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海底两万里(精选6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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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海底两万里篇一

有一本名著经久不衰，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它情节惊险曲
折，知识与科幻交织，立足于知识的科学幻想令人惊叹!它的
主题是反抗一切的压迫与苦难，反对一切的黑暗。同时，它
所描绘的海底世界让人痴迷。而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尼摩
船长这一角色，与他的善恶是非。

尼摩船长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他是个无情的人，可他却有着
极大的同情心。他是坏人吗?他击沉了追踪他的船，使船员们
葬身海底;憎恶着殖民者，毫不留情的屠杀敌对的人复仇。他
是冷酷的，是残忍的，对敌人生命的消失，对那临死的挣扎
都无动于衷。他是好人?确实，他疾恶如仇;对同伴的离去伤
心得泪流不止;对受危的陌生采珠人舍命相救;对千千万万受
苦之人倾囊相助。他是善良的，是平等包容的。他所做之事
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他仿佛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恶魔，但谁又
能理解他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柔软?他的亲人，朋友，祖国都消
亡于殖民者的铁蹄之下，她也是个可怜的人。

善恶是非无绝对，不同的只有立场。我们无法评说历史，只
能坚守自己心中的善恶是非。

读后感海底两万里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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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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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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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尼摩船长遇事冷静，阿龙纳斯教授乐于探索，康塞尔的忠
实，尼德的勇敢都是我们该学习的。这的确是一本很值得一
读的好书，一次精神上的盛宴。

在《海底两万里》的第二部分的后半部分，主要讲了阿龙纳
斯教授和他的同伴在“鹦鹉螺号”上度过的最后一段时期，
包括了他们一行人到达了南极，看到了那块大陆上的动物，
并且还在那上面插上了代表尼摩船长的旗帜——一个黑色背
景上衬托着一个金黄色的“n”字，后来，他们在离开南极的过
程中，受到了冰山的撞击，并且在行驶了一段路途后，发现
前方道路被冰雪堵死，于是他们就往回开，但是后来他们与
后面堵上的冰山撞上了，被困冰中，“鹦鹉螺号”的四周，
上面下面，都是不可通过的冰墙，而且缺少空气。于是他们
开始凿冰墙，从下部的薄弱冰层凿，但四周的冰墙已经开始
了冰冻作用，于是尼摩船长开始喷开水以升温，为凿冰工作
争取了时间。最后，下部冰层还有一米厚的时候，“鹦鹉螺
号”用重量把它压碎了，并且以惊人的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
度前行，再用那巨大的冲角沿对角线的方向冲开冰层，获取
了新鲜的空气。后来，他们又沿南美洲部分海岸走经过墨西
哥湾，抵达欧洲。这时，尼德·兰计划着逃跑，却意外的遇
上了章鱼，他们于是不得不与章鱼战斗，而且损失了一个同
伴。后来，一天晚上，阿龙纳斯教授和尼德·兰及康塞尔逃
跑，在即将放开小艇时，遇到了北冰洋大风暴，却因螺丝钉
松下导致小艇抛出，最后脱险。



到小说结尾，尼摩船长所做的一番事：攻击其他国家的战船
并击毁。又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人琢磨不透。

读后感海底两万里篇三

五年级下学期，我在家里认真读了一本科幻书《海底两万里》
有感而发。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科幻小
说系列中的一本。它的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它的画面
多姿多彩，气象万千，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读这本书的时候，仿佛和主人公一起畅游了海底的世界，红
海、地中海、爱琴海、黑海、大西洋、南极、北极、北冰洋，
遇见了许多极为罕见的植物、海产品、海洋动物、世纪战舰
的残骸等等，许多有趣的事情，使我开拓了视野，丰富了自
己的知识，使我感受到海洋世界的神秘莫测。

《海底两万里》这部让人惊心动魄地告诉我们：要学习阿龙
纳斯教授乐观向上的精神；学习仆人康塞尔对主人忠心耿耿
与无私的精神，学习尼摩船长的勇气，和见到朋友有危险的
时候奋不顾身去营救的精神。这部小说还告诉我们，人要有
勇于探险的精神，才能发现这大自然的无比美妙。

读了这部科幻小说，我感叹作者的妙笔生花，这些伟大作家
们用他们毕生的知识与智慧创作出世界名著，以其盛久不衰
的魅力，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读后感海底两万里篇四

从20xx至20xx日，在不到２天的时间内，我一气呵成读完了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原以为这书内容精深、涉及知识
性强，是一本很难快速读完的科幻小说。令我万万没想到的
是，此书语言生动，逻辑严谨，字里行间充满了悬念，引人



入胜，让人产生了一种小说看不完，心里不放下的执念。归
纳起来，这本小说有四个亮点：

一是超强的想象力。看完这书，仿佛你的思想与凡尔纳在海
底世界畅游了两万里，书中每个章节，每个段落的第一句话，
详细记载了时间及“鹦鹉螺”号行驶路程，从太平洋出发，
经过珊瑚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南极、
北冰洋。跟着凡尔纳一起在海底周游世界，跟主人公一起经
历海底的探险之旅。旅途中有难以想象的喜悦，历经艰辛终
到南极，看到了憨态可掬的企鹅，有血腥残暴的杀戮，独角
鲸对抹香鲸的追杀，还有漫步在海底的惬意，各式各样罕见
的海生动植物、千奇百怪，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底奇观。

二是个性的叙事力。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好比长跑，哪里该
放慢脚步，哪里要补充能量，哪里应该冲刺，作者心里早有
规划，每个章节都设有悬念，在一个个高潮后总有一段篇幅
帮忙读者释放情感，找到出口。每个高潮之间互相联系，情
节互为支撑，小说中的海底，时而景色优美、令人陶醉；时
而险象丛生、千钧一发。例如：主人公乘坐驱逐舰意欲捕
捉“神秘怪兽”，一场激战之后，反而被困禁于“神秘怪
兽”（“鹦鹉螺”号内），最终逃出“神秘怪兽”的控制，
登上了陆地，回到了家乡。整篇小说叙事宏大，叙事风格严
谨，不是胡编乱造，不是虎头蛇尾，而是经过科学推测所得
的数据。

三是严谨的科学性。我读完小说后第一反应就是查阅作者的
生平资料，刚开始猜测他是地理学家、博物家、还是生物家、
或是航海家？后来发现他其他的什么家也不是，２０岁时遵
照父亲的意愿到巴黎研修过法学，但在巴黎的文化沙龙中他
爱上了文学，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但是小说中的主角有捕
鲸能手，生物家、工程师等等，海底许多生物的名称和描述，
我却是第一次耳闻目睹，尽管没有可参照对比的样本，但本
人特别留心小说中每个数据的描述。正是小说这种严谨的科
学性，才使得作者想象出来的“鹦鹉螺”号成为现代潜水艇



的原型，这部科幻小说诞生于１８世纪潜水艇未被发明，从
这个层面上讲，文学是科技进步的先知，有人甚至认为，正是
《海底两万里》所描写的“鹦鹉螺”号启发了现代工程师，
从而设计出了潜水艇，能下潜几万英里，有坚硬的金属外壳，
能抵御水压和各种鲸鱼的袭击，能利用海底的资源发电、制
造氧气。《海底两万里》中“鹦鹉螺”号身上种种功能和运
行原理和现代潜水艇有太多相似之处。

四是富有人文精神。这一点使小说的主题有所升华，小说通
过对“鹦鹉螺”号船长尼莫重点刻画，展现了作者的人文情
怀。尼莫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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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良又霸道，仇视陆地又深爱海洋，爱护下属又痛
恨人类，就是一个矛盾体。最后正是因为尼莫毫不留情击沉
了人类的战舰，惹怒了法国阿龙纳斯教授，他放弃了继续深
海探险的想法，选择了逃出潜艇。

总之，文学是科技进步的先知，想提升你的移情力——感知
世界变化的能力，不妨读读《海底两万里》。

读后感海底两万里篇五

在这个学期里，我们小组要读的书是《海底两万里》。书中
的故事曲折离奇、扣人心弦。

故事一开始讲述了世界各地海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物，人
们认为这是某一种新的“独角鲸”。美国派出“林肯号”舰
艇寻找并捉住这只“独角鲸”，在寻找过程中，还有三位人
员同行，阿龙纳斯先生、他的仆人康塞尔、加拿大人尼
德·兰。在捕捉中，阿龙纳斯、康塞尔、尼德·兰不慎落水，
被这个“独角鲸”救起，此时他们才发现这个“独角鲸”是
一艘构造精密、坚固牢稳的潜水艇——“鹦鹉螺号”。

船长尼摩邀请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同伴共同进行海底探险。



他们到了海底进行了“海底森林打猎”，在南冰洋里触礁，
整个船缺氧，与巨章鱼搏斗。最后，“鹦鹉螺号”被卷进大
旋流里，阿龙纳斯三人乘小船逃离，并在本国人将他们救出
之后将历险资料公布于世。

阿龙纳斯先生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机会进行研究的人。
康塞尔是一个忠诚，知识丰富的人。尼德兰是一个暴躁而又
生性善良的'人。而尼摩船长是一个野心勃勃、精明聪慧但又
复仇能力极强的人。在“大屠杀”里，使我对尼摩船长的印
象大大改变，原来的尼摩船长温和精明，而现在，尼摩船长
竟把一艘船活生生地砍开。而这场大旋流，就是大自然给他
和他那心中复仇之火的报应吧。

这本书既能让你收获了关于海洋的知识，还能让你体会到做
人的道理。希望大家也来读读这本书，书中那引人入胜、惊
心动魄的故事一定会深深地吸引你。

读后感海底两万里篇六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崇拜的心境，开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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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他充满传
奇色彩的海底之旅。 阿尤那斯在飞行中表暴露他对尼摩船长
鹤立鸡群的才华与学问的佩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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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两万里》叙说法国生物学者阿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
的故事。当时海上创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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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读后感200字他们看到许多
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和水中的奇怪景象，又经历了许多险情。
最后，当潜水船抵达挪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迂回
告急、扑朔迷离的故事变节，顷刻万变的人物命运，丰富细
致的迷信知识和细节逼真的美好幻想融于一炉。作者别开生
面，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读者推入险象环生



的邪恶环境，时而又带进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地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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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虎难下。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作者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迷信技能
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要重视防止被利用、危害人类本身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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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读后感100字 …面临这早在两百年
前的先知者的号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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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知识吗?不，它是在启发我
们，让我们的心灵对自然迷信有更大的劳绩。

小说从海面上“怪兽”出没，反复袭去列国海轮，搅得人心
惶惶开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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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仲永读
后感150字 在旅行历程中我和尼摩船长以及游客们都可以说
是随着事变发展，而有所变化，偶然惊骇不安，偶然轻松高
兴。

翻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猎奇心，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
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一同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端了充满
传奇色彩的海底之旅。一同环游了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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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海底窟窿、暗道和遗址等等。让我晓得了大量的
迷信文化和天文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
采集、潜水艇的结构……这些工具现在都已酿成了现实，我
叹息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竟能在还未创造电灯的社会
中预推测将来世界，把迷信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
海底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