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读物的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数学读物的读后感篇一

数学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数学枯燥、无味，
不像语文那样生动、有趣。但从《数学家与数学》这本书中
了解了好多数学家的成功故事后，看待数学的观点就截然不
同了。

陈景润看书走路看书入迷撞树上和连著名数学家哥德巴赫和
欧拉也无法解答的世界著名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却被刻
苦学习的陈景润给攻克了出来，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刻苦摘下
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连盲人欧拉也在数学界上做出了伟大
的贡献，以他的仔细观察勇于探索、坚持不懈的精神，发明
了欧拉公式。

他们的勤奋和刻苦给了我启发，我也爱看书，可都是囫囵吞
枣、蜻蜓点水，少了那份用心与毅力。要是自己也能像书中
的数学家们一样，语文成绩一定棒棒的。

这本书中数学家的故事颇多，就不一一列举了，通过读这本
书，让我认识到做任何事，不论大小，都要仔细认真、勇于
钻研、不言放弃，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

数学读物的读后感篇二

克莱因是美国当代数学家、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克莱茵
用了39章的篇幅介绍了古今思想，从数学的起源到代数几何
中的“曲面的代数几何”。



让我们看一看20世纪人们对这门学科的态度。首先，数学主
要是一种寻求众所周知的公理法思想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
明确地表述出将要讨论的概念的定义，以及准确地表述出作
为推理基础的公理。具有极其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人从这
些定义和公理出发，推导出结论。数学的这一特征由17世纪
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论及数学和科学时，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表
述过：“数学家们像恋人……承认一位数学家的最初的原理，
那么他由此将会推导出你也必须承认的另一结论，从这一结
论又推导出其他的结论。”

如果数学的确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那么驱使人们去追求它的
动力是什么呢？研究数学最明显的、尽管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动力是为了解决因社会需要而直接提出的问题。商业和金融
事务、航海、历法的计算、桥梁、水坝、教堂和宫殿的建造、
作战武器和工事的设计，以及许多其他的人类需要，数学能
对这些问题给出最完满的.解决。在我们这个工程时代，数学
被当作普遍工具这一事实更是毋庸置疑。

数学的另外一个基本作用（的确，这一点在现代特别突出），
那就是提供自然现象的合理结构。数学的概念、方法和结论
是物理学的基础。这些学科的成就大小取决于它们与数学结
合的程度。数学已经给互不关联的事实的干枯骨架注入了生
命，使其成了有联系的有机体，并且还将一系列彼此脱节的
观察研究纳入科学的实体之中。

进行数学创造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对美的追求。数学，如果
正确地看它，则具有……至高无上的美——正像雕刻的美，
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的方
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的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
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
的那种完美的境地。一种真实的喜悦的精神，一种精神上的
亢奋，一种觉得高于人的意识——这些是至善至美的标准，
能够在诗里得到，也能够在数学里得到。



除了完善的结构美以外，在证明和得出结论的过程中，运用
必不可少的想像和直觉也给创造者提供了高度的美学上的满
足。如果美的组成和艺术作品的特征包括洞察力和想像力，
对称性和比例、简洁，以及精确地适应达到目的的手段，那
么数学就是一门具有其特有完美性的艺术。

尽管历史已清楚地表明，上述所有因素推动了数学的产生和
发展，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观点。有这样的指责（经
常是用来为对这门学科的忽视作辩解的），认为数学家们喜
欢沉湎于毫无意义的臆测；或者认为数学家们是笨拙和毫无
用处的梦想家。对这种指责，我们可以立刻作出使其无言以
对的驳斥。事实证明，即使是纯粹抽象的研究，也是有极大
用处的，更不用说由于科学和工程的需要而进行的研究了。
圆锥曲线（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自被发现两千多年来，
曾被认为不过是“富于思辨头脑中的无利可图的娱乐”，可
是最终它却在现代天文学、仿射运动理论和万有引力定律中
发挥了作用。

实用的、科学的、美学的和哲学的因素，共同促进了数学的
形成。把这些做出贡献、产生影响的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除去，
或者抬高一个而去贬低另外一个都是不可能的，甚至不能断
定这些因素中谁具有相对的重要性。一方面，对美学和哲学
因素作出反应的纯粹思维决定性地塑造了数学的特征，并且
作出了像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这样不可超越的贡献。另一方
面，数学家们登上纯思维的顶峰不是靠他们自己一步步攀登，
而是借助于社会力量的推动。如果这些力量不能为数学家们
注入活力，那么他们就立刻会身疲力竭，然后他们就仅仅只
能维持这门学科处于孤立的境地。虽然在短时期内还有可能
光芒四射，但所有这些成就会是昙花一现。

克莱茵用了这么大的精力来写作《古今数学思想》其意图是
什么呢？如果把他与我国的司马迁相比较，会发现，司马迁
只是忠于事实，作好历史备查，供后人对历史评价，从中提
示当朝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地发展社会。而克莱茵从一开始



就带了写作观点，明确地表达出：数学是来源于人类在生活、
生产、劳动中实际需要之必然。数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而是要与各种上帝和霸权势力及悲观思想的斗争中发展
前进的。所以说克莱茵的写作真实意图在于鼓励人们不断地
克服各种干扰积极勤奋地发展数学，相信数学能给人类社会
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作用。

我们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科研是绝对离不开数学的运用。
数学的发展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扛杆作用。千万
不能小瞧这根扛杆。在学校各科教学中，多数学生最容易掉
队的首先就是数学学科。尽管如此，我们的文理科高考还是
统有数学科。这保证了数学的社会普及性需要。我们作为数
学数学教师，更是重担在肩，知难也进，义不容辞地做好本
职工作。

数学读物的读后感篇三

《九色鹿》这个故事说的是：九色鹿在汹涌的河水中救起了
快要被淹死的调达。调达为了报恩，向九色鹿发誓，决不说
出九色鹿的住地。可是王后想要美丽的鹿皮做衣服，就要求
国王捕捉九色鹿。国王无奈，只好悬赏能捉到鹿的人。调达
想获得重金，便出卖了九色鹿的住地，还带领着国王的军队
向着九色鹿进发。九色鹿怒斥调达，国王严厉地惩罚了背信
弃义的调达。

这篇文章告诉我：做人要诚实守信，不能为了一些蝇头小利，
就出卖朋友。在我们国家的传统中一诺千金，一言九鼎都是
做人最重要的品质。只有做一个诚实可信的人，才能赢得大
家的信任和尊重。反观像调达这样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人
是不会有朋友的，而且会受到惩罚。我也欣赏国王那种明辨
善恶()，知错就改的精神。而九色鹿不仅漂亮可爱，还见义
勇为、不图回报、敢于斗争，是我最喜欢的角色。



数学读物的读后感篇四

我们学校进行飘书活动，我于三月份看了戴曙光老师的《简
单教数学》一书。此书是福建省小学数学界被出版社认可、
面向全国发行的个人专著。这本书从“什么是简单教数学”、
“如何打造简单数学课堂”、“简单数学课堂赏析”三个方
面阐述了简单教数学在理论实践上的价值和意义。

戴老师在书中用简明的语言，具体的教学事例深入浅出地将
他一路走来的思索和心声娓娓道来，戴老师注重学生创新精
神的培养，使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完善人格三者有机地结
合起来，创造了孩子们喜欢的数学课堂，他的教育经历告诉
我们：当我们把教育教学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就会为之奋斗，
无怨无悔；当我们把教育教学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就会不断
的探索，乐此不疲；当我们把教育教学工作作为一种艺术，
就会追求更加美好的境界，创造出神奇的效果。

戴曙光老师告诉我们，要想真正简单地教数学，先要解决学
生的兴趣，首先要让学生喜欢你；其次是让学生体验数学本
身的魅力，从而喜欢数学；其次是努力把复杂的知识变简单，
把高深的数理变简单，把枯燥的知识变有趣，让学生学得快
乐。“简单”的课堂显得更加厚重、更有思想、更有学科味，
学生更为喜欢、学得更为轻松。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学习的目的是使人变得越来越聪明，
而不是培养机械、呆板的人，所以在教学中必须让例题变活，
抓住问题的根本，弄清数量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
开展讨论，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只有学生活学活用，
才能达到教学目标。只有鼓励学生自己学，其次让学生发现、
总结、推广自己的学习经验；其三引导学生有方法地学习。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是真正做到简单地教数学的根
本保证。

“简单的教数学”揭示要体现数学教学的简约性，从教学内



容的整合、教学过程与环节的简约、教学方法的优化以及知
识的归类压缩，使教师的教学简单有效，使学生的学习轻松
快乐。

戴老师认为学生的发展区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学生能够独
立完成的智力任务；二是通过学生之间互助完成的学习任务；
三是学生独立或合作都无法完成的学习任务。那么学生能独
立完成的应该让学生自己完成或合作完成，教师应该引导学
生解决生独立或合作都无法完成的学习任务，这样的教学就
教的简单了。

然而，在日常工作的真实环境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否
浪费了很多时间？教师付出的劳动到底有多少价值？课堂上
是否要承载得满满当当？学生做的、教师改的作业发挥了多
大作用？……特别对作业的批改，深有同感。每天累得要命
把厚厚的四摞作业本批改完（有时还多）发下去，要求学生
订正。可是学生对经过老师批改，相隔一天的作业的重视度
已经降低，他们的注意力早已放在新作业上了。

数学读物的读后感篇五

科技读物读后感

科学与我――读“科学系列图书”有感

科学发展现的内涵非常丰富，而科学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
关的。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科学走向了生活，如：电视机、
电脑、冰箱、洗衣机……以前，我们人类还是野蛮人的时代
时，生火都要用打火石慢慢磨，或砖木取火。哪像现在，用
打火机轻轻一按，就解决火的问题了。

科技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车出现以前，
人类远距离运送物资或长途跋涉，用自己的双腿和肩拉背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让人们大量繁重的物资交



流已是轻而易举了，著名科学家丁肇中先生说：“寻求真理
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
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科学就需要我们去
探索。记得有一次，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时候。想煎鸡蛋吃，
但我不想轻而易举地将它砸碎，倒想寻点乐趣。于是将鸡蛋
放到我那充满力气的手心中，紧紧地握着鸡蛋，使劲咬嘴唇，
使尽全力，脸立刻涨的通红。这时，站在一旁的哥哥看的我
那么用力，鸡蛋肯定死无全尸了!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鸡
蛋仍然毫发无损。最后哥哥就开始嘲笑我：“看你长得那么
壮，可一点力气都没有。让我来，给你看看什么叫p。”可哥哥
用上了吃奶的劲，鸡蛋还是完好无损。哥哥再也不敢嘲笑我
了，怒气冲天地说：“这根本就是个铁蛋!”“那可不一定
哦!呵呵!”我用讽刺的'语气回答他。

还记得有一次，妈妈叫我帮她开新买的酱油，可我怎么拧也
拧布开。于是我就去翻了一下科学书，照着书上写的去做：
将酱油瓶在热水里泡五分钟，然后冲一下凉水，就很容易拧
开了。原来生活隐藏了那么多科学，这些科学是需要我们不
断地区探索和挖掘的。

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的成功
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科学与我，密不可
分，我感谢科学，它帮我进步，也帮我成长!

科普读物不仅给我们带来知识和力量，也激发出我们的想象
力。对于我们的好奇心又有了满足，还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
眼，增加思考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并提高我们的科学素
质。打开《儿童科普》这本书你们就会明白我说的话了。下
面有问题要考考大家。

在夜空中发着美丽的红光，它和金星一样，是地球的另外一
个近邻。它就是红通通的火星。可是火星的颜色为什么是红
色的呢?下面请听《儿童科普》告诉你们吧!火星比地球的一
天长37.5分钟。火星的自转轴是倾斜的，它也有夏季和冬季。



火星大气成很稀薄，而且大部分是二氧化碳，它的表面温度
总是在冰点之下。火星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它的土壤里
含有较重的氧化铁(铁锈)，所以在火星橙红色的天空下，我
们可以看到它红色的土壤。

嘘!小声点，和你们说个小秘密：火星表面有许多树杈似的沟
纹，很向地球上的溪流河道系统。科学家们推测，从前火星
有水流在它表面自由的流淌过。

你们知道最近一次火星察探视在什么时候吗?是在1993年7月4
日发射的。它在火星的“战神谷”冲和平原上着陆。6小时以
后发回了第一批图片。它其实是一辆探测车，为了在布满岩
石的火星表面行走，它共有6个轮子，它还装备了先进的通讯
和探测设备。它的任务是分析火星的大气、岩石和土壤的成
分，为将来人类登陆火星作准备。在长达80多天的时间
里，“火星探路者”总共发回地球16000多张照片和大量的科
学数据，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今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人千百人的
飞天梦想成为现实，使我们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它用4年间，
数万工程技术人员奋斗努力、拼搏的绩晶。

在如今科技化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而不好好学习呢!为祖
国的明天，为美好的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