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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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一

近日，我有幸读了一本名为《海底两万里》的科幻小说，这
部作品让我对海洋的神秘和浩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者笔
下的海底世界充满了危险与惊喜，对于海洋这个未知的领域，
我有着更多的探索欲望与好奇心。在读完这本小说后，我深
刻地体会到了人类与大海相处的重要性。下面我将分五段，
从海洋的广阔与未知、探索的勇气与智慧、珊瑚礁生态保护、
海洋资源开发以及人类与海洋的共生等方面，为大家分享我
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海洋的广阔与未知

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描绘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海底世界。
在那里，有壮丽的珊瑚礁、神秘的海底火山、漂浮着的巨大
海底生物，以及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垠
的想象力，令人神往又畏惧。然而，我们对海洋了解太少，
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海底地形得到了揭示。人类对于海洋的
了解还远远不能与陆地相提并论。读完《海底两万里》后，
我不禁思考：面对如此广袤的海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海
洋的探索和研究。

第二段：探索的勇气与智慧

在《海底两万里》中，主人公尼莫船长带领着他的水手们进
行了勇敢的海洋探险。他们面对着种种危险，包括巨大的鲨



鱼、狂暴的海怪，以及神秘的海底火山。但尼莫船长和他的
团队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们运用智慧和勇气，成功
地探索了海底。这让我深刻认识到，探索需要勇气，但更需
要智慧和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科学的手段，我们才能更好地
了解海洋的奥秘。

第三段：珊瑚礁生态保护

在《海底两万里》中，尼莫船长带领着他的团队在珊瑚礁附
近停泊了很久。珊瑚礁是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也是海洋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
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珊瑚礁遭受
到了严重破坏。读完《海底两万里》后，我深感保护珊瑚礁
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环保行动者，我将积极参与珊瑚礁保护
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保护行列，为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

第四段：海洋资源开发

在小说中，尼莫船长通过开展海底活动，获取了丰富的海洋
资源。然而，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现实世界中，海洋
资源的开发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一方面，开发海洋资源可以
满足人类的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过度开发又
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开发海洋资源时，
我认为需要在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采取可持
续发展的方式，保护好海洋的生态系统。

第五段：人类与海洋的共生

读完《海底两万里》后，我对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有了更多的
思考。人类是依靠海洋生活的，海洋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食物、能源和资源。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海洋是地球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保护海洋。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减少对海洋的污染，降低使用塑



料产品，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只有与海洋和谐共生，我们
才能拥有一个美丽的地球家园。

综上所述，《海底两万里》这本小说让我对海洋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读完后，我深刻体会到了人类与大海相处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有勇于探索的精神，用智慧去了解和保护海洋。只
有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开发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
才能与海洋实现和谐共生。我相信，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我们一定能够保护好我们的海洋，让其永远充满神秘与惊喜。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二

《海底两万里》写于1870年，这本名著是凡尔纳叙述法国生
物学家阿龙纳斯在海洋旅行的所见所闻！

这事发生在1866年，当时海上的人们发现了一只所谓独角鲸
的大怪物，他（阿龙纳斯）接受了邀请并参加捕捉行动，在
捕捉过程中却不幸与其仆人（康塞尔）掉入水中，却意外游
到了这只怪物的脊背上。后来得知这只惊动一时的独角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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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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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许多稀罕的海生动植和水中
奇异景象。

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是，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
所有知道的海底秘密公之于世。

主人翁尼摩船长是一个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人。他运用自
己所学的知识精心研究、设计、建造了这只独角鲸大怪
物——潜水船（鹦鹉螺号），他与潜水船在海底进行大规模



的科学研究，但好像这又不是他这种孤独生活的唯一目的。
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搜寻自由，又对自己孤
僻的生活感到悲痛。在这孤独的生涯中他巧遇了阿龙纳斯并
与他共同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事件。

下部第三章一颗价值千万法郎的珍珠：这一章叙述尼摩船长，
啊龙纳斯，他的仆人康塞尔和鱼叉手尼德？兰在收集珍珠时
发现一位印度采珠人遭到黑鲨的袭击，幸亏尼摩船长以无以
匹比的勇敢和尼德？兰对鲨鱼身体结构的熟识，用鱼叉刺中
鲨鱼的心脏而完结生命为告终。在细节可以看出尼摩船长他，
作为逃到海底的人类种族代表之一，而对人类表现出无私的
奉献精神。不管他平时嘴上怎么说，但这个奇怪的人善良之
心至今还未完全泯灭。

开学拿到语文书，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目录瞟了几眼。映入
我眼帘的是名著导读《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是怎样的一个
科学与幻想之旅呢?是我当时脑海出现的问题。

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看到一套初中生语文新课标必读，
内附有12本名著，而《海底两万里》也是其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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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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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凡尔纳三部曲的第二部，故事讲述的
是1866年，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带着自己仆人和一名捕鲸手去
追捕海上的一只大独角鲸，在此过程中，意外发现那是一只
构造奇异的潜水艇，船长尼摩邀请众人周游海底世界，中途
碰到许多深不可测的事情，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了印度
洋、红海、地中海……整整有两万里。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科学性，凡尔纳的各部作品均由此
特点。书中涉及了许多生物知识和部分物理知识，例如说：
动物的分类、光的反射……故事情节非常出色，不仅使我们
开了眼界，对世界有所了解，而且也让我爱上了科学，真是
受益匪浅啊!

最让我感动的一幕出现在海底，那天众人潜入海底去采珠场
采珍珠，正当他们高兴奋兴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位印度人也
在一旁采珠。忽然间，一只目光贪婪、张牙舞爪的巨鲨出现
在印度人的上方，猛地向他直扑过去，他往旁边一闪，鲨鱼
的尾巴向他一扫，他摔到了地上。正当鲨鱼想吃掉他时，尼
摩船长主动出击，展开了一场人鲨大战，尼摩船长不断攻击，
却一直没有刺中要害部位，而鲨鱼张开它那如同工厂里的大
剪刀一样的大口，将船长掀倒在地上。此时，尼摩船长自称
跟人类断绝了关系，但在要害时刻，却为一位普通的采珠人
和鲨鱼搏斗，不仅说明他神秘莫测，而且有很强烈的正义感。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我最喜欢的人物并不是尼摩船长，而是仆



人康塞尔，他有个特点，每当他们捉到鱼时，他总是主动分
类，习惯虽小，但充分说明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对学习很感
爱好。我不禁想到了现实生活中我的情况，别看我现在学习
成绩不错，但是我仅仅是依靠自己的优势——记忆力好坚持
到现在，平常根本不怎么用功，我想：假如我和他一样该多
好，我不就可以名列前茅吗。所以我应当拿他为榜样，向他
学习。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凡尔纳和他的仆
人以及几个朋友去捕捉一种无名类的鲸鱼。他们也经历了风
风雨雨、困难、挫折，但他们没有后退，而是像万众一心抗
击非典那样团结，一旦遇到困难就想方设法克服它，不悲观、
不气馁。他们拔山涉水，经过了大风大浪才取得了最终的胜
利，就像有一首歌里唱到：“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
虹……。”

主人翁尼摩船长是一个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人。他运用自
己所学的知识精心研究、设计、建造了这只独角鲸大怪
物——潜水船（鹦鹉螺号），他与潜水船在海底进行大规模
的科学研究，但好像这又不是他这种孤独生活的唯一目的。
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搜寻自由，又对自己孤
僻的生活感到悲痛。在这孤独的生涯中他巧遇了阿龙纳斯并
与他共同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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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看了十九世纪法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凡尔纳于1870年
写的《海底两万里》，这是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的第二部，



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这
部作品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1866年，当时海上的人们发现了一只所谓独角鲸
的大怪物，他（阿龙纳斯）接受了邀请并参加捕捉行动，在
捕捉过程中却不幸与其仆人（康塞尔）掉入水中，却意外游
到了这只怪物的脊背上。后来得知这只惊动一时的独角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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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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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许多稀罕的海生动植和水中奇异景象。最后，当潜水船到
达挪威海岸是，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有知道的海底秘
密公之于世。

主人翁尼摩船长是一个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人。他运用自
己所学的知识精心研究、设计、建造了这只独角鲸大怪
物——潜水船（鹦鹉螺号），他与潜水船在海底进行大规模
的科学研究，但好像这又不是他这种孤独生活的唯一目的。
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搜寻自由，又对自己孤
僻的生活感到悲痛。在这孤独的生涯中他巧遇了阿龙纳斯并
与他共同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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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著名的沉没城市
亚特兰蒂斯，这个拥有与希腊相当的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
鹦鹉螺号从日本海出发，进入太平洋、大洋洲，然后到达印
度洋，经过红海和阿拉伯隧道，来到地中海。潜艇经过直布
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径直奔向南极地区。然后又沿拉
美海岸北上，又跟随暖流来到北海，最后消失在挪威西海岸



的大旋涡中。

在将近十个月的海底旅程中，鹦鹉螺号以平均每小时十二公
里的航速，缓缓行驶。我觉得我自己也随着尼摩船长和他的"
客人们"饱览了海底变幻无穷的奇景异观。整个航程高潮迭起：
海底狩猎，参观海底森林，探访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打
捞西班牙沉船的财宝，目睹珊瑚王国的葬礼，与大蜘蛛、鲨
鱼、章鱼、博斗，反击土著人的围攻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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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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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小说动用大量
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诸如海流、鱼类、贝类、珊瑚、海底
植物、海藻、海洋生物循环系统、珍珠生产等科学知识，成
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启蒙小说。这真是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好
书。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三

《海底两万里》是由法国作家儒尔·凡尔纳创作的一部科幻
小说，主要讲述了三位勇敢探险家在潜艇“鹦鹉螺号”上进
行了深海探险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我深入体悟到了勇气、
探求未知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柔和共生。



第二段：勇气的象征

在《海底两万里》中，主人公尼摩船长是一个拥有非凡勇气
的人物。他带领船员们勇往直前，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风险。
这种勇气体现在面对危险时，他始终不畏惧，勇往直前，勇
敢地挑战严酷的自然环境。这种勇气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
意识到只有勇气才能战胜恐惧，能让我超越自己，去探寻未
知的领域。

第三段：探求未知的欲望

小说中的三位探险家之所以潜入海底两万里，是因为对未知
世界的探求和呼唤。他们要去揭示海洋中的秘密，解开那些
从未被人们踏足过的领域。正是这种对未知的强烈欲望，驱
使着他们毅然决然地进入了深海。阅读这部小说，我也仿佛
沉入了海底，与主人公们一同去探寻了那不为人知的海底世
界。这种探求未知的欲望让我明白，只有不断探索和学习，
才能超越自我，不断成长。

第四段：人类与自然的柔和共生

在《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一直试图与海洋生物和谐相
处。他尊重自然，对海洋中的生物保持一种敬畏之情。他掌
握了镇静海兽的方法，使得鹦鹉螺号能够平安无事地在深海
中游弋。这种人类与自然的柔和共生，让我想起了我们现实
中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即保护环境，与自然和睦相处。只有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让地球变
得更加美好。

第五段：总结

通过阅读《海底两万里》，我体会到了勇气、探求未知和人
类与自然的柔和共生。这部小说提醒了我，不管我们面对怎
样的困难和考验，勇气和探索精神是克服一切的源泉。同时，



也要学会尊重和保护自然，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海底两万里》深入人心的故事，将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借
鉴，让我时刻秉持着勇气与探索的精神，去开创属于自己的
未知领域，去与自然和谐共生。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四

在大学期间，我选修了《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这门课程，感
谢老师的谆谆教诲，使我了解了许多外国文学著作创作的背
景，还有以前一直想知道却没有下功夫去学习的事物，如古
希腊神话的起源、具体人物等等，期末将至，我就谈谈我最
喜欢的一本名著——《海底两万里》吧。

首先当然要先说说这本书的作者了。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他是世界
上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不但充满离奇高深的想象
力，动人心魄的艺术形象，而且表现出高度的科学性，我也
十分喜欢他写的科幻小说，总能够引起我的无限遐想。《海
底两万里》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凡尔纳总共创作了六
十六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还有几个剧本，一册《法国
地理》和一部六卷本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
主要作品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神秘
岛》、《漂逝的半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20多部长篇
科幻历险小说，这些小说都广受人们的好评。他的想象力十
分丰富，且文笔细腻，构思奇巧，他的很多作品既引人人胜，
又很有教育意义，适合各种年龄的读者。而且，凡尔纳的幻
想不是异想天开，都以科学为依据——他所预见到的很多器
械，甚至到后来都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有之物。

这本《海底两万里》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主人公法国人
阿罗纳克斯是一位博物学家，应邀赴美参加一项科学考察活
动。当时，海上出了个怪物，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科考
活动结束之后，博物学家正准备束装就道，返回法国，却接



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于是改弦更张，登上了一艘驱逐舰，
参与“把那个怪物从海洋中清除出去”的活动。经过千辛万
苦，“怪物”未被清除，驱逐舰反被“怪物”重创，博物学
家和他的仆人以及为清除“怪物”被特意请到驱逐舰上来的
一名捕鲸手，都成了“怪物”的俘虏！“怪物”原来是一艘
尚不是，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潜艇艇长内莫从此永远不许
他们离开。阿罗纳克斯一行别无选择，只能跟着潜水艇周游
各大洋。十个月之后，这三个人终于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逃
脱，博物学家才得以把这件海底秘密公诸于世。在小说中，
他们周游了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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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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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螺号从日本海出
发，进入太平洋、大洋洲，然后到达印度洋，经过红海和阿
拉伯隧道，来到地中海。潜艇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
海岸，径直奔向南极地区。然后又沿拉美海岸北上，又跟随
暖流来到北海，最后消失在挪威西海岸的大旋涡中。这让我
对海底的生活无比憧憬与向往——那是一种与我们今天的生
活场景截然不同的，是传说，是神话！

像我们所看到的，凡尔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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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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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凡尔纳作品中的幻想都以
科学为依据。他的许多作品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在今天都得
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作品中的幻想大胆新奇，并以其逼真、
生动、美丽如画令人读来趣味盎然。无论是文中他们去红海看
“大珍珠”、与鲨鱼迂回搏斗还是冰层下遇险，这些情节都
惊险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所有这些使他的
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或许每个人看到大海时，都会无一例外地被她的美震撼，那
片一望无垠的海，时而平波无澜，安静地如同静谧的少女；
时而惊涛骇浪，澎湃似齐奔的万马。她孕育出小人鱼夜夜飘
荡的歌谣，孕育出皎人对月流珠的神话。她如同博爱的母亲，
张开双臂包容流浪的白云、嬉戏的海鱼，还有一艘艘过往的
轮船？她是如此地高深莫测，使人们的思绪不知不觉就随她
飘了去，在海底好奇而自由地畅想——正是因为人人都会有
美妙的畅想，才会有那么多的笔尖触及了那片未知，带着好
奇、带着猜测、带着期待。那里或许沉睡着安徒生笔下住着
人鱼公主的宫殿，亦或是凡尔纳笔下时而险象环生、时而令
人陶醉的另一番天地，也可能是众多孩童梦想中埋藏了许多
宝藏的黄金世界？那片往昔令无数人神往的海洋，终究在人
们不甘与不歇的探索与猜测之中，渐渐退却了神秘的面纱，
点滴间昭示着她不为人知的奥秘。

在凡尔纳的世界中，阿龙纳斯是他梦想的化身，随着神出鬼
没的鹦鹉螺号一起，潜入了会聚千万双眼睛，却少有人敢亲
身探索的海底世界。凡尔纳用文字做画笔，在我们的脑海中
描摹着海底的形象——各式各样的珊瑚永远是海底最不可或
缺的风景，活泼而调皮的鱼儿是海洋的精灵，缄默的沉船也
总给海底增添几分神秘气氛。

那两万里深的海底，是在人们心中隐藏着的财富，只有勇于
挑战的人，才能登上“鹦鹉螺”在这海底的伊甸园遨游，而
每个人心底的这片海洋，永不枯竭！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五

2.平常采到一个有珍珠的贝，他们才能得一分钱，何况他们
采得的贝里面多数是没有珍珠的.

3.我的心还在这个国家，并且，直到我最后一口气，我的心
也是在这个国家!



4.固然他的命运是离奇古怪，但他也是崇高伟大的。

6.那一夜在印度洋上，它不是攻击了某些船只吗?那个葬在珊
瑚墓地的人，不正是诺第留斯号引起的冲突的牺牲者吗?而在
所有的海面上，人们也正在追逐这可怕的毁灭性机器!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六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著名科幻小
说，描述了主人公尼摩船长带领船员们进行的一次深海探险
之旅。通过对这部经典之作的阅读，我深深被小说中的故事
情节、科学知识以及人物塑造所吸引。接下来，我将从三个
方面，即人物形象、科学描写和主题思想，来分享我对《海
底两万里》的心得体会。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尼摩船长是
一个极具个性魅力的角色，他不仅有着深不可测的智慧，还
拥有丰富的学识和强烈的探险精神。与此同时，他也展现出
一种对外界逸出的强烈渴望，让人不禁为他的命运感到惋惜。
另外，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各具特点，如机智勇敢的阿龙斯
以及热心正直的康塞尔等。他们每个人都展现出不同的品质
和才能，为小说增添了不少活力。

其次，凡尔纳以极富想象力的笔法，生动地描绘了海底世界
的奇观，使我深深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小说中充满了对深
海生物、海洋地质以及海洋科学的详细描述。其中，作者对
海底的动植物世界进行了精彩的描写，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而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尼摩船长的“鱼雷，”这也是当时科学
发展的一大突破。通过这些描写，我不仅了解到了当时科学
技术的水平，也对海底的美丽与神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后，小说所涉及的主题思想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部小说通过对尼摩船长的人物形象和指导思想的塑造，勾勒
出了一种反抗和拒绝权威的形象。尼摩船长对于政治和社会



问题的态度令人深思，他选择逃离陆地的束缚，寻求自由和
独立，表达了对权威以及现实社会的不满。同时，小说也揭
示了人类过度掠夺自然资源所导致的环境问题。通过描述尼
摩船长对渔民等人进行报复的情节，凡尔纳传达了对环境破
坏的警示。

综上所述，《海底两万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发。
通过这部小说，我更加了解了尼摩船长这个充满智慧与憧憬
的角色，领略了科学与探险的魅力，并思考了权威与自由、
环境与人类关系等重大问题。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经典科幻
作品，更是一部思想深邃、引人深思的文学巨著。读罢《海
底两万里》，我更加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渴望，也
更加明白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之道。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七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儒尔·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以其
奇幻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科学知识的描写而闻名于世。这部
作品引发了我对海洋深处的好奇和对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的
探讨。通过阅读《海底两万里》，我获得了对科学知识和人
类勇气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首先，阅读《海底两万里》让我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
索的渴望。小说中，海洋被描绘为一个神秘又危险的地方，
充满了未知的奇观和生物。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想要亲自探索那些神秘而令人惊叹的事物。与此同时，小说
中的主人公们勇敢地面对未知的世界，他们的勇气和决心给
了我极大的鼓舞。《海底两万里》让我相信，只有通过探索
和勇气，我们才能真正拓展我们的视野和境界。

其次，通过阅读《海底两万里》，我得到了很多关于海洋的
科学知识。这部小说丰富地描述了海洋生态系统、海洋地理、
水下探索等方面的知识。作者用生动而详细的描写将这些知
识传递给了读者。当我阅读到有关鲸鱼的章节时，我对鲸鱼



深感震撼，它们的庞大和力量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了解到深
海的巨型章鱼和奇异的海底火山时，我不禁对自然的神秘之
处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海底两万里》让我明白，科学
是研究自然界的最佳途径，通过科学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自然，探索未知，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小说中也有一些让我深思的人性问题。尽管主人公尼
摩是一个称职的船长，他却过于痴迷于远离人类世界的海洋。
他与外界的隔绝让他变得孤僻而冷漠，无论是船员还是鲸鱼，
对他来说都只是工具和杀害的对象。这使我反思人与自然的
关系，我们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存，而不是把自然看作是我们
征服的对象。同时，小说中对人类科技的描写也引起了我对
人类利用科技的警惕。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便利和进步，
但也伴随着环境问题和道德问题。我们应该正确使用科技，
推动科技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最后，读完《海底两万里》，我对人类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
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不畏困难，勇往直
前，他们与鲸鱼搏斗，与巨型章鱼抗争，不屈的毅力和崇高
的理想让我敬佩不已。这使我意识到，只有拥有坚定的信念
和不屈的精神，我们才能在任何困难面前坚持追求真理和进
步。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极具科幻特色的小说，它为我们展示
了海底的奇异景观和丰富的科学知识。通过阅读这部作品，
我不仅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渴望，还获得了关于
科学知识和人性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这部小说也教会了
我关于人类勇气和坚持不懈的重要性。总之，《海底两万里》
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籍，它将为读者带来不仅是奇妙的想象，
更是对人类探索精神和科学知识的启示。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八

1、这些时候，它是在地底下梨形的巢穴里居住着的。它很渴



望冲开硬壳的甲巢，跑到日光里来。但它能否成功，是要依
靠环境而定的。

2、假使那贼安然逃走了，主人艰苦做起来的东西，只有自认
倒霉。它揩揩颊部，吸点空气，飞走，重新另起炉灶。

3、梨紧贴着地板的部分，已经敷上了细沙。其余的部分，也
已磨光得像玻璃一样，这表明它还没有把梨子细细的滚过，
不过是塑成形状罢了。

4、这时候它的颜色是红白色，在变成檀木的黑色之前，它是
要换好几回衣服的，颜色渐黑，硬度渐强，直到披上角质的
甲胄，才是完全长成的甲虫。

5、在我自己的工作室里，用大口玻璃瓶装满泥土，为母甲虫
做成人工的地穴，并留下一个小孔以便观察它的动作，因此
它工作的各项程序我都可以看得见。

6、我已经说过，古代埃及人以为神圣甲虫的卵，是在我刚才
叙述的圆球当中的。这个已经我证明不是如此。关于甲虫被
放卵的真实情形，有一天碰巧被我发现了。

7、一会儿，它就要吃了。没有人教它，它也会做，像它的前
辈一样，去做一个食物的球，也去掘一个储藏所，储藏食物，
一点不用学习，它就完全会从事它的工作。

8、当然，我也曾做过这种试验，将干硬壳放在一个盒子里，
保持其干燥，或早或迟，听见盒子里有一种尖锐的摩擦声，
这是囚徒用它们头上和前足的耙在那里刮墙壁，过了两三天，
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

9、它们身体鼓鼓的,像半粒豌豆,鞘翅光滑或有绒毛,通常黑
色的鞘翅上有红色或黄色的斑纹，或红色、黄色的鞘翅上有
黑色的斑纹，但有些瓢虫，鞘翅黄色、红色或棕色，没有斑



点，这些鲜艳的颜色具有警戒的做用，可以吓退天敌。

这段话是《昆虫记》中描写虫子的一段话，通过比喻，列举
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的将昆虫的样子展现在读者眼前，将
它们“可以吓退天敌”的原因淋漓尽致得表现了出来，起到
点明主旨的作用。我颇羡慕而且嫉妒它这种百折不挠的品质。

10、池水透过小小的渠道缓缓地流入附近的田地，那儿长着
几棵赤杨，我又在那儿发现了美丽的生物，那是一只甲虫，
像核桃那么大，身上带着一些蓝色。那蓝色是如此的赏心悦
目，使我联想起了那天堂里美丽的天使，她的衣服必须也是
这种美丽的蓝色。我怀着虔诚的情绪轻轻地捉起它，把它放
进了一个空的蜗牛壳，用叶子把它塞好。我要把它带回家中，
细细欣赏一番。

11、如果咱们慢慢地，稍稍掘开堤的表面，咱们就会惊奇地
发现更多搞笑的东西。在八月之初的时候，咱们看到的是：
顶上有一层的小房间，它们的样貌和底下的蜂巢相比，大不
一样，相差甚远。之因此有这种区别，主要是正因这是由两
种不一样的蜂建造而成的。其中有一种是已经在前面提到过
的掘地蜂，另外一种，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竹蜂。

12、空气，飞走，重新另起炉灶。

13、当我应对池塘，凝视着它的时候，我可从来都不觉得厌
倦。在这个绿色的小小世界里，不知道会有多少忙碌的小性
命生生不息。在充满泥泞的池边，随处可见一堆堆黑色的小
蝌蚪在暖和的池水中嬉戏着，追逐着;有着红色肚皮的蝾螈也
把它的宽尾巴像舵一样地摇摆着，并缓缓地前进;在那芦苇草
丛中，咱们还能够找到一群群石蚕的幼虫，它们各自将身体
隐匿在一个枯枝做的小鞘中——这个小鞘是用来作防御天敌
和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灾难用的。

15、品析：这段话是《昆虫记》中描述虫子的一段话，透过



比喻，列举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的将昆虫的样貌展此刻读
者眼前，将它们“能够吓退天敌”的原因淋漓尽致得表现了
出来，起到点明主旨的作用。我颇羡慕而且嫉妒它这种百折
不挠的品质。

16、松蛾的卵在九月里孵化。在那时候，如果你把那小筒的
鳞片稍稍掀起一些，就能够看到里面有许多黑色的小头。它
们在咬着，推着它们的盖子，慢慢地爬到小筒上方，它们的
身体是淡黄色的，黑色的脑袋有身体的两倍那么大。它们爬
出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吃支持着自我的巢的那些针叶，把
针叶啃完后，它们就落到附近的针叶上。常常可能会有三四
个小虫恰巧落在一齐，那么，它们会自然地排成一个小队。
这便是未来大军的松毛虫雏形。如果你去逗它们玩，它们会
摇摆起头部和前半身，高兴地和你打招呼。

17、它会表演一种个性的体操，身体腾起在空中，只有一点
固着在旧皮上，翻转身体，使头向下，花纹满布的翼，向外
伸直，“竭力”张开。

18、要热心“委身于”音乐，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器官，来
安置乐器了。

19、其实，它的“举措”简直像矿工或是铁路工程师一样。
矿工用支柱支持隧道，铁路工程师利用砖墙使地道坚固。

20、它真是凶猛如饿虎，残忍如妖魔，它是专食活的动物的。
看来，在它温柔的面纱下，隐藏着十分吓人的杀气。

海底两万里每篇读后感篇九

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接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登上了一
艘驱逐舰林肯号，参与“驱逐海怪”的活动。

经过千辛万苦，“怪物”未被清除，驱逐舰反被“怪物”重



创，生物学家和他的仆人康赛尔以及为清除“怪物”被特意
请到驱逐舰上来的一名捕鲸手尼德兰，都成了“怪物”的俘
虏!结果发现“怪物”是一艘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潜水
艇——“鹦鹉螺”号。潜艇对俘虏倒也优待;只是，为了保守
自己的秘密，潜艇艇长尼摩从此永远不许他们离开。阿龙纳
斯一行别无选择，只能跟着潜水艇周游各大洋。法国生物学
家阿龙纳斯，接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登上了一艘驱逐舰林
肯号，参与“驱逐海怪”的活动。

海底两万里，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它告诉了我各个我不懂的
美丽的岛屿，它告诉了我康塞尔是何等的忠诚，还告诉了我
许多我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非常佩服的是他们都不自私
自利，我佩服阿尤纳斯教授的乐观向上精神;佩服教授的仆人
康塞尔对主子的忠心耿耿与无私精神;佩服尼摩船长的勇气，
和他那见到朋友有危险的时候就会奋不顾身的去营救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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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人阿罗纳克斯，一位博物学家，应邀赴美参加一项科学
考察活动。其时，海上出了个怪物，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科考活动结束之后，博物学家正准备束装就道，返回法国，
却接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于是改弦更张，登上了一艘驱逐
舰，参与“把那个怪物从海洋中清除出去”的活动。经过千
辛万苦，“怪物”未被清除，驱逐舰反被“怪物”重创，博
物学家和他的仆人以及为清除“怪物”被特意请到驱逐舰上
来的一名捕鲸手，都成了“怪物”的俘虏!“怪物”非他，原
来是一艘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潜水艇，名“鹦鹉螺”号。潜艇
对俘虏倒也优待;只是，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潜艇艇长内莫
从此永远不许他们离开。阿罗纳克斯一行别无选择，只能跟
着潜水艇周游各大洋。十个月之后，这三个人终于在极其险



恶的情况下逃脱，博物学家才得以把这件海底秘密公诸于世。
《海底两万里》写的主要是他们在这十个月里的经历。

“鹦鹉螺”号艇长内莫又是个身世不明之人，他逃避人类，
蛰居海底，而又隐隐约约和陆地上的某些人有一种特殊联系。
凡此种种，都给小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既是小说，人物
当然是虚构的，作家给“鹦鹉螺”号艇长取的拉丁文名字，
更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内莫”,在拉丁文里是子虚
乌有的意思。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把他描写成一个有血有肉、
让读者觉得可信的人物。

尼摩船长的热于创造、遇事镇冷、遇到困难不屈服的精神是
值得我去学习的，但是他那种要于世隔绝的思想，我想我们
都不能去学，不过假如尼摩船长不于陆地隔离的话，说不定
一些海底奥秘就会有答案，我一定要像尼摩船长的优点学习，
说不定将来我也能造一艘令人振惊的东西。

现在像尼摩船长遇事冷静，敢于建造、发明的人越来越少，
一些富翁游手好闲，有的竟骗取国家财产……他们万万没有
意识到自己可以创造一样东西，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一点别人
不能做到的好事。像尼摩船长遇事冷静，阿尤纳斯教授乐于
探索，康塞尔的忠实，尼得的勇敢都是我们该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