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恼的读后感 伽利略的苦恼读后感(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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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苦恼的读后感篇一

假期做卷子的时候，看到一篇阅读文章《99分的苦恼》，我
仿佛看到了我家的情形，特意喊妈妈来看看这篇好文章。

孩子每次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但总不能使妈妈满意，终
于有一天，孩子考了99分，爸爸听了大喜，妈妈的脸上一丝
微笑还没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往椅子上一瘫：‘我就是弄
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那最后一分！’我盯着妈妈的脸，
注意着她的表情，看到她看完后，笑着问我：你说你叫我看
这篇文章什么意思吧？没什么意思啊？我也笑着说，心里却
嘀咕道：还用问？让你找找你的影子，让你知道知道我的苦
恼呗！

唉，99分的.苦恼，不也正是我的苦恼吗？

苦恼的读后感篇二

说起伽利略，大家也许会想到单摆定律和比萨斜塔上的著名
实验。但我今天不是为大家讲述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事迹，
而是介绍一位业余侦探，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汤川学。
汤川教授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笔下的人物。他
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经常协助大学同学草薙警官解决不可
思议的案子。诸如人体自燃案、只有心脏腐烂的尸体案等等。



今天所介绍的是“伽利略”系列的第三部短篇集，也是东野
圭吾在伽利略系列的长篇《嫌疑人x的献身》大获成功后的第
一部伽利略作品。
作为一部承前启后之作，可以从作品中汤川副教授的变化看
出，从来只对科学感兴趣的副教授居然也会为人际关系感到
苦恼。第二个短篇中，汤川曾说“人心也是一种科学，而且
极为深奥。”这说明副教授在多个案件的磨砺后，再也不是
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伽利略”了。这部短篇集中，东
野先生安排了新人女警内海熏的出现。我认为内海的出现，
也导致了教授的变化。
书中的推理，则一贯是东野最拿手的物理探案类型。《坠落》
中水蒸汽的使用，《扰乱》中的声音频率，无疑再一次向人
们展示了高深莫测的物理世界。读小说伊始，费尽心思去猜
犯罪手法，在谜底揭开的那一刹那，除了感到快感，还有被
作者耍弄的感觉，简单的物理常识而已。不得不让人佩服作
者写作的功力。
《伽利略的苦恼》中传达给我们的绝不仅仅只是人际关系的
微妙，还有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思想——亲自动手，验明真
理。正如汤川一本正经地对内海所说过的话：“先动手试一
试，这种姿态才是最关键的。”其实不止物理，任何事情，
保持这种姿态才是最重要的。
总体来说，我对这个短篇集感到满意。只是五个小故事读完
后有些许意犹未尽，或许这才是推理小说的魅力所在吧。希
望作者能够继续努力，写出更多这样的佳作，满足书迷们的
愿望。

苦恼的读后感篇三

他，是一个音乐家的儿子;他，是材料力学和弹道学的开创
者;他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和太阳表面黑子;他被称作
是“天空的哥伦布”;他是《对话》的作者……他是谁?没错，
他就是伽利略，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近代实



验科学的奠基人。

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出生在比萨城的一座石头建筑里。伽利
略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小男孩，在里从不安分。伽利
略17岁那年，他入了比萨大学。不过因为多次顶撞教授被勒
令退学。在这期间，他发现摆的定时性原理，并且发明了脉
搏计。他还在著名的比萨斜塔上做了一个伟大的实验，他把
两个相同大小的铁球和木球同时往下扔，很多人认为一定是
铁球先落地，不过实验结果是两个球同时着地。这个实验证
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论》其中的错误。25岁时他被比萨
大学应聘成为了教授。16伽利略46岁的时候，他发明了望远
镜，并且历史性地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以及水星和金星的
位相。73岁那年，他完成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
证明对话集》后双目失明。1642年久病后去世，享年77岁。

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想科学界的陈腐观念发起了挑战，他
发现了惯性、钟摆原理……，是他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
说”，是他伽利略的开了通往近代物理的大门。在伽利略的
一生中，他经历了许多许多。他的实验遭到了很多人的鄙视
和嘲笑，但他丝毫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继续自己的实验直
至成功;由于宣传哥白尼的学说，他受到了罗马教会的迫-害，
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生监禁，但他没有屈服，坚持对哥白尼
学说的信任，对科学真理的执着。

读了《伽利略传》，我被伽利略这种为了坚持真理永不屈服
的精神所感动。我也要学习伽利略的精神，从小就要勤于观
察和思考，要敢于创新，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将来也一
定要像伽利略那样做一名科学家，为国家造福，为世界造福!

苦恼的读后感篇四

看到书名，“超”字应该如何理解。字面意思是“大”，还是
“超出”原有意思。开始读就先不再去多想其真正含义，通
读全本书，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看到目录，知道目录



是利用了8个故事来叙述“超”的主题。

(1)超税金

在日本，一位高收入的作家，被征收的税金是相当高。每位
作家身边都会有一位算税金专才(税人)帮作家尽量减少上交
的税金。其中有一条条例，作家的平时花费需要上交税金。
而假设花费都用在小说创作上，税金则可以相对减少。

这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有名的作家，收入也高，花费不受控
制。在一次税才来访，把需要交的税金给主人公看时，整个
人都吓晕了，税金比平常高出多得多。

主人公需要税人想办法减少税金，税人想到了一个令作家无
法接受，但为了少税不得不接受的解决方法。

作家配合税人的想法，很快就完成了需要做的事情。只不过
等到上交税金时，减少的部分却少之又少。得知消息的作家，
不得不交巨额税金。

作者本以为此方法能解决苦恼，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超理科

一作者为了写小说，则需要去翻看其他作者的小说，参考兼
学习，或许有新的方式用在自己小说上。

他看到一本关于科学理论知识信息量够大的小说，一个教授
死于非命的小说。破案关键就是那些听了很复杂，操作起来
更复杂的科技技术。破案的关键也在于一个可以判断真伪科
学家的隐藏芯片的书籍上。最终抓到了一位伪科学的作家，
就是本故事的主人公。

精彩的科学理论，一个反转的情节，出乎意料。



(3)超猜凶手小说

一位作者需要出版新的小说，与四个出版商的编辑商量，如
果谁能猜出这部小说的凶手，本小说的稿子就给哪家出版社。
四位编辑都想拿下这部小说，毕竟是由有名气而且首部就获
奖的作者历经多年才出的新作品。他们和和气气地竞争，想
破脑子也猜不出小说的凶手。

平静的夜晚非安静。

隔天早晨，作者被发现无生命气息。四位编辑以及作者秘书
中，究竟是谁杀害了作者。一位编辑通过推论，得出最有可
能的嫌疑人。答案已出，却未结束。最终结果，却让这篇短
篇故事点上精彩一笔。

局中局，有意思。

(4)超高龄化

一位老作家，依然活跃在推理小说的国度。一位编辑是这位
作家的小说迷，一直都帮这位作家排版，出版。每次约在同
个咖啡厅一起聊聊如何完成一部完整的小说。

老作家写故事，编辑则修改故事情节，配合得天衣无缝。只
是岁月不饶人，思路已不清晰，故事已老套，无再有新读者。

作者已老，编辑已老，读者已老。小说也许此时并不是真正
的故事，而是一种令人伤感的老作家与老读者互相成为无声
的支持。

现实世界，年轻一代追求新的一切事物。而老作家始终依然
有自己的忠实粉丝，也是一种不幸中的欣慰。

(5)超预告小说



一位不出名的新作家，本想连载一部连环杀人小说。却在刚
刚开始的第一回，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却出现在生活现实中，
让与这本书有关联的人无不震惊。

作家恐慌想停止小说中的杀人情节，编辑却觉得是个好噱头
让连载继续下去。作家在诱惑下，继续了第二回。

从此回开始，作家既然选择了诱惑，人生的命运就已经定局，
无法再改变。

有时候，刚开始选择坚持自己的想法，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6)超长篇小说

五百页，八百页的书已经算是长篇。而新一代的读者却对超
过千页的书籍更加青睐。谁的书更加厚重，则就更加受欢迎。

一位作家在写完八百页的长篇小说时，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却
希望作家能把自述调多一点，最终希望能成为两千页的书籍。
作家一听到则吓一跳，八百页已经是极限，现在需要这么厚
的书籍。而编辑跟作家道出了现在销售书籍的内情，作家最
终同意增加页数。

作家想破脑子，把八百页的小说修改版面，调整数字，点缀
故事情节更加详细。最终是可以有预期的页数。作家并不看
好销售业绩，后面却与作家的期望背道而驰。

作家出第二本书时，编辑得到内行消息，有另一本书的内容
跟作家的一样。编辑想着如今的社会风气，让他不得不走上
极端。出版的书籍也十分极端，面目全非。既然如此，谁会
买单。

(7)魔风馆



满心热忱看着这篇故事时，故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既
然发生了，就无法写这篇故事感想。谅解。

(8)超读书机器

本故事讲述的是人被机器所支配。

小说评论家无需再看小说，只需放在机器上，一按操作，瞬
时就能有小说的概括以及评语。

小说作家用之，机器能对书籍进行审核，能帮助作家改善小
说内容。

再改装，就能让读者不用看小说，按按操作按钮，小说内容
也能知道一清二楚。

虽然这是一则故事，但到了如今的现实社会，科技既如此发
达。也许还真有那么一天真有如此机器。那时候，对小说评
论家，对作家，甚至是对读者，方便了不少，只是懒惰的是
人心。

读完整本书，结合书名上的字眼“超”"杀”，最主要的是讲
诉现代的推理小说作家，面对多变的世界，显得很无奈。

有时为了一本书而失去内心的纯真;有时为了一本书而失去了
灵魂;有时为了一本书坚持到底，却是伤感。

作为半桶水书迷，还是希望所有作家都能找到更好的途径在
残酷的社会立足。

苦恼的读后感篇五

还记得当年高二的时候，看了一部推理剧《神探伽利略》，
汤川老师的形象就一直烙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了。自此，我



知道了世界上有个作家叫东野圭吾。而后某一天，我在99的
书单上看到了这本东野叔的短篇集《伽利略的烦恼》，冲着
对汤川老师的敬仰之情，便毫不犹豫的就把它定下了。

这本书里包括了五个短篇《坠落》《操纵》《密室》《指示》
《扰乱》。其中的《坠落》《操纵》更是被改编成了《神探
伽利略》的剧场版。只是对于一般热爱本格或社会派推理小
说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恐怕不是你们的菜了。因为这本书里
涉及到的手法均涉及到一定物理知识，除了《坠落》，其他
的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手法。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尽
管这是本注定了读者是解不开这些谜团的不公平推理小说，
但是我仍然很喜欢它。因为它带来了一种新奇的感觉。

说道新奇，这似乎是东野叔的特长吧。他写的《恶意》《名
侦探的守则》也都是颠覆了传统的推理小说形式。他笔下的
汤川老师身为物理教授，能运用渊博的知识去解开看似几乎
灵异现象的事件。哪怕只是为了感叹科技的力量，我也觉得
应该去读读他的伽利略系列。

这本书还体现了东野叔的一个特长，那就是对人性的把握。
科学，推理这些理性到冰冷的词汇却被东野叔融入了各种的
情感，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在这本书里，东野叔给每个案子
都赋予了有血有肉的剧情，《坠落》里内海熏与汤川的第一
次相遇(与电视剧不同)，《操纵》里让人反思亲情只能限定
在血缘关系里吗?还有看科学力量如何来创造《密室》，《指
示》里灵异力量的真相，《扰乱》里上演的科学家间的对决。
这些全都是精彩纷呈不可错过的.

让伽利略苦恼的事情，你!不想了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