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家地理阅读分享心得体会 中国
国家地理的读后感(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
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
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国家地理阅读分享心得体会篇一

在家，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是一本
是关于中国的地理的地理、科学杂志。我被这本书中的自然
景观和许多的地理知识所吸引，其中，有写梯田、冰川、千
岛湖、雪山、各种颜色的湖、新疆的红土、各个民族的文化
等。

其中，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11。9的“特别策划世界下水道，
埋藏在地下的城市实力”。这个篇章，从巴黎讲起。在完备
的下水道系统建立之前，巴黎野参饱受内涝、肮脏与恶臭的
困扰。直到一场瘟疫后，拿破仑三世才注意到了下水道的建
设。此外全世界罕见的“城市下水道博物馆”也横空出世。
中国的直径1米左右的下水道与之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啊！

雾都伦敦曾有着一段可怕的历史——瘟疫肆虐，污水横流，
整个城市被包围在恶臭和恐慌之中。不过，这一切在伦敦的
下水道“大革命”后成为了往事。这项工程也由此被誉
为“工业革命七大奇迹之一”。

接下来，便是日本的巨大的下水道工程：江户川工程。尽管
东京的台风、暴雨平凡，地势低洼，可是城市就像一块巨大
的海绵，街上的一层薄薄的水，河水的流位也不温不火。书
上写“这哪里是下水道！实际上，我正身处于一座巨大的殿
堂中，面积有一个半主球场那么大，高度则有几十层楼那么



高，即使根巨大的混凝土立柱如通天巨塔巍然耸立……”

而中国的下水道，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中国的下水道，远远
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夏季，在一场场暴雨的洗礼下，武汉、
杭州、北京相继变成了“水城”。其实，消失的湖泊才是真
正的原因——没有地方去，水依然会泛滥。为了城市的建设，
人们往往会填湖：现在的武汉的主城区的水面面积与上世
纪50年代的武汉主城区的水面面积相比，缩减了一般多。

我认为，应该多挖出一些湖，收集雨水，合理利用雨水资源；
合理设计，借鉴古人及其他的国家的方法；保护环境，人一
定要与自然相协调，才能使自然灾害对人们的损失，降到最
低。

通过阅读《中国国家地理》，我懂得了许多地理的知识，学
到了徐霞客和各位探险者不断探索的精神。保护环境，与自
然相协调。

国家地理阅读分享心得体会篇二

儿时，有一次我过生日爸爸妈妈每人都送我了一件礼物，其
中就有这本《中国国家地理》。

当拿到这本书时我有些抵触，因为又厚又重看起来十分高深，
但当我无意间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时我震惊了。祖国山峦河
流的美被这本书展现地淋漓尽致。每一滴露珠、每一粒石块、
每一棵绿树、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脉、每一片天空都用书
页毫无保留地记录了下来。身边的轰鸣声、汽笛声、脚步声
我置身于世外，心中只看到了祖国的秀美河山。

我把这本书平平展展地放到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几年过去了，那本书还在那里，无声无息……



如今，当我闲下来的时候对无意间瞟见书柜里静静躺着的它
突然来了兴趣，迅速的把它从书海中抽了出来。

擦拭封面却发现没有一丝灰尘，画面的质感一尘不变和新的
一样——只是感觉熟悉了许多。

现在我长大了，书也变的陈旧，唯一不变的是我心中挥不去
的美景。

国家地理阅读分享心得体会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中国国家地理精华》，这本书的.
内容丰富精彩，让我受益匪浅，难以忘记。

祖国的景色优美，可是有些人不爱护环境，可把祖国的美景
打脏了。从现在开始，大家要爱护环境，自觉保护环境，从
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当你去游玩时，看见有人乱丢
垃圾，你就告诉他要爱护环境，让垃圾会回自己的家；当你
看见地上有垃圾时，自己把它捡起来；当……人人都爱护环
境，祖国一定更美丽!

国家地理阅读分享心得体会篇四

当夕阳和晚风送走一日的喧嚣，万花筒般的世界暂时停止了
旋转，在忙碌中埋头一整天的.我，终于闲暇下来，翻阅
着“重庆啥模样”，隐约地感到，原来世界应该不只是身边
的世界，出于潜意识中对远方世界的遐想，出于天性难泯的
好奇，我渴望踮起脚潦，眺望地平线以外的地方。

重庆是一副浓淡相宜的山水画卷。同时又具备丰富的生物资
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这为重庆的美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重庆就像观音轻展玉臂，轻拈玉指拾起的一枚珍珠。看，重
庆的夜：一个灯光的世界，山上的灯光高高在上疑是星星，
山下的灯光闪闪烁烁疑是渔火。远处的灯光犹犹豫豫特别神



秘，近处的灯光神情安详充满温情。高楼、江边、桥梁都被
彩灯刻意打扮过了，几十座桥梁如雨后的彩虹飞架两江;高速
公路通向四面八方，巨轮可直航入海。不得不这样想：走进
这样的街头，我们都会迷失自己，不知道是在宾夕法尼亚州
还是在纽约曼哈顿。

一边还对重庆的夜晚意犹未尽，另一边就被誉为“一家人的
桃花源”——重庆的小寨天坑深深吸引了。这个当今世界洞
穴奇观之一、世界最深的“天坑”出现在我的眼前。原来天
坑、地缝，最美的风景在地下，不得不感叹这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大天坑绝在坑壁有两级台地，呈斜坡状，坡地上草木
丛生，野花烂漫，坑壁有几个悬泉飞泻坑底。站在坑口往下
看，一削千丈的绝壁直插地下，深不见底，令人目眩;奇在它
自然形状组合奇特,底部有一条巨大的暗河，暗河的水来自一
条被当地人称为“地缝”的神秘峡谷。站在坑顶，俯瞰天坑，
风光尽收眼底;环顾四周群山连绵起伏，时隐时现，奇形怪状，
错落别致，大自然造化的人间奇迹在这里更为独特、奇妙。
随着一页页的翻阅，我已不知不觉中走进了这个世外桃源，
原来桃源深处隐藏这个这么一个温暖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这个看似坐井观天的有限空间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创造了
奇迹，顽强而温暖的生活着，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袅袅炊
烟。

世界无穷大，然而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却在于，它并不只
是我们的想象，而是真实地存在着，正是这份真实，激发了
平凡的人们对于远方世界的笃定和渴望，一起去感受那些原
本远在天边的真实与美丽，美，尽在这一点一滴!

国家地理阅读分享心得体会篇五

这本书分两部分：自然之韵、人文魅力，它有治疗眼科疾病
的功能，很厚。

今年8月份，我们现代人应该为大自然、为古人的丰功伟业鼓



掌，五大连池是白河的河道，介绍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和日
新月异的地理面貌。

五大连池的泉水也很奇特，这本书很漂亮。

是工人们花尽心思、绞尽脑汁采下来。

因为更大的奇迹正在等着咱们“零零后”去创造哦！丁峤枫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盐城市实验小学，上面写着：美丽而富
饶的华夏大地，再用了1000只骡马旱船拉运，。

据说有一块300吨的巨大石雕，形成了头池、二池、三池、四
池、五池和药泉湖，有72公顷。

与法国“维希”、俄罗斯“高加索”矿泉水相媲美，后又经
过两次喷发，要学习古人的独具匠心和坚持不懈，溢出的熔
岩堵塞了河道，蕴藏了多少物宝天华，花了28天才运到北京
的，自然之韵里描绘了长白山、珠穆朗玛峰、五大连池、浩
渺的鄱阳湖等景观，其中我最爱看五大连池和故宫了，故宫
是古人们用心血造出来的，五大连池是大自然在独特的环境
下造出来的，有2厘米，一定要爱惜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用
全新的视角和形式来诠释地理的内涵，说到故宫，大家都非
常熟悉吧！它是明清的权力中心，人文魅力里介绍了故宫、
北京、西安、洛阳等名城。

封面是绿色的，里面有很多文物，它们都是大自然和古人的
杰作。

它一旁的两座休眠火山喷发了，我读了《中国国家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