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因工程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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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基因工程读后感篇一

基因不只是遗传密码，它还控制了我们的方方面面。首先基
因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生存，基因的生存不是个体意义的生存，
书中把生物称之为基因机器，基因生存的方式是复制到更多
个体，是信息意义的生存。就是说当基因通过各种方式复制
将当前基因机器的基因到其他基因机器，比如子代或者孙代，
那么即使当前这个基因机器消亡了，基因却没有消亡，在其
他基因机器中继续繁衍。

那么基因复制的单位是什么呢？这是我以前没有想通的一部
分。对人来说，二十三对基因序列，一半来自于父亲，一般
来自于母亲。那这一般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也就是性细胞
的基因怎么来的？基因的遗传单位是染色体片段，在形成性
细胞的时候，并不是将父母中的`某一条染色体完全复制，而
是在一对染色体中随机提取片段，重新组序，这种方式提取
的二十三个染色体都来自于父母一方，但跟父母原始的染色
体却有不一样。所以基因的生存单位并不是个体染色体，而
是染色体片段。这样保证基因的变化。假设世界上有个基因
库，包括世界上所以生物的基因，那么遗传过程中基因序列
会重新组织，但信息总和还是保持不变，这当然不合适，所
以基因会变异，也就是说，整体的基因库中，总是会有基因
消失，又有新的基因产生。

那么什么样的基因会被选择呢？就在雌性选择交尾对象的时
候决定，未被选择的雄性，其基因就得不到复制的机会，如



果终身得不到机会，那么这个雄性的特异基因就消亡了。当
然这个雄性的兄弟姐妹还包含了它的部分基因，还有机会继
续复制。问题是雌性如何选择呢？选择有利于雌性基因复制
能力的雄性，也就是这个雄性要强壮，要有能力获取更多资
源，这样的基因培养的后代可以在环境中继续获得基因复制
的机会。

在进化过程中，性细胞出现两种不同的变化，有些性细胞个
体变小，灵活机动，这就是精子，另外一些细胞为了保证后
代的发育的营养，体积越来越大，这就是卵子。卵子由于体
积大，雌性需要很大代价形成，因此数量少。而精子不需要
那么多营养，所以数量巨大，雄性能在很短时间生成百万级
量级精子。这样就导致雄性和磁性两种完全不同的基因复制
策略。雄性的目标是跟更多的雌性交尾，以复制更多的基因
到后代。而雌性复制的机会难得，除了生成卵子的代价还有
培养后代的代价。因此雌性在选择雄性的时候会非常审慎，
选择最适合基因拷贝的雄性，同时要求雄性共同抚养后代。
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选择策略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书中写的
是八分之五的雄性保持忠诚，六分之五的雌性保持忠诚，所
有雄性出轨的概率就是高，这是基因天性，不要在抱怨了哦，
哈哈。

书中最后一段更有意思，从基因延生到文化的遗传，并创造
了一个名字觅母，就是文化遗传单位。基因创造了大脑，大
脑为觅母的遗传提供了基础。觅母的遗传跟基因类似，但比
基因更快。基因遗传依赖代记差距，而文化的传递可以在一
代人中快速传播。当然文化的遗传也有生命力的概念，一般
来说流行文化都短命，而宗教，宗族文化却能长久遗传。

在科技要什么也提到类似观点，就是说科技是文化的一种，
科技的传递形成了类似于六分之五的雌性保持忠诚，所有雄
性出轨的概率就是高，这是基因天性，不要在抱怨了哦，哈
哈。



在科技要什么也提到类似观点，就是说科技是文化的一种，
科技的传递形成了类似于基因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沉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能看不到真实，而基因，
文化，科技或许才是真正决定人类发展的主线。

基因工程读后感篇二

老实说，读《自私的基因》，干巴巴的，我有些看不下去，
感觉作者仿佛在说废话，立足的某些基点我也并不认可，当
然，这只是我个人浅见。

我想作者是洞察了些什么，明悟到深层的一些人性逻辑、动
物性逻辑，将体会整理成书，本意想阐述基因的自私原理，
人类要培养利他思维，只是写成了论文，有些枯燥。

“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老祖宗念了几千年，近几十年
来才有人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矛盾吗？我以为不矛盾。

怎么说呢？按佛学中的解释，人本是高层生命，因一步步变
得不好，最后落到了底层，成了人类。

人最初的那个生命本源，既然是高层生命，必然是符合那层
的法理的，是好的、善的。

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由于一些因素增加了私心，变得不那
么好了，就一层层往下掉。

每次看到这个说法，就觉得人类像个垃圾站似的，扯远了。

既然是私心越来越大，落得越来越低，成了人，人性本恶也
当属正常了吧。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有的问题，没必要争论，说的就不是一



回事儿，争什么？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嘛！

很喜欢稻盛和夫说的：人生是一次灵魂的修炼，不论你有多
么富有，多么有权势，当生命结束之时，所有的一切都只能
留在世界上，唯有灵魂跟着你走下一段旅程。人生不是一场
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使他在谢幕之时比开幕
之初更为高尚。

人生不需要给别人交代，理由再多，是说给别人听的，你需
要交代的只有你自己，过的是自己心里那道关。

当你回首一生历程，你的灵魂层次提升了，你在某方面就战
胜了那个自私的基因，或者说自私的人性，你的这一番回炉
再造就有所提升。

这就是我对自私的基因的领悟。

基因什么的，每个人都一样，但活成什么模样，却是各有各
的不同。是基因决定的吗？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是你对这
个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的领悟，对人生的追求决定的。

基因确切的说只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你没有思想，那它
的逻辑就会主导你，如果你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它也只能从
属于你。你可能做的比它还过分，也有可能超越于它的层次，
向上提升。

就像雌螳螂交尾时，为了后代，会咬死雄螳螂，这是基因的
本能，而我们人类不这样，不会为了孩子去牺牲父亲。但为
了自家孩子牺牲别人家孩子，是可能的，人性的自私将自家
人和外人区分得很清楚，因为人的心不大，顾好自家，才有
精力顾及别人。圣人毕竟凤毛麟角。

人性的自私我以为并不是基因的自私所能涵盖完的，它更加
复杂多变，基因只是其中一项。



有句话老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我发现，同
理，自私的基因不可怕，就怕生命有想法。

当生命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有了思想，衍生出来的东西，
复杂透顶。人性在关关隘隘处的'每一个闪念，其实细思极恐。

若你私心不大、心怀坦荡还好说，生命向着大道飞驰；若你
私心大、心思阴沉，难免营营苟苟，在人性的私欲中浮浮沉
沉。

但是，有想法总比没想法好，自己的人生就要活个清楚明白。

别纠结，很多事情纠结出不来结果。去做事吧，在做的过程
中，不管是我们的心思，还是周遭环境，都会明朗开来。这
时，选择人性中的阴暗还是阳光，就看你了。

无论怎样的选择，成就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开心与否，
后悔与否，时光的车轮都不会后退半分，一路向前。但你驶
向的是光明还是黑暗，由你说了算。

基因工程读后感篇三

《自私的基因》是本很有趣的书，作者尝试用基因的自私来
解释世界的种种。

基因不只是遗传密码，它还控制了我们的方方面面。首先基
因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生存，基因的生存不是个体意义的生存，
书中把生物称之为基因机器，基因生存的方式是复制到更多
个体，是信息意义的生存。就是说当基因通过各种方式复制
将当前基因机器的基因到其他基因机器，比如子代或者孙代，
那么即使当前这个基因机器消亡了，基因却没有消亡，在其
他基因机器中继续繁衍。

那么基因复制的单位是什么呢？这是我以前没有想通的一部



分。对人来说，二十三对基因序列，一半来自于父亲，一般
来自于母亲。那这一般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也就是性细胞
的基因怎么来的？基因的遗传单位是染色体片段，在形成性
细胞的时候，并不是将父母中的某一条染色体完全复制，而
是在一对染色体中随机提取片段，重新组序，这种方式提取
的二十三个染色体都来自于父母一方，但跟父母原始的染色
体却有不一样。所以基因的生存单位并不是个体染色体，而
是染色体片段。这样保证基因的变化。假设世界上有个基因
库，包括世界上所以生物的基因，那么遗传过程中基因序列
会重新组织，但信息总和还是保持不变，这当然不合适，所
以基因会变异，也就是说，整体的基因库中，总是会有基因
消失，又有新的基因产生。

那么什么样的基因会被选择呢？就在雌性选择交尾对象的时
候决定，未被选择的雄性，其基因就得不到复制的机会，如
果终身得不到机会，那么这个雄性的特异基因就消亡了。当
然这个雄性的兄弟姐妹还包含了它的部分基因，还有机会继
续复制。问题是雌性如何选择呢？选择有利于雌性基因复制
能力的雄性，也就是这个雄性要强壮，要有能力获取更多资
源，这样的基因培养的后代可以在环境中继续获得基因复制
的机会。

在进化过程中，性细胞出现两种不同的变化，有些性细胞个
体变小，灵活机动，这就是精子，另外一些细胞为了保证后
代的发育的营养，体积越来越大，这就是卵子。卵子由于体
积大，雌性需要很大代价形成，因此数量少。而精子不需要
那么多营养，所以数量巨大，雄性能在很短时间生成百万级
量级精子。这样就导致雄性和磁性两种完全不同的基因复制
策略。雄性的目标是跟更多的雌性交尾，以复制更多的基因
到后代。而雌性复制的机会难得，除了生成卵子的代价还有
培养后代的代价。因此雌性在选择雄性的时候会非常审慎，
选择最适合基因拷贝的雄性，同时要求雄性共同抚养后代。
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选择策略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书中写的
是八分之五的雄性保持忠诚，六分之五的雌性保持忠诚，所



有雄性出轨的概率就是高，这是基因天性，不要在抱怨了哦，
哈哈。

书中最后一段更有意思，从基因延生到文化的遗传，并创造
了一个名字觅母，就是文化遗传单位。基因创造了大脑，大
脑为觅母的遗传提供了基础。觅母的遗传跟基因类似，但比
基因更快。基因遗传依赖代记差距，而文化的传递可以在一
代人中快速传播。当然文化的遗传也有生命力的概念，一般
来说流行文化都短命，而宗教，宗族文化却能长久遗传。

在科技要什么也提到类似观点，就是说科技是文化的一种，
科技的传递形成了类似于基因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沉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能看不到真实，而基因，
文化，科技或许才是真正决定人类发展的主线。

总之，自私的基因好书，强烈推荐！

基因工程读后感篇四

大家都很熟悉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
之前认为"物竞"指的是物种之间的.竞争，"适者"指的是适合
的物种或个体。《自私的基因》提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认为相互竞争的不一定是物种，还可以是个体或者基因;生存，
也不一定是指个体或物种的存亡，还可以是基因的延续。本
书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把基因视为自然选择的基础单位，以基
因进化的视角，来解释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行为现象。基因
和进化论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体上自洽的体系，可以诠释
生命的来龙去脉，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让我们更深的体
会到了生物多样性的可爱，当然也更清晰地认识到进化的冰
冷和无情。

人性本恶



说到自私，对“自私的基因”最普遍的误解是，把“基因自
私”和“生物个体自私”混为一谈。按照dawkins的说法，所
有基因都自私而盲目地追求在基因池里最大化，但只有很少
的基因决定生物体本身是自私的。比如，确实有“无私”
和“向善”的基因，包括人类的同情心。这些无私的基因也
会自私地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它们没有灭绝，是因为它们
和”损人利己“的基因在进化的博弈过程里达成了动态平衡。
而非亲属关系的合作和互利都可以用博弈论(gametheory)中
的es来解释，即进化上的稳定策略。

dawkins极力避免，但我想每个读者一定会从基因的自私出发
来思考人性善恶问题。这是永恒的争论，当然也不会有答案。
孟子主张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荀子主张性恶，“今
人之性，生而好利”;明的心学主张无善无恶，“无善无恶心
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这点和佛教类似，“善恶本性为空”。西方人应该更
倾向与性恶论，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到的“因自私
而利他”的“经济理性”。

我自己认为“人性本恶”，关于这点我不打算加入争论或做
任何解释。

生存机器

小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又觉得自己至少
掌握着自己的人生，再长大……至少身体是自己的吧。对不
起，其实人也不过是基因的载体罢了。“基因存在于你和我
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
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
今天，我们称它们为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够讽刺吧?基因才是进化的主人，而人类不过是他们进化的工
具和载体而已，而其只是个暂时的，正常使用寿命也就80年。
那么努力的活过，最后多半也是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湮没，



想起来，心里有时候是会觉得悲凉的。

不过明白这点，很多事情也就豁然开朗了。人为什么不能长
生不老?因为从基因进化的最优策略来看，完成繁殖后人的使
命就是早点死亡，不要妨碍下一代基因的进化。

早生孩子，多生孩子，然后早点死。

基因工程读后感篇五

花了好几个星期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
强迫症不想半途而废，结果很涨知识。非常不错的一本科普
读物，作者和译者都是医生，至少保证了一定的准确度。于
我而言，增长知识的过程中有些陈旧的观念也得以纠正。比
如成长在传统家庭，耳濡目染之下以为真有父系氏族所谓的
传宗接代，通过基因知识了解到母系才有生物意义的传宗接
代，父系传的可以说只是姓氏这种符号罢了。另外书中说到y
染色体在突变与基因丢失下萎缩，是最小的染色体，作者
说“男性活到现在不容易”，所以它还会继续萎缩吗？感谢
男性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多彩和所作的贡献，看来以后要对周
围的男性好一些这两个只是比较有趣的例子，还有很多与疾
病相关的知识值得了解一下。

在新冠疫情管控最严的那个时段，趁着闲暇，我阅读了《基
因传》。或许是因为对新冠病毒这种不熟悉但却是致命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有着某种好奇，或许是新冠疫情触发了
对生命的敬畏，渴望更多地了解有关生命的各种知识，促使
我克服大量专业上的障碍，通读了这部作品。

《基因传》是2016年出版的一本介绍基因理论起源、发展和
对未来展望的科普性读物。作者印度裔美国人悉达多×穆克
吉是一位医学博士、肿瘤医生，先前出版过普利策文学奖作品
《众病之王：癌症传》，是知名的生物医学科普作家。



这本书从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发现独立的遗传单元开始，将
基因的故事娓娓道来。上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识到遗传
物质以信息的形式传递，下迄于中国科学家通过“编辑”改
变人类基因组昭示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中间高潮迭起，尤其
对基因的定义、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重组与调控等关
键环节的描述，既有充分的故事性，又凸显了科学家们的创
造性思维能力、奋斗拼搏精神和人文情怀，让人不忍释卷。

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每当遭遇科研困境时科学家们的态度
和突破方式，这让我对我们的基础科研充满了期待。

村上春树的《1q84》中有一句话“究其根本，人类不过是携带
基因的载体与表达功能的通路”。这话说得不带一丝情感，
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一定要
警醒！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限接近生命的真相，当我
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时，“人类”的概念也许将从根
本上发生改变，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基因传》所讲的故
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读《基因传》前我对基因的认知少之又少，虽然会常常惊叹
于生活中某些家庭成员外貌、性格、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但
是从来没有深究其原因，也没有意识到科幻片出现的基因变
异怪物离我们并不遥远。悉达多·穆克吉在这本书里按照时
间顺序，详细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也花了
大量篇幅介绍基因理论发展背后科学家们的斗争、合作与艰
辛。

基因理论的起源

在基因理论萌芽前，欧洲一直信奉神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
上帝创造的，就连当时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拥有
一定社会地位的达尔文也不敢公开质疑物种的起源。但是达
尔文在非洲考察收集动植物样本后，发现物种的多样性，同
一品种的鸟类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外表差异显



著的物种。进化论的提出反应了当时人类已经开始思
考“whoami？”。

与达尔文同时期的孟德尔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与名望，每次
参加高校教师职级考试都以失败结束，可以说是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的典范了。然而，就是这个职业生涯被命运捉弄的
神教工作者揭示了伟大的遗传定律。孟德尔通过培育各种特
征的豌豆，几十年如一日，记录不同性状的豌豆杂交后的特
征，有些性状是显性遗传，有些则是隐性遗传，孟德尔归纳
总结得出：存在某种不可分割的最小因子决定着生物所有遗
传特性，这个最小因子就是基因。

基因理论的发展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像打开了生物学大门的
钥匙，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涌入生物学领域，生物学研究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格里菲斯通过肺炎细菌转化实验证明里dna是
遗传物质，沃森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中心法则，桑
格发明了dna的测序方法，一些科学家通过遗传疾病定位到突
变基因。

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一定也会存在坏的一面。基因
理论曾被一些极端分子扭曲利用，对一些无辜者造成了不可
磨灭的伤害。美国在20世纪曾大肆鼓吹“优生学”，无知的
政府、学者认为优秀的父母必定能够生出优秀的孩子，而那
些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精神状况不好的父母所生的小孩智商
一定不高，并且以后小孩的精神状态也会跟他的父母一样，
他们信奉遗传学中的“马太效应”。美国有些洲竟然将“优
生学”编入法律法规，对某些妇女及其子女进行了绝育手术，
残忍的剥夺了他们的生育权。德国的纳粹分子也是极端基因
论的产物，他们试图通过种族灭绝的方式避免自己的“高
贵”血统被“污染”。基因的发现带来了生物学的革命，而
革命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基因理论的未来

人类认识到基因在遗传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很多家族
遗传疾病是由于染色体中的基因发生突变引发的，部分遗传
领域学家已经可以定位到某些遗传疾病的致病基因，理想的
情况下只需将致病基因切除掉，替换成健康正常的基因就能
治愈困扰了几代人的家族遗传疾病。然后这种简单粗暴的方
式将违背伦理，如果人类可以自由修改自己的遗传基因，几
十万年的进化可能只需在一天内完成，美好远景的外衣下可
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基因技术将带来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虽然基因技术现在仍然面临着很多争议，但是我相信先进的
技术总是在不断摸索、犯错、修正中螺旋式前进的，科学家
们将为我们揭示更多基因的奥秘，我们人类也将能够更好的
掌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