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 初一海底
两万里读后感(模板15篇)

发言稿的撰写需要注重语言的精炼、逻辑的严密，要求文字
清晰、简洁，让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最重要的是，在发言
过程中要保持自信和自然，与听众建立良好的互动，使发言
更具吸引力。良好的发言稿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传达观点
和表达意见，在此分享一些优秀的发言稿范文供大家参考。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一

《海底两万里》委实是一本经典名着，而在现代，却很少见
到这样的经典的名著，《海底两万里》这本科幻小说讲述的
故事真可谓大胆至极。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初一海底两
万里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
考！

《海底两万里》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
的故事。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大怪物，其
实这怪物并非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潜水船。尼摩船长邀请
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他们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和水
中的奇异景象，又经历了许多险情。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
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曲折紧张、扑朔迷离的故事
情节，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逼
真的美妙幻想融于一炉。作者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
的旅行中，时而将读者推入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
进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波澜壮阔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
的细节刻画交替出现。读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开始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
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乘坐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他充满传
奇色彩的海底之旅。阿尤那斯在航行中流露出他对尼摩船长



出类拔萃的才华与学识的钦佩。但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还
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

小说从海面上“怪兽”出没，频频袭去各国海轮，搅得人心
惶惶开始，到鹦鹉螺号被大西洋旋涡吞噬为止，整部小说悬
念迭出，环环相扣。这本书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在旅行过
程中我和尼摩船长以及游客们都可以说是随着事情发展，而
有所变化，有时惶恐不安，有时轻松愉快。

想象力和智慧，构造了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

打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公探险
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
传奇色彩的海底之旅。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
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
植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让我知道了大量的
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
采集、潜水艇的构造……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我
感叹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竟能在还未发明电灯的社
会中预料到未来世界，把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
的海底世界。

这本书还写到了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这些故事
情节都是非常曲折紧张，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
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逼真的美妙幻想融于一炉。作者还
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我推向险象
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波澜壮阔
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刻画交替出现。读书引人入胜，欲罢
不能。这的确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在惊险刺激的海底之旅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信息与科学技
术高度发展的时代，要注意保护和加以利用。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个想象



力惊人的科幻作家，他的惊人之处不但只是他写的夸张，动
人而富有科学意义的小说，更惊人的是他在书中所写的故事，
尽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不足为奇，但是在凡尔纳的时代，
人们还没有发明可以在水下遨游的潜水艇，甚至连电灯都还
没有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成
功的塑造出鹦鹉螺号潜水艇，并在小说发表25年后，人们制
造出的真实的潜水艇，与小说描写的大同小异，这是怎样的
预见力，怎样丰富的知识底蕴啊!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开始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
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乘坐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他充满传
奇色彩的海底之旅。鹦鹉螺号的主人尼摩船长是个性格阴郁，
知识渊博的人，他们一道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
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
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其中包括的沉没城市亚特
兰蒂斯，这个拥有与希腊相当的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书中
都包容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学。阿尤那斯在航
行中流露出他对尼摩船长出类拔萃的才华与学识的钦佩。但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福
人类的同时，重视防止被坏人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机的行
为;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
这些至今仍然热门的环保话题，早已在两百年前就有先知者
呼吁，可见留下有关人类正义更深层次的思考，才是此书让
读者感受丰富多采的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后，启发我们以心
灵更大的收获。 这本书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完全自然的知识启
迪，虽然书中讲述了不少有关海洋的知识，例如红海一名是
源于海中的一种名叫三棱藻的微小生物分泌的黏液造成海水
颜色像血一样红。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在读者接受起来十分刻
意或困难的，只是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罢了，这使人们对
因景而生的各种想法和收获都得以牢固的保存。

并不是每一本科幻小说都像《海底两万里》一样富有强烈的
可读性，它作为一本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远见加博学累积成的
小说，不但为对海底知识了解不详尽的读者解读了他们的旅



程，更让后人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与文明。

你见过一望无际的碧蓝海洋吗?你渴望去探索那充满未知的海
底世界吗?就让我们跟随凡尔纳的脚步，一起畅游在《海底两
万里》里吧。

主人公阿龙纳斯教授跟随林肯号奉命抓捕一只“庞然大物”，
却没想到这是一艘先进的潜水艇，之后水手尼德。兰、康塞
尔和主人公成为了诺第留斯号“自由”的俘虏。他们跟随着
船长摩尔，欣赏珊瑚岛奇景、海底狩猎，在珠场与鲨鱼搏斗、
“进军”南极、肉搏章鱼……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逃跑，
自由与故乡是他们的渴望，在一次北冰洋风暴中他们顺利逃
出，而诺第留斯号也不知去向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
许多个夜晚里，当船的电光映照着波光粼粼的水，想象着会
有成百上千的鱼群在你面前若无其事的游过，偶尔还会有一
条令人惊悚的鲨鱼出现，周围的海藻在推动器的动力下摇曳
着，贝壳类静静地躺着，那深邃的小洞里说不定还有某这奇
怪的生物……我也真想去那个奇妙的海底世界遨游啊!

令人感到奇怪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中脾气古怪、有时善良有
时残暴的船长摩尔，他痛恨人类社会却时常像人们伸出援手。
还有令我们更为惊叹的是，作者凡尔纳的小说幻想不仅仅是
凭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还隐隐透出一些科学的依据，例如强
大的电的力量和潜水艇已经成为了现实，并且登上南极已经
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这是多么神奇的“预想”!

在《海底两万里》的游历里，我们不仅领略了别具一格的海
底美景，各种奇异的生物，更能体会的，还有他们值得学习
的探索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我怀着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一
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底之旅。
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
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物，还有海底洞xue、



暗道和遗址等等。让我知道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知
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采集、潜水艇的构
造……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我感叹作者儒勒。凡
尔纳的想象力，竟能在还未发明电灯的社会中预料到未来世
界，把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海底世界。

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性格阴郁，却又
知识渊博。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
声地落泪;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厌恶陆
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逃避人类，
施行可怕的报复……尼摩船长对人类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他的心中充满无尽的痛苦，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南极缺氧的时候，当时只有潜水服上的储蓄罐里还有一丝
空气，那时由于缺乏空气，他们几乎虚脱。这时，尼摩船长
没有去吸最后一丝空气来维持生命，而是把生还的机会留给
了教授。他为了别人的生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行
为感动了无数读者，也感动了我。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作者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
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要重视防止被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
机的行为。儒勒。凡尔纳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
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面对这早在两百年前的先知者的呼
吁，我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此书只是让读者感受丰富多
彩的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吗?不，它是在启发我们，让我们的
心灵对自然科学有更大的收获。

儒勒。凡尔纳是在告诉我们：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
的——只有当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来源于现实
或高于现实的想象，否则不是科幻只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
没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二

今天我带着这颗好奇的心来到充满神奇的海底世界，感受海
的魅力。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它讲述的是法国生物学家
阿龙纳斯教授在深海旅行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一八六六年所发生的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怪
事。当时有不少航行的船只在海上发现了一头大“海怪”，
并且有船只遭受到这头“海怪”的袭击。出于对航海安全的
考虑和公众的呼吁，美国派遣了一艘战舰“林肯”号对海怪
进行追逐。结果，追逐“海怪”的船只“林肯”号反被怪
物“诺第留斯号”追逐，并遭到“海怪”的凶猛袭击。阿龙
纳斯教授、康塞尔和鱼叉王尼德兰落水，被“海怪”所救，
此后便跟随诺第留斯号尼摩船长周游各大洋，探尽海底秘密，
历尽艰辛和风险。

最后，他们因不堪海底世界过于沉闷的生活，又设法逃走，
重回陆地。

儒勒凡尔纳告诉我们：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
有当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来源于现实或高于现
实的想象，否则不是幻想只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没有，
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有目的要有方向，更要有准
备，这样我们做什么事才能做得优秀，干得漂亮！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三

有这样一个人，他痛恨陆地生活，成为人们口中的海洋人，
他不惜500万法郎建造了一艘潜水艇，他不让任何人看出他的
国籍，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就是尼摩艇长。



尼摩艇长是儒勒·凡尔纳笔下的人物，在这本书中，我看到
了生动的人物，美丽的景色，充满神秘的情节，以及科学与
真理。有人说，儒勒·凡尔纳是个预言家，这样说来好像也
没错。因为它充满科学的想象，是严谨的夸张而又切合实际
的。

故事讲述了一个教授与船员们揭开“神秘暗礁”的秘密时遇
险，只剩下他，诚实的小伙子康塞尔和脾气暴躁的尼德·兰。
他们三个掉进海里，被困在了一艘潜水艇里。他们三个陪尼
摩艇长游遍每个大洋，历经十个月，耐不住性子的尼德·兰
带着两个伙伴逃出了潜水艇。

在这本书中，我还读出了作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用不
近人情的尼摩艇长做例子，一个采珠人（显然是被压迫人民）
在采珠时遇到了一条鲨鱼的袭击，尼摩艇长竟舍身相救，还
送给他一小袋珍珠。这个描写，丰富了尼摩船长的人物形象，
同时，又巧妙表达了作者的志向。

在大战章鱼那一张，我流下了泪水。那个船员多可怜啊!那丑
陋的怪物，在把他卷起的生死关头，每个人都努力的拯救他。
可那怪物失败后，带着他一起下水了，也许尸骨都不会有，
他也无法与在珊瑚墓园的朋友们相会了。

我对尼摩艇长的国籍存在疑惑，不过，通过他的行为，我猜
测他应是受压迫的人民。后来，我从《神秘岛》上知道了，
他是印度人。

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反映了对殖民压迫的反对，以及对科学，
社会正义和人类平等的不懈追求。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四

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四年级下学期必读书目《海底两
万里》。



这本书是一本神奇而有趣的科幻小说，它是法国著名小说家
儒勒·凡尔纳的经典杰作，凡尔纳也被称作“科幻小说之
父”。

书中凡尔纳用笔墨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博物学
家——阿罗纳克斯，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博古通今的巴黎博
物教授；孔塞伊，阿罗纳克斯先生最忠诚的仆人，也是一个
分类狂，总是认认真真地、一本正经地分类海洋物质；内
德·兰德，一位优秀、勇敢的捕鲸手，野性十足，脾气暴躁。
“鹦鹉螺号”里被监禁且与世孤立的生活，使他无法忍受，
所以他经常密谋出逃计划，当然如果没有他，教授和孔塞伊
最后也不可能重回大陆了；尼摩船长，海洋的“隐者”，他
对海洋的热爱之情，以及内心所藏着的炽热的民族之心，让
他人性的光辉不断闪烁。

在书中，我不仅认识到了一个个勇敢、机智的人，也见识到
了世界各大洋独特、迷人的海底风景。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五

在潜水艇未发明前，你能想象到这样一个事物吗?在人类未探
索过海底前你能明白海底的奥秘吗?在大陆上和平安祥之时，
你能想到海洋中有一个复仇者吗？把这些事在一起，就构成
了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之一——《海底两万里》。

一个巨型的“怪物”打破了原本安定的大陆人民的生活，有
人认为这是一个鲸怪，有人认为这是飞逝的巨礁，脑洞大开
的凡尔纳却写这“怪物”是一个一切都靠电的潜艇。在这个
名叫“鹦鹉螺号”的大家伙中，有着比陆地上还要豪华的图
书馆，有着将所有稀有海产是集于一室的珍藏馆；还有着一
个遇争冷静、知识渊博的船长。在这里，每个人都有绝对的
自由。

一次又一次的海底探险，让身为教授的阿月龙纳斯叹为观止。



神奇的潜水服让人在海底里也能像在陆地上一般，阳光透过
海水折射在海底的动物上，这神奇的海马上变成了一个万花
筒。艇中逝去的同伴，葬至海之中，这莫大的海才是他唯一
的归宿，“不受鲨鱼和人的欺负。”

尼摩船长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是个谜通读全书后，我们大致可
以猜出，他是一个在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
坚强的民族志士，所以他渴望和平，他是一个复仇者,是一个
可怕的复仇者！所以，他来到了海洋中,脱离世俗,只为不再
受压迫。

我想，自由对于尼摩船长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为了自由他放弃
了陆上的一切，来到了这自由的圣地。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六

这本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经久不衰，一直是青少
年了解海洋世界的最好读物。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集中阅读，
便看完了这本厚重的，充满各种海洋知识和人文地理的《海
底两万里》。

这本书主要讲了，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和他的仆人“分类大
师”孔塞伊，还有那著名的的捕鲸手内德·兰德一起寻找并
消灭那“海怪”，结果被俘虏，随后他们与这被误认为“海
怪”的潜水艇艇长内莫开始了探索海洋的旅程。

一路上，他们见识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也证实了许多子
虚乌有的存在。作者描述的书中主人公看到的东西好像真的
存在，比如那从古至今海外一直争论纷纷的传说亚特兰蒂斯
大陆，以及那失落的古国遗迹。还有那海战中或事故中的沉
船，船里的黄金珠宝……每读到这些，我都有立刻踏上潜水
艇去一探究竟的冲动。

但文中也有十分感人的地方，如内莫艇长带着“我们”去珠



母沙洲时，发现一个来早的采珠人遭到了鲨鱼的袭击，而那
可怜的采珠人冒着生命危险去采珠，每周才挣一法郎。内莫
看见采珠人被鲨鱼袭击，奋不顾身，抄起匕首便刺向鲨鱼，
终于那采珠人脱离了危险，此时内莫艇长如中国打击土豪劣
绅，将财物分给被压迫的人民的侠客一般，给了那采珠人一
袋珍珠。书中，内莫撞击作恶的战舰，他的一言一行，无不
体现出他同情被压迫人民，想要解救被压迫人民的决心，这
才是正义才是法律，才是高尚的吾辈楷模呀！

书中最危急的情节应该就属潜艇被困“冰龙”的时候了。在
全员性危在旦夕之时，才真正体现出内莫艇长的大公无私，
机智勇敢，与船员的无所畏惧了。

也许我的感受不深，结尾仓促，但却是真情实感。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七

一提到一提到"鹦鹉"，脑海中便会不由自主地会记起"鹦鹉
号"这三个字。为什么呢？请听我告诉你。

海底两万里一书的主要内容是1866年海上发现了一条疑似为
独角鲸的怪物，海龙纳斯教授及仆人康赛受邀追捕。在这过
程中，他们不幸落水，这时他们发现这怪物并非独角鲸。而
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艇。于是他们跟着尼摩船长一起在海底
作了两万里的环游旅行。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尼摩船长。有可能还以为还未读完这本书
时，你会以为尼摩船长是一个沉默寡言，冷冷清清的人。如
果你这样想，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他其实是一个外冷心热
的人。在面对自己的战友死去，他也会哭。这不证明了。证
明了她并非无心之人嘛。他遇事冷静，替别人着想，这也是
我喜欢他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是多么引人入胜。大海是多么无所不有呢？贝



壳动物的足丝织成的衣着，海洋植物提炼出来的香水，大衣
藻的床，鲸鱼触须上的笔，乌贼分泌的墨水，无所不得，看
的时候，莫名其妙融入其中。化为一缕无声的空气。合上书
本时，又想一直沉寂其中。一直注视那可以治愈的海洋。多
么想触摸那些小鱼的身体，以及步踏再那无烦恼的海洋之中，
但，皆为泡沫罢了。

故事也即将结束，但他们却一直以画面的形式闪过脑中，久
久不会忘怀。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八

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部分都被海洋给覆盖，而人类生活的地
方却只能是占地球百分之三十的陆地。

众所周知，人类的肺不能够适应没有氧气的环境，在海洋中，
一个正常的人不超过三分钟便可窒息而死。但当我读了《海
底两万里》这本书，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海底城市的建立已不
属于空谈。《海底两万里》叙述了一艘坚固的潜水艇“鹦鹉
螺”号畅游海底世界的奇遇。阿罗纳克斯教授出于偶然的机
遇，与忠实的仆人孔塞依和出色的捕鲸手内德被艇上的内莫
艇长收留。窥视了这个与陆地隔绝的潜艇的奥秘。就这样，
海上旅行拉开了序幕。

海洋是温和的，它会推波助澜，吹起徐徐微风，带着船只驶
进安全的港湾；它同时也是狂野的，怒吼着卷起数丈高的浪
涛，将生命无情的吞噬于巨腹之中。而内莫艇长的“鹦鹉
螺”号却像一座无敌的坚固壁垒，傲然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
无论是飓风骤雨，还是坚实的冰层，都未能使它屈服。

海洋中的生物也千奇百态，既有小巧可爱的贝类动物，又有
凶猛残暴的鲨鱼袭击。“鹦鹉螺号”一次又一次化解海洋的
狂暴，并在它温柔的怀抱中安详行驶。潜艇上的船员们无一
不勇敢坚强，他们在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又有着为同伴牺牲



洒下热泪的人性一面，令人动容。

当“鹦鹉螺号”随波而逝时，我们的心弦不禁被轻轻的触动。
这艘勇敢的潜艇将继续行驶，劈风斩浪。不再被仇恨所笼罩，
只有坚忍的毅力化为前进的动力。

海洋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陆地上也和它一样，也会有风浪
一样的荆棘，在我们心中，要扬起风帆，将风浪远远地抛在
身后。勇往直前，用必胜的信念斩断荆棘，我们将会发现一
个崭新的天地。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九

主人公真的在长达两万里的海洋中遨游吗？

如果真的存在这场旅程，那他到底经历了一场怎样惊心动魄
的历险呢？

带着种种疑问，我开始了阅读，翻阅着《海底两万里》，犹
如观看《加勒比海盗》一样，场面波澜壮阔、情节曲折险象
环生，带我到达了未知的世界并掀开奇幻冒险的旅行。

故事发生在1866年，当时海上的人们，发现了一只类似独角
鲸的大怪物，法国物理学家阿罗纳克斯在回国前夕，饶有兴
趣的接受邀请并参加了捕捉行动，在捕捉过程中不幸与其仆
人掉入水中，意外游到了这只怪物的脊背上。几番周折后才
得知这只震惊一时的独角鲸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
这潜水船是一位叫尼摩船长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
的，其船身坚固，利用海洋发电，这是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人
类的一种体现。尼摩船长邀请阿罗纳克斯做海底旅行，他们
从太平洋出发，途径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然后
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珍罕的海生动植物和水中奇异景象。
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的时候，阿罗纳克斯趁其不备
不辞而别，并把他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之于世。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文章中不仅折射出浓郁的反帝反殖民的
情怀，更是呼吁要杜绝破坏自然生态、危害人类自身生存的
行为；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动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
念。可见保护环境不止是体现在一个时期，更是延伸到一个
世纪之远，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

这本书不仅让我认识了这些勇敢、善良、遇到困难百折不饶
的人，也让我领略了太平洋、印度洋等七大洋，欣赏到奇幻
美妙的海底世界。并丰富了我的地理、生物等知识，既是一
本引人入胜的科幻小说，又是一本富含海洋知识的百科全书。

伙伴们，还在等什么呢？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十

记得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读过《海底两万里》了，不过那时候
或许太小，完全不懂里面想表达的意思完全只图快乐。

而今，我又再次翻开紧致的封页，再次品读这本书，才发现
太好看了。书里的内容如4d电影，可触可摸十分真实。

那么先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全书大概内容是这样
的：1866年有人以为海上见到了一条独角鲸，法国生物学家
阿龙纳斯最后发现那是一艘名为诺第留斯号的潜艇。随后尼
摩船长乘坐这艘潜艇在海底做了两万里的环球探险旅行。

还忆多年前看这本书，被其深深吸引的是因为文章中丰富的
描写，大海时而深沉时而活泼，在多变的主格调蓝中，常常
因珊瑚等美丽的生物而变得色彩缤纷引人入胜。他们一行人
来到海洋底平川，自由自在的漫步，我也好似同他们一道出
发一样，入夜美梦也和他们快乐地海洋之旅大同小异了。

小的时候看这本书只注意这些，不过如今我长大了，再次品
读这本书却有了不少新的体会。



现在，不仅仅是关注文章美丽的环境描写，更重要的是剖析
人物，并从中学习些什么。作者凡尔纳在文中大量运用物理
学知识和生物学知识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像在大海中的
光的折射，而在水中的压强知识，生物学中的生物分类，凡
尔纳没去过海底但是从书中我却看见了“经验丰富"这四个字，
可见凡尔纳合理的想象也是至关重要，我们写文章也可以用
上。尼摩抵抗压迫，也是应该被学习提倡的。尼摩心怀祖国，
但却无法实现报国大业，他用海中财宝支持正义斗争，这是
每一个反抗压迫之人的典范，而且他学识渊博，可见做个学
识多的人是多么重要，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爱读书，读书伴我成长。一本好书，几种不同的味道！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十一

地球被称为“大水球”，因为地球海洋面积远远大于陆地面
积，我常想，海洋里一定有很多奇怪的生物和不为人知的秘
密。近期有幸读到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的《海底两
万里》一书，书中故事情节写得太精彩了，看完后真想去海
底来一次奇妙之旅。

1866年的海洋上发生了一件离奇之事，一只“巨型海怪”在
海上兴风作浪，凡是遇到它的船只都在劫难逃。于是，美国
政府派出了战舰和阿龙纳斯教授一行去铲除“海怪”。他们
在捕捉的过程中不幸入水并误入了“鹦鹉螺”号潜水艇的手
里，也就是传说中的`“海怪”。“鹦鹉螺”号艇长尼摩带着
他们一行在海底进行了十个月的旅程，他们在海底见到了的
景象无奇不有，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不仅周游了太平洋、
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北冰洋及南极，同时还遇
见了许多罕见的海底动植物，如价值千万的大珍珠、海牛、
章鱼群等；更饱览了海底洞穴、暗道和遗迹等，给阿龙纳斯
教授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研究资源。

海底到底有多深呢，珊瑚王国、神奇美妙的海底森林是怎样



形成的，还有海中的动植物到底有多少种类呢……；我们对
海洋的认知正在日积月累中，而《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却
很好的为我科普了海洋知识。同时尼摩艇长的睿智勇敢更是
让我佩服，他简直就是海洋中的精灵，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航
海家、伟大的科学家。

看完这本书，我深深的被作者凡尔纳超凡的想象力和渊博的
科学知识所折服，我充分领略到了他想象的魔力，他描写海
洋中的一切，我一度以为都是真的，且非常有冲动想去海里
一睹风采。《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不仅让我畅游了海底世界，
还提升了我的想象力。将来，我一定要勇于开拓，不断丰富
自己，充实自己，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有意义。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十二

今年暑假，我怀着一颗热烈的好奇心读完了《海底两万里》
这本书，它让我看到了奇妙与梦幻的海底世界，也让我明白
了许多道理。

每一章故事情节生动细致，内容跌宕起伏，巧设悬念？，令
我读后回味无穷，仿佛自己也跟着尼摩艇长旅行了一回，尤
其是第24章《消失的陆地》，据说亚特兰蒂斯曾是一块繁荣
的土地，却在无声中沉入了海底，留下的人类无法解决的谜
语。在书中，作者突发奇想，潜入海底探索这神秘的亚特兰
蒂斯海底废墟？。

在这部书中，作者主要描写了四个主要人物，他们的样貌与
其性格都各不相同，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他们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学识渊博的阿罗纳克斯教授；沉得住气、为
人和善的仆人孔塞伊；性情火爆的鱼叉手尼德兰；沉着机智、
勇于尝试的尼摩艇长。其中我最敬佩的人当属尼摩艇长了！

尼摩艇长拥有数不尽的书籍，我敬佩他的断与勇敢，欣赏他
不屑被世俗所束缚的精神。果断潜入海底，在海下探索神秘



的一切，他向往自由，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勇敢、果敢冷静
的人，这些品质已经是我对他赞叹不已！

这本书的作者更不寻常——是儒勒。凡尔纳。他出生于一个
律师家庭，凡尔纳的父亲是一个较成功的律师，父亲一直想
让凡尔纳继承父业，可他却并不想从事律师，而他的理想则
是航海探险。当他将要开始旅程的时候，却又被父亲带回了
家里，因此他只能躺在床上，幻想着一切，他用自己的博学
成就了一步步科幻小说，成为了“科幻小说之父”。

读完了这本书，我好像也跟着尼摩艇长一起探险过。在这本
书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只要不懈努力坚持，成功总会来
临的！

谢谢你——尼摩艇长，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十三

这个暑假，我读了许多书。其中，令我映象深刻的一本书就是
《海底两万里》。

读《海底两万里》，我看见了现代科技的发达。在1866年那
个年代，海上出现了一座“暗礁”，当人们还以为这是什么
鲸鱼时，阿罗纳克斯教授，他的仆人孔塞伊和捕鲸手内
德·兰德偶然地来到了这个“怪物”上面。其时，这不是别
的，而是一艘潜水艇，一艇永远不上岸，坚固无比的潜水艇。
这艘潜水艇长约3海里，宽约1海里，面积为1010。45平方米，
体积为1002立方米。它可以下降到海底一万六千多米的地方，
轻而易举。哦，对了！这艘艇就是——“鹦鹉螺”号。

读《海底两万里》我看见并了解这个深不可测，但又美丽绝
伦的大海，它给了我们许多宝物。在维哥湾海底，有许许多
多让你目不暇接的珍珠母。维哥湾并不深，那些捞珍珠的人
们就是在这儿发了财的。他们虽然发了财，但也活不了多久，



因为他们在水下憋一分钟就会溺亡，最高纪录也只有五十八
秒。还有“鹦鹉螺”号上面用的纳、电、铁……都是海洋提
供的。怪不得说海洋是个“聚宝盆”呢！原来如此，大海里，
不愁吃也不愁穿，随处可以捞到各种各样的鱼，只要你有足
够的氧气，你可以在海底呆一辈子，永不上岸，就像“鹦鹉
螺”号的呢摩艇长一样，与世隔离。

我也很想拥有一艘“鹦鹉螺”号一样的潜水艇，如果我有了，
我也会像他们一样环游海底世界，亲自去看一看美丽的珊瑚，
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凶猛的鲨鱼，多有意思！

虽然我不知道“鹦鹉螺”号最后的命运——它被那个迈尔大
旋流怎么样了？但我仍然祝福它和尼摩艇长。

真想去一次海底！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十四

“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这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是啊，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一本好书可能会让你
受益终生。

而《海底两万里》就是这样把一本好书，一本让你受益终生
的好书。

《海底两万里》是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的三部曲的第二
部，主要讲述诺第留斯号潜艇的故事。1886年，有人以为在
海上见到了一条独角鲸，法果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最后发现那
是一艘名为诺第留斯号的潜艇。随后他带着仆人康塞尔和一
个捕鲸手，跟随尼摩船长乘坐这艘潜艇在海底做了两万里的
环球冒险旅行。尼摩是一个不明国籍的神秘人物，他在荒岛
上秘密建造的这艘潜艇不仅异常坚固，而且结构巧妙，能够
利用海洋来提供能源。阿龙纳斯在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后
终于了解到神秘的尼摩船长仍与大陆保持联系，用海底沉船



的千百万金银来支援陆地上正义战争。

这是一本纯虚构的科幻类小说，构思巧妙，情节惊险。潜艇
在大海中任意穿梭，海底时而险象环生，千钧一发，时而景
色优美，令人陶醉。美妙壮观的海底世界充满了异国情调和
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渴望上天入地、
自由翱翔的梦想。凡尔纳从来没有到过海底，却把海底的景
色写的如此生动，说明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科学知识。

这本书中的人物都是品质高尚、献身科学的人，是英勇顽强、
不畏艰险的人。像尼摩船长等反抗压迫的战士形象，更是体
现了一种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奴隶制和压迫者的进步思想。

读一本好书，真是能收益终生啊。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初一篇十五

海底两万里》是今年寒假老师推荐的一本科普童话读物。那
时时间仓促，本想随便读读就交差，但我只读了一个开头，
就被故事情节吸引住了，整个寒假，我迷上了这本书。

《海底两万里》主要说的是阿尤纳斯教授和其它教授到澳大
利亚海域寻找传言中“海怪”的故事。当他们见到“海怪”
时，“海怪”向他们攻击，船沉没了。除了阿尤纳斯和尼德
外，其他人都死了，而他们两个也被捉去。那时，他们才知
道原来传言中的“海怪”就是“鹦鹉螺”号潜水艇。

他们在尼摩舰长的带领下，游遍了世界上的海洋。最后，
在“鹦鹉螺”号的一次报复行动中，他们回到了陆地，但尼
摩舰长和“鹦鹉螺”号其它人员都死了。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作者儒勒·凡尔纳在写这
部小说的时候，电灯还没有发明出来，他却能写出海底探险
的故事，而且描绘得栩栩如生，无论谁读了它，都会爱不释



手。

作者是怎样使这本书“活”起来了呢？

幻想。能在电灯都没有的年代“变”出一架先进的潜水艇，
创造出海底环游的故事，这需要多少幻想和创造力啊！在那
个时候，我相信谁也没到过海底的深处，不知道海底究竟有
什么奇特的生物。作者就像一个能预测未来的“先知”，提
早描述了对海底的幻想。

知识。要利用语言创造一艘潜水艇，需要十分全面的科学知
识。书中描写潜水艇是列举了许多关于潜水艇的数据，表现
了作者渊博的科学知识，也使这原本虚幻的潜艇变得3维了许
多。

幻想与知识，通过巧妙、精美的结合，成就了这本出色的科
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它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