久的科学道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
汰”，便应了这种情况。

科学，顾名思义，就是科技与学习合为一体，在科技中学习，
在学习中完善科技，科技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科技挖掘了
宇宙之中不为人知的秘密，科技还满足了人类各种心理和生
理上的需求，总之科技益处数之不尽。但往往益处总有相对
立的一面——弊端，而一些不良分子总是打着“科技”的幌
子招摇拐骗，用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话来骗取那些心灵纯洁
善良的人类的信任，以至于达到非法分子的要求，所谓的骗
术就是这样的，一些魔术，一些无稽之谈便可以让人类心满
意足，这是因为这些分子抓住了人类心灵最软弱的部分。所
以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依旧因为科技的弊端而引发不少令人
无法理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科技仍需不断前进，来制止
这些行为，避免更多危害人类，我们这些祖国的下一代，这
些祖国重点培养对象，更应该好好努力，为祖国奉献出自己



的力量。

对于这本书《人类还不了解人类》，我们了解的虽然比平时
了解得多，正所谓一些常识还是研究发现的，所以发现生活
是必不可少的，自然存在太多让人无法解释的，但是道路探
索者在不断给我们启示，他们铺设的条条道路让我们更有基
础的走了下去。

所以我坚信在明天更有一批热爱科学的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的奇迹！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二

时间已是上午九点钟。但部队尚未全部到齐。下了三天的雨，
地上又湿又软，行路困难，妨碍了炮兵的转移。到这时候，
太阳才渐渐地从阴云中露出来，照耀着大地。空中刮着大风。
今天的太阳可不像当年奥斯特里茨的太阳那样金光灿烂，预
兆着吉祥。今天的太阳只散射出淡黄色的微光，显阴郁无力。
这是北方的阳光。部队终于准备就绪，处于待命状态。

战役打响以前，拿破仑又一次骑着自己的白色牝马，沿着前
线，从头至尾检阅一番。在呼啸的寒风里，旗手们举起战旗，
骑兵们英武地挥动战刀，步兵们用刺刀尖挑起自己的熊皮军
帽，向皇帝致意。所有的战鼓狂热地敲响，所有的军号都对
着自己的统帅快乐地吹出清亮的号音。但是，盖过这一切响
彻四方声音的．却是雷鸣般的欢呼声，它从各个师团滚滚而
来。这是从7万士兵的喉咙里进发出来的，低沉而又洪亮的欢
呼声：“皇帝万岁！”二十年来，拿破仑进行过无数次检阅，
从未有像他这最后一次检阅这样壮观，热烈。欢呼声刚一消
失，十一点钟――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小时，而这恰恰是致命
的两小时！――炮手们接到命令：用榴弹炮轰击山头上的身
穿红衣的英国士兵。

接着，内伊――这位“雄中之杰”，率领步兵发起冲锋。决



定拿破仑命运的时刻开始了。关于这次战役，曾经有过无数
的描述。但人们似乎从不厌倦去阅读关于它的各种各样激动
人心的记载，一会儿去读司各特写的鸿篇巨制，一会儿去读
司汤达写的片断插曲。这次战役，无论是从远看，还是从近
看，无论是从统帅的山头上看，还是从盔甲骑兵的马鞍上看，
它都是伟大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富
于戏剧性的艺术杰作：一会儿陷入畏惧，一会儿又充满希望，
两者不停地变换着位置。最后．这种变换突然成了一场灭顶
之灾。这次战役是真正悲剧的典型，因为欧洲的命运全系在
拿破仑这一个人的命运上，拿破仑的存在，犹如节日迷人的
焰火，它像爆竹一样，在倏然坠地、永远熄灭之前，又再次
冲上云霄。

从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法军师团向高地进攻，一度占领
了村庄和阵地，但又被击退下来，继而又发起进攻。在空旷、
泥泞的山坡上已覆盖着1万具尸体。可是除了大量消耗以外，
什么也没有达到。双方的军队都已疲惫不堪，双方的统帅都
焦虑不安。双方都知道，谁先得到增援，谁就是胜利者。威
灵顿等待着布吕歇尔；拿破仑盼望着格鲁希。拿破仑心情焦
灼，不时端起望远镜接二连三地派传令兵到格鲁希那里去；
一旦他的这位元帅及时赶到，那么奥斯特里茨的太阳将会重
新在法兰西上空照耀。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三

当我读到这本书的题目时，我很惊讶，难道人类还有不知道
的人类吗？除了人类最常听说的就是外星人了，可他们并不
属于人类啊，后来读了这本书的简括才知道原来这本书是关
于人类还不了解的一些奇怪现象的，这本书可真的是总结的
完美呀！

下面来分享一下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和人类为了
解的那些常识性的问题吧！



人类还不了解的人类，关于人类，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呢，有
许多书上记载，人类是猿猴进化而来的，而猿猴之前人类便
很少了解了。从这本书中我可以知道，人类和一些所谓的海
兽一样，有稀疏的毛发，而猿猴那些茂密的毛发估计是经过
长期的运动和对环境的适应而变化的'，所以只有猿猴长期居
住在海洋区域，经常在含盐分较多的地方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并且人类含碘量也较多，更能充分体现了人类是海洋生物的
一种。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具有足够理由的充分推测，如果
进行仔细推敲，还有一些瑕疵，所以还需人类继续探究和发
现更多的未解之谜。

由此从人类的始端开始，我对这本书尤为感兴趣的一个标题
便是——心灵，每个生命降临的时候心灵都是纯洁善良美好
的，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因素等影响，造成了许多种不同性
格的人类，从而形成了一个绚烂多姿的世界，心灵可以沟通
起素不相识的两个人，让他们成为最忠实的朋友。心灵可以
让世界每个角落的故事显示的淋漓尽致。心灵是最感知的器
官，最美妙的东西，人们还会通过有关心灵学的书来不断完
善自己和重塑自己，改变在他人心中的地位，这些都是需要
心灵来工作的，心灵真的是个大工程师，赋予了人类太多的
情感世界，如果人类未进化出心灵，包括那些家禽牲畜也都
未进化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惨不忍睹，一片狼籍，所以
我们应该善待自己的心灵，让心灵充分感受这个世界带来的
美好，让心灵永远保持最初的清纯。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四

这是一段短暂，艰难却精彩，伟大的发展史。我们每个人都
应当对这段历史感到自豪。人因什么而伟大?我们身为一个人，
更应该去探索这个问题，去走进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
感受我们祖先的强大力量。

暑假第一周，我拜读了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作品《人类
简史》，这本书的前二十章讲述了从最早期的人类到四大文



明出现的历史。这一阶段，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灾难，这也让
人类开始迅速的蜕变。

其中一个重要节点便是冰山期，因为冰山期的到来，迫使人
们开始迅速地寻找一切办法去抵抗严寒、饥饿等种种很困难。
他们学会了如何捕猎，如何用火，让自己去度过漫长的冬天。
人们没有屈服于冰川期，最终，一些头脑十分聪明的人存活
下来，他们开始学会制造工具，保存食物，完成了一次大的
蜕变。因此，“冰川期是教导人类的伟大老师，它逼迫人类
使用大脑想办法”，但是，我们祖先的坚强与智慧，让人类
不断的战胜困难，一个又一个辉煌而灿烂的文明也随之出现，
象形文字、字母、金字塔等奇迹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房龙的每一个故事都十分简短，他将人类发展史缩短成一本
书，并且能让我们读上去不枯燥乏味，每个人也都能从他的
书里读懂一些知识，去更好地了解历史。这正是这一本纽伯
瑞文学奖金奖作品的一大特点。

人因会思考而伟大，这是我读这本书前二十章的总结。通过
接下来的阅读，我期待能更深入地去了解古代和近代人类蓬
勃发展的历史，从中得出更多道理。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五

杜筱n

作|者|简|介

杜筱n，女，中共党员，现任南宁铁路公安处办公室科员。平
时喜欢阅读、绘画，擅长写作。

座右铭：书籍好比河流，使人四通八达。

大四的时候，我在学校实习，协助导师进行濒危药用植物的



实验研究，其中一项实验是组织培养，简单地说，就是从药
物叶片或者茎上切下一个小块，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培养基
上，通过细胞分裂与分化，再生出一个完整的植株。这不由
得让人联想起传说中的孙悟空――他从身上拔下一根猴毛，
吹一口气，就能变出许许多多的小猴子。不同的是，从大小
不足半个小拇指指甲盖的植物切片，到一片森林，这中间经
历的过程可比孙悟空吹的这口气复杂、漫长多了。

人类的发展也是如此。

从200万年前的一个智人婴儿，到如今遍布全球的人类，期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在《人类简史》这本书中，尤瓦尔？赫拉
利凭借自己强大的知识储备和独特的逻辑，为我们作了解读。

在赫拉利看来，人类（智人）发展的200万年历史中经历了三
次革命：“大约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让历史正式启动；大
约1前的农业革命，让历史加速发展；大约5前的科学革命，
让历史画下句点而另创新局。”这三大革命，让人类从“一
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一跃而升至生物链顶端。

作为一位通才式的学者，赫拉利所著的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书，
也是一本哲学书，甚至还包含了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
知识格局的宏大令人震撼。

通读下来，我总结出三点体会。

第一，认知革命让我看到了交流的力量。

赫拉利在书中谈到，我们（智人）只是早期多个人种之一，
那么，我们的祖先如何脱颖而出了呢？他说：“大约距今7万
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
知革命。”“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
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



由此可见，交流让我们从“零敲碎打”变成“握指成拳”,从
而形成了更加有效的协作。

上周五的交班会上，徐局长在讲话里强调做工作要“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形成闭环”.有效的交流与协作，关键也是要
做到“闭环”,也就是一件事有开头就必有结尾，凡事有交代、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前几天看到同事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交代你
的事办完了，就不能回个话吗？》我想起刚工作的时候，因
为性格内向，总觉得踏踏实实做好工作就可以了，不习惯请
示、汇报。后来因为这个问题给工作造成了被动，才明白多
请示、多汇报不是出风头、请功劳，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和领
导、同事保持高效的互动。尤其是在办公室这样需要高效上
传下达的部门，更是如此。通过有效的沟通，可以让协作更
加顺畅，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梗阻和风险。

第二，农业革命让我明白了演化的逻辑。

我们从小就学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表面上看，物种“从
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似乎暗示演化有个方
向，但更深入地去学习，会发现演化是没有方向的。

赫拉利在书中也说：“虽然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做出的选择，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随
着历史演进，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福祉必然提升。没有任何
证据，证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会成功扩张。”

在他看来，演化更像是一种试错。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基因
随机变异，然后等待环境的选择，赌对了就生存，赌错了就
消亡。环境的变化也不是为了“培养”或者“选拔”什么生
物，它只是存在而已。这就是演化的逻辑。

把演化的逻辑应用到生活中，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可以



控制的部分，无需质疑命运不公平，不必抱怨做好事怎么会
没有好报，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努力去做自己能够改变的。

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常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勉励学生：
“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
改变的事，有智慧区别以上两类事。”

在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有些事情是我们控
制不了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自己能控制的东西。

把演化的逻辑应用到工作中，就是更多地关注自己能够做的
事，尽力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而不是去抱怨环境或者别
人。这意味着我们做事尽量从工作本身出发，不能因为工作
对象是一个流浪汉，态度就和对待一个社会名士有所不同，
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或环境就影响到工作。大城市有大城
市的风景，小站也有小站的作为。

第三，科学革命让我懂得了知识的体系。

从文字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赫拉利拥有丰富而强大的.知识体
系，因而具有分析已知问题、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而我们
大部分人通过教育和自学，常常只掌握了一些知识点，运用
起来就有许多边界和限制。

书中屡屡提及中国的相关史实，也能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
亲切。序言里写道，这是作者特地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做
的”,他给各国的版本也都下过同样的功夫。不难看出，具有
专业素养的人是在不断学习中动态进步的。

在我们不断推进的队伍正规化建设中，始终在强调队伍养成。
这不仅要求我们总结和积累之前的经验，还要求我们紧跟时
代和形势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好专业素
养。有了好的习惯，就容易有好的结果。



正如作者赫拉利所说：“学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去预
测未来，而是把你自己从过去解放出来，去想象不同的命
运！”

读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而是通过学习和实践，
把学到的知识点串联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反过来再指导今后
的学习和实践。就像我们从植株上取得一个小小的切片，通
过努力，也能让它成长为整片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