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物种起源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一

《物种起源》可谓一部影响人类科学发展进程的绝世经典，
早就渴望拜读一番。终于盼到了寒假，使我得以有暇一睹科
学巨人留给人类的这本百年巨著的风采。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以丰富的研究资料，严谨的科学
论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人入胜的文笔，向全人类庄严
宣告了物种发展的伟大理论——进化论。在此之前，人类有
关物种发展的认识一直笼罩在唯心主义宗教统治的阴霾中。
人们认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明所
创造的，神主导一切！各个物种都是孤立的，其间没有任何
亲缘关系。达尔文本是一位基督教信徒，而他由于偶然的机
会发现了宗教中许多违背现实的东西，于是开始怀疑《圣经》
是不是真正的真理。达尔文是个极为认真的人，这也是他能
抛弃神创论而研究进化论的重要条件。

在那个年代，违背教会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乌云遮不住真
理的光芒；黑暗无法阻拦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总有那么一
批坚持真理的人，不畏教会等反对组织的压迫，坚持真理，
经过几个世纪，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真理终于战胜谬误，
人类终于见到了科学的曙光。达尔文就是这样一个为追求真
理而不懈努力的人。

然而，科学与唯心的斗争是长期的。直到在刚刚过去的20世
纪90年代，有的宗教人士才承认了进化论。1996年，在生物



进化论日趋深入人心的环境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
不改变了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教廷不得不抛弃
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信条。

而事实上，如今仍有很多人（主要是一些宗教信徒）否定并
驳斥进化论。我不久前还看到一篇文章，文中仍然以神创论
否定进化论。

由此，可想而知，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要否定残酷的教会
的理论是多么的困难。读此书，让我知道了对待科学一定要
认真，对真理，就要百折不挠地坚持。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二

从小关注细节，注重思考的达尔文，22岁便乘坐贝格尔号进
行环球旅行。凭借对地质学的热爱和敏锐的观察力，达尔文
在旅行中获得了重要的知识，他发现地球风貌是不停的变化
的，对岛屿和大陆的形成都有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段对于达
尔文至关重要的旅行中，可以窥见改变自然科学格局的巨著
《物种起源》的碎片和端倪，比如科科斯群岛，比如巴西热
带雨林等。达尔文自己也称“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决定
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
在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
我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
们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
的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
记住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
的整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物种起源所
讲人类用有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
确已经产生了伟大的结果。



暗夜磨剑，终露锋芒。达尓文的《物种起源》有如一场席卷
世界的海啸，狠狠地撞击在“神创论”的壁垒上，将千百年
来的宗教脸上神秘而高贵的面纱狠狠地撕下。从而联接起一
个伟大而充满理性的时代，这是只属于人的时代，神的荣耀
开始寂灭于尘埃。正是因为《物种起源》出版，人类才第一
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
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而生物普遍进化
的思想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成为学术界、
思想界的公论。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
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面对教会的
刁难，面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
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
扬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
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
社会进步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
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
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权威与不合理存在挑战
的精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
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
与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
研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三

是谁击破神创论的天空，将世界从上帝的手中挣开;是谁以锐



利的双眼，看穿时空的阴霾，寻找物种间的联系与存在;是谁
以一句“物竞天择”的呐喊，唤起整个大崛起的时代。也许》
隨着时代日显其不足，但传承给后人的，并让后人抚卷感叹
的始终是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对科学的严谨与热爱。

少年顽劣，浪子回头。达尔文年轻时用他父亲的话说“除打
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相对他的兄弟姐妹来讲
或者用中国父母常讲“别人家的孩子”来说达尔文可算是一
事无成的败家子。可是就是这个常人眼中的败家子却成为英
国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参加“贝格
尔号”舰的全球远航，成为流传后世的的伟大人物，我不禁
感叹人的命运是由自我决定的。

大巧若拙，埋头著书。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都理解
创造论，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并一次就创造出所有的生物，
同时上帝也赋予每种生物各自的主角，而每个物种的设计都
十分完美，所以物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在
宗教的神环下成为人们精神的枷锁，于是》在这种情景下诞
生了。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在
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我
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们
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的
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记住
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能够确切他说，生物的整
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所讲人类用有
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并且的确已经产生
了伟大的结果。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
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应对教会的
刁难，应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



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
扬的前行。他用自我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
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
社会提高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
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
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与不合理存在挑战的精
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
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与
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研
事业贡献属于自我的一份力量。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四

“姐姐，你们家的幸福树长得怎样样了？”“好着呢！还育
出了‘小宝宝’呢！”“天哪！”我发出了一连串的怪叫。

其实，之前我和姐姐买了两盆“幸福树”是送给妈妈的节日
礼物！可惜我不是一个好的“花匠”，幸福树枯萎了！我请
教了姐姐这位大世界的“花匠”一些小诀窍。房间里传来了
我们的对话：

“姐，你就说说呗！你怎样把幸福树培育得这么好？有啥诀
窍就传授给我点吧！”

“嗯，好吧！”说完便丢给我一本书《物种起源》。

咦？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教我就不教呗！打什么哑谜呀！



姐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说：“你看看就明白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是我看了几行就迷上了这本书。
这本《物种起源》是著名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
奠基人达尔文写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两个理论：首先，
他认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是由较早期、较原始的形式演变而来；
其次，他认为生物演变是经过自然选择而来。

突然，我看到上头有一行字：把取出蛋清和蛋黄后的碎蛋壳
放置在花木植穴的四周，能供给花木根部很多养分，对花木
生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咦？我家的“幸福树”不是正缺少营养吗？于是，我照做了！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熊猫眼看了看枯萎的幸福树。突然，
我的双眼射出了一道光芒，我惊奇地发现“幸福树”的“腰
板儿”十分挺拔！可叶子还是那焉焉的样儿，但这可不是一
口吃个大胖子的事情，得慢慢来。突然，我发现旁边的蛋壳
没有了光泽，仅仅残留的一滴蛋清也被吸收完了！怪不得那
杆儿挺得不得了，还散发着一股股灵气，有一种大自然的味
道。

也许那办法真的有效！我连续放了几天的蛋壳儿，幸福树满
满的“活”了过来，我幸福地触摸着它的枝叶，呼吸着它刚
刚制造好的氧气，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呢！

之后，我们家还养了“爬蔓”“金心吊兰”等植物，都用了
这种“蛋壳疗法”来为他们“治病”！

对于世间一切生物来说，科学就在我们身边！怎样样？“科
学藏在花草中”，名副其实吧！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五

作为一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生物学经典著作，《物种起源》
的出现无疑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今天当我重温这部史诗般的
名著时，是怀着一股崇高的敬意品味其中的原理思想的。

而作为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达尔文能用毕生精
力研究生物学，而后又提出科学证据，出版《物种起源》这
一划时代的著作，已经很好地诠释了一位科学家该有的奉献
精神。而面对物种不变性学说已经成为社会正统理论时，达
尔文又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提出自己认为对的真理，突破
种种束缚，更是令人称道。

通读《物种起源》，我发现，该书用极其丰富的资料，令人
信服地证明生物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它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
历史，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
而是“若干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
且有规律可循。它们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
展、进化。这种发展和进化，不是什么力量干预的结果，而
是自然界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他用物种变异的普遍性，推
翻了物种的观点，有力地戳穿了千百年来流传的“上帝创造
万物”的谎言。它在整个生物学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
响，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

我想，《物种起源》的出版，离不开达尔文对真理始终不渝
的坚持，这种坚持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相信自己并不是轻易做到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受到太多的
诱惑与历练。当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听信同
一种言论，很难有人不对逆反的自己产生怀疑。同样，坚信
真理也不是轻易实现的，尤其是当你所信仰的真理被多数人
甚至全社会视为悖论的时候。相信自己还是跟随他人？坚持
真理还是求得我想此时，我们需要一种勇气，需要一种力量，
需要一份执著。就如达尔文当初的选择。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虽然只是就某种情况而言，
然而少数人之所以有掌握真理的机会是因为他们的身上有一
种阻止他们迈向他人的脚步的信念与力量。

如今，而以我们的感悟，在达尔文那期待中的未来，也许他
的成就达不到画出宇宙生命的整个循环，但他的贡献在于指
出了其中的一段圆弧。正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旨在阐释自
然的学说登场时总如同华贵的蜃景，其中大部分的教义犹如
玫瑰色的霞光给那些做着晨课的学者头上镀上了一缕金色。
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自会有那完美的思想适时地出世，将
未知地渊中的宝藏铺陈罗列，用科学的明光给这个时代盖上
玺印。”

我想，只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在，捍卫真理的旗帜就
会永远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