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实用8篇)
通过写答谢词，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会到感恩的力
量，从而在与他人相处时更加谦逊和友善。在写答谢词时，
我们可以适当地描述一些事实、细节或者故事来增强感染力。
阅读下面的答谢词示例，或许能给你一些写作上的灵感和思
路。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一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等于和一位高尚的人对话。”
读了《海底两万里》之后，感触颇深啊！

正如书中的阿龙纳斯所说，也许在日后会有人怀疑这件事的
真实性。的确，不可能别人说什么都相信，起码，我就不是
这样一个人。

这前后充满了太多巧合，前面的突然出现，到最后的奇异消
失，书上所说的报道和被它所撞过的痕迹，实在是不得不让
人信服，让人觉得诺第留斯号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书
中的各种各样的详细的描写，实在是让人觉得是真的。凡尔
纳实在是不愧于“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

最后是“突如其来”的大漩涡，为这一切画上终止符号？

这一切一切的谜都没有解开。

文章中精细的描写了海底，那样的大海还真是让人着迷啊！
纯净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鱼，虾，还有珊瑚，整个感觉，就
好像海容纳了一切。各种各样的物品，在海里，似乎什么都
不缺，想尼摩船长所说：“……海是包罗万象的；海的气息
纯洁而卫生……海是动，还是是爱……它是长存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去探游“海底两万里”吧！



任务型阅读，拖拖拉拉一个月以内读完了。和骑士团长一起
读的。

这部小说的确很会吊读者胃口，情节上吸引着人不断地读下
去。但其中所谓的科学性知识读起来的确是枯燥无味，每每
读到就选择跳过，直奔情节式的阅读。

人物塑造上偏向扁平化，原先以为某些人物的设定也许富有
深意，但不得不说读完以后觉得挺失落的，并没有我预想中
的那种深意。

主人公阿罗纳克斯是一位博物学家，但在小说中显得缺乏个
性和魅力。仆人孔塞伊倒是富有特点，但这种特点大概会惹
人非议——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人物，一举一动都以主
人教授为中心。捕鲸手内德·兰德的出场很酷，不苟言笑，
不屑与众人为伍的高冷姿态。结果在鹦鹉螺号成了最接地气，
只想早日逃回陆地的吃货，前后的转变很不自然，缺乏一种
和谐统一的氛围。而最有神秘感的尼摩艇长，大概也是全书
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位人物了，他几乎无所不能，性格倔强，
精神强大。似乎与陆地，与人类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这种
仇恨在小说最后似乎也含混不清地揭露了出来，但显得十分
生硬呆板，不够动人。作者也许想借这个人物起到升华主题
的目的，但我认为此举是失败的。小说将大量笔墨用于介绍
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对人文性的探讨，对战争，对仇恨，对
人性等等尽管有所涉及，但怎么都觉得是泛泛而谈。

总而言之，这部小说无法归到我的“经典作品”行列吧，它
的名声在外和流行不衰的原因，绝不会是在于其文学性或艺
术性上，社会性的因素应该占很大比例。

不过可以了解一下当下的青少年读后的感想。

暑假里，我被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书深深地吸引了。这
本书是法国着名小说家、预言家——凡尔纳的豪情杰作。凡



尔纳1828年出生于法国南特，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代
表作品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底旅
行》等。

看完这本书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阿龙纳斯，一位热爱
海洋、知识渊博的教授，到“鹦鹉螺”号上后，他把那些奇
特又罕见的动物、植物全部记录到笔记本中，回到陆地上后
公诸于世，真令人敬佩啊!康赛尔，教授身边忠诚的仆人，他
们共同经历了几十万公里的海底航行，饱览了很多壮丽的景
观，他们共患难，同艰辛，成了真正的朋友。“鱼叉王”尼
德﹒兰是一名勇敢、优秀的叉鲸手，百发百中，在危机时刻
拯救了教授和康赛尔。尼摩船长是一位海洋的“隐者”，勇
敢而智慧，带领水手们成功从南极脱险，勇斗鲨鱼，血战章
鱼，无人能敌，但一直隐居大海，很少露面。

《海底两万里》不仅让我认识了这些勇敢、执着、真诚、阴
郁的人，也让我游览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等七大洋，欣
赏到奇幻美妙的海底世界。《海底两万里》富含地理、生物
等知识。

我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它是法国作家凡尔纳写的一
本科学幻想小说。小说从林肯号军舰为了太平洋的安全，追
逐一只独角鲸写起。林肯号军舰的舰长是法拉古，这位舰长
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他指挥林肯号在白茫茫的大海上苦苦
寻找那个怪物，最终寻找到了那个怪物——它就是潜水
艇“鹦鹉螺号”。

鹦鹉螺号这艘潜艇的双层船壳都是坚硬无比的钢铁。它没有
风浪的翻腾或颠簸可以毁损的缆索一类的东西，它没有风可
以吹走得帆，它没有蒸汽可以破裂的锅炉，它不会发生可怕
的火灾，因为它完全是钢铁制成的，电能是它的机械原动力，
它可以在深水中独来独往。鹦鹉螺号的船长名叫尼摩，他带
领他的船员一直在海洋中生活。鹦鹉螺号在水面换气时，会
向天空喷出巨大的水注，在夜晚它还会射出几道耀眼的光芒，



它速度惊人全靠的是电能，电能是从海水中的纳提取出来的。
鹦鹉螺号上使用的一切都取自海洋。作者对潜水艇上生活的
描写使我懂得了大海是神奇的，只要有智慧大海就是取之不
尽的生命源泉，大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一段是海底漫步。尼摩船长他们穿上潜水服，潜
水服是橡胶做成的特别合身，手套十分柔软。鞋是用金属铅
制作的，可以克服水的浮力使人稳稳站在海底。球形的潜水
帽有三个观察镜方便观察四周情况。他们腰上挂着兰可夫灯
照明，背着气瓶供人们呼吸。他们穿的潜水服可以抵挡深水
的压力。在海底他们看到了像草原一样的平原，海底平原长
满青绿色的海草，朵朵鲜花般的海藻类植物有两千多种，他
们脚踩绿草如茵，头顶翠绿一片风景迷人。

自从读了《海底两万里》以后，它便更加的激起了我对大海
的好奇心。每逢深夜，尼摩船长都会驾着他的那头“独角
鲸”在我的梦境中遨游。

《海底两万里》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叙述的是法国生物
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在深海旅行的故事。当时，有许多的船只
在海上航行时发现了一头“独角鲸”，并有船只遭到“独角
鲸”的袭击。于是，在公众的呼吁下，出于对航海安全的考
虑，由美国派遣了一艘战舰对“独角鲸”进行追捕。阿龙纳
斯教授和他的助手——康塞尔和当时的捕鲸高手尼德也参与
到捕鲸的活动中来了。结果，追捕“独角鲸”的战舰反
被“独角鲸”追逐起来，并遭到“独角鲸”的凶猛袭击。阿
龙纳斯教授和他的两位同伴落水后，被“独角鲸”所救，此
后便跟随“独角鲸”周游四海。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到红海到
地中海到大西洋再到南北两极海洋，探尽了海底的秘密，历
尽艰辛和风险。最后，他们因不适海底世界过于沉闷的生活，
又设法逃走，重回了陆地。伴随着这部书由始到终的人物有：
宽容大度的阿龙纳斯教授、忠心耿耿的康塞尔、勇敢豪爽的
尼德和谜一般的尼摩船长。



最令我敬佩的便是这本书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我们知
道，按当时的科技水平，是无法造出当今的潜水艇，也就是
文中的“鹦鹉螺号”舰船。但是他却用一支平凡的钢笔描绘
出了潜水艇的前身，体现了自古以来渴望上天入地、自由翱
翔的梦想。凡尔纳没有到过海底，却把海底的世界描绘得和
现代高科技探测的海底景象相差无几，读来引人入胜，使读
者身临其境，表明他具有非凡的想象力。

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一个真理：只要我们有梦想，然后朝着自
己的梦想不断地去追求、去探索，梦想就会实现。就像儒
勒·凡尔纳一样，他有着远大的理想——制造出文中的“鹦
鹉螺号”，虽然他没有真的去造潜水艇，但是他的理想给了
后人以启迪，根据他的理想制造出了今天的潜水艇。随着地
球上资源的不断短缺、气温逐渐变暖、灾难频繁发生，各国
的科学家都在争先恐后探索着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以寻求一
个可以让我们人类生存的星球。我相信，随着科学家们不断
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人类将会在外太空的另一个星
球上生存，那个星球上有我们取之不尽的资源和优美的环境，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第二个地球”。

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让我们为自己远大的理想去奋斗吧！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二

在快乐的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很有意义的书：《海底两万
里》.

虽然对书中的内容不是特别的明白，但对其中所描述的神秘
的海洋奇观深深的吸引着，对写这本书的叔叔充满着敬佩之
心，也被其中的.各大洋有了一些了解，对海底的动植物，海
底洞穴、暗道与人们至今没发现的遗址充满了向往，书中包
含了很多科学知识，地理、文化、地质学，这么多的知识，



这本书里都有。

作者通过阿龙纳斯先生的仆人，知识面很广的，爱给动物分
类的康塞尔，告诉我们海洋的知识，与海洋里的奥妙。如红
海一种名叫三棱藻的微小生物，它分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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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三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关于海底知识的书《海底二万里》。这
本书的主人公阿尤纳斯教授带着我们做了一次惊心动魄海底
远游。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了海怪，这件事情被
传的.沸沸扬扬，议论也有很多种。阿尤纳斯要去除掉海怪。
乘坐着跑得最快的船“亚伯拉军。林肯”号远征队去消灭海
怪。阿尤纳斯和他的仆人康塞尔和捕鲸高手尼德一起前去，
但是过了不久才发现其实没有海怪，而是一架潜水艇，叫鹦
鹉螺号。

他们在鹦鹉螺号的船上见到了许多既美丽又奇特的景象：有
各种海洋生物，最远的极地、最深的海沟、最大的珍珠。也
遇到了不少麻烦，有大乌贼、土人、鲨鱼……遇到各种困难
都没有难倒他们，最终克服了困难，脱离了危险。

我们要学的就是这种勇气和未知海洋的探索，通过看了这本
书也让我了解了很多海洋知识。有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
大西洋、红海。还有海底的各种动物、植物，最后阿尤纳斯
教授因为有一次海洋大漩涡让他们离开了鹦鹉螺号。重回陆
地。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四

这个暑假，我读了《海底两万里》。《海底两万里》写
于1870年，作者是凡尔纳，是他著名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

这本书主要讲了法国博物家阿龙纳斯教授在海底探险的故事，
当时，有一种怪物，被人们认为是独角鲸，阿龙纳斯教授被
邀去追捕，不幸落水，落到了一艘奇怪的潜水艇上。原来，
这就是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着的“怪物独角鲸”，这艘潜艇是
船长尼莫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坚固，利
用海洋发电。尼莫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一起去探险，他们一路
坎坷，路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
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和水中的奇异景象，又经历了搁
浅、土著人围攻、同鲨鱼搏斗、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
险情。最后，阿龙纳斯不辞而别，将他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
布于世。

这让我知道了许多海洋知识，认识了许多海洋动物。让我感
到海洋的`神秘而又有趣，危险而又美丽。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五

沉迷于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陶醉于神秘幽深的海底森林，
折服于天马行空的想象才华。打开《海底两万里》就如同潜
入海底去探索未知的海洋与生物，在一次次的艰险拼搏中，
阅尽人间的生死离合。全书扑朔迷离的情节有许多：搁浅、
土人围攻、同鲨鱼搏斗、冰水封路，章鱼袭击等，让人欲罢
不能。

尼摩船长因为国家和家庭的毁灭，对人类社会有极大的愤慨，
执着的想要复仇。他因此在海上漫游与世隔绝。但他是一直
在精心策划复仇的，从“大屠杀”这一节中可以看出。尼摩
船长对自己的.船员十分关爱、情同手足。在许多的故事情节



中，我对尼摩一行同章鱼群搏斗这一情节深有感触，“鹦鹉
螺号”行驰在巴哈马群岛附近时遇上了一群20英尺长的巨型
章鱼群，有四五万磅重，有三个心脏！尼摩船长当即决定与
章鱼群肉搏一在它们猛烈的攻击下。一行人奋勇杀鱼，但有
一个船员不幸被章鱼卷走，尼摩船长于是奋不顾身拼尽全力
救助他，孤身跳上章鱼抡起斧子砍它。。最后在一阵模糊的
墨汁里，船员被吞没了，泪水模糊了尼摩船长的双眼，他的
目光定格在葬送他同伴生命的海面，伤心而绝望。

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看到这儿我也禁不住叹了口
气，多么英勇的战土、多么辉煌的牺牲！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六

刚开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读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书。
看着，我忍不住喜欢上了这本书。让我告诉你我读完后的感
受。

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1866年，一位生物学家法国阿罗纳克斯
应邀赴英国参加一次科学调查。这时，海上出现了一个怪物，
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科学研究结束后，生物学家正准备
穿好衣服回到法国。他登上驱逐舰，参加了“从海洋中清除
怪物”的活动。

经过千辛万苦，怪物没有被清除，驱逐舰被“怪物”重撞。
生物学家、他的仆人和一名特别邀请驱逐舰清除“怪物”的
捕鲸者都成了“怪物”的俘虏！结果发现“怪物”是一艘名为
“鹦鹉螺”的.未知潜艇。

潜艇也优待囚犯，只是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潜艇船长尼摩
永远不会让他们离开。阿罗纳克斯和他的团队别无选择，只
能和潜艇一起游览海洋。十个月后，这三个人终于在极其危
险的情况下逃脱了，生物学家可以公开这个海底秘密。



作家凡尔纳写下了法国生物学家阿罗纳克斯、仆人康赛尔和
加拿大尼德兰误入鹦鹉螺后的各种经历。虽然凡尔纳没有出
海，但他在文章中看不到任何虚假的痕迹，这让我感到非常
惊讶。

以后一定要学习这种写作手法，让我的作文内容更加流畅、
生动、活泼、精彩！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七

又到了一次假期，回到家闲来无事，无意间翻到了一本名著：
《海底两万里》，正好无聊，重温一下这本文学巨著。

这本书着重描述了一向平静的大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些骇人听
闻的怪事儿——一只巨大的“独角鲸”常常出没其间，兴风
作浪。于是政府派美国的“林肯号”逐洋舰特地去追捕这
个“独角鲸”。在追捕过程中，阿龙纳斯、康纳尔、尼德兰
不幸落入水中，被“独角鲸”救起，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
海洋中出现的怪物“独角鲸”是一艘构造精密的潜水艇。

潜水艇的主人是船长尼摩，他心思缜密，为了不让这个秘密
泄露出去，将主角一行人软禁在核潜艇中。但虽说是软禁，
主角等人非但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反而和船长等人成为了要
好的朋友。一核潜艇上的人同舟共济，遇到困难共同进退，
有很强大的团队精神。最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抵达
南极，成为当时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一队英雄。

他们不仅大开了眼界，一饱眼福，还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探险，
发现了许多未知的东西、神奇的东西。他们告诉我：没有做
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海底两万里读书读后感篇八

随着假期的到来，我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一起度过了一次



激动人心但有趣的海底之旅。

这本书讲述了阿罗纳克斯教授、助理龚赛伊和捕鲸手尼德兰
在世界工业杰作鹦鹉螺号潜艇上与尼魔船长的冒险和前所未
有的旅行。

最让我感动的一幕是，当他们被困在南极洲时，潜艇上几乎
没有氧气，每个人都必须穿上潜水服挖冰墙。谁能穿上潜水
服意味着谁能活得更久。在生死关头，龚赛伊和尼德兰给阿
罗纳克斯留下了唯一的'氧气，让他濒临死亡的生命延续下去。
幸运的是，鹦鹉螺及时冲破了浮冰，每个人都能生存下来。

面对危机时刻，我们能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别人，我们愿意面
对死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相比之下，我们的社会真的
需要一些爱来影响一些人冰冷的心。几天前，佛山的小女孩
被车碾了两次，周围有很多商店。过去的18名路人中没有一
人伸出援助之手。最后，一名清洁工获救，但小女孩离开了
世界。

想想那十八个路人会有多残忍，看着血泊中的小女孩，他们
会怎么想？

我们的社会需要爱，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应该采取个
人行动。有些人说：没有爱的世界将是地狱。我希望这一天
不会到来。让女孩的死给我们敲响警钟，让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