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宙读书报告 宇宙的奥秘读后感(优
质10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宇宙读书报告篇一

《宇宙的奥秘》是法国巴亚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主角有怪博
士、祖祖小姐和扎克教授。

书里面怪博士的回答很好玩，而扎克教授把怪博士的答案给
纠正过来。书中的问题有：为什么太空是黑色的、星星是怎
样诞生的、什么是陨星、为什么月亮会发光、什么是臭氧层、
什么是光年、什么是星空、什么是失重状态……什么是陨星
这个问题，怪博士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火星人很喜欢玩
滚球游戏。只是在火星上，他们不能像地球人那样玩金属球，
所以只好玩那些在火星上找到的石头。问题是，火星人不像
人类那样灵巧。他们把石头砸在地上的时候用力太大了，以
至于石头又弹起来，然后飞向太空。在太空当中，地球在火
星的下面，所以这些飞离火星的小球最终都会冲向地球。那
些火星人丢掉的.小球就是我们所说的陨星！”

看了这本书，我的收获是科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一个东西。

宇宙读书报告篇二

人类在地球上已经存在大约200万年了，而200万年之前，甚
至更久远--以至于地球形成之初的情形，我们都无法具体了
解，就更不用说不知道年龄的宇宙了。据说存在宇宙大爆炸



的历史，但宇宙为什么爆炸，爆炸之后的物质何去何从，如
何形成宇宙的各个部分，至今仍无确切说法。宇宙的空间之
大，其物质之多，也许真和人类的思想有得比。在太阳系之
外，存在着银河系，而银河系之外还存在着河外星系，而河
外星系之外呢?也许，一个没有概念的空间。

宇宙中发生的事很多都出于我们的知识范畴，或是我们无法
做到的、看似不可能的事。如《宇宙与人》影片中所介绍的
太阳与木柴燃烧的原理：在本质上，木头的燃烧只是原子们
互换位置放出一些化学能，燃烧后，原子核的质量一点没有
减少。而太阳的燃烧和篝火原理完全不同，它在让原子核燃
烧。爱因斯坦用著名的质能转换的公式计算出，核能量能达
到普通化学能量的20xx万倍。宇宙中最高效的核能是氢聚变
成氦，也就是4个氢原子聚变成一个氦原子，这个过程可以有
千分之七的物质转换成能量，虽然只有千分之七，但物质的
能量太大，如果把1000克氢原子中千分之七的物质转换成能
量，就相当于4000吨石油和6000吨煤。在一节只能烧几分钟
的树枝中所蕴藏的核能，足以把一盏100瓦的灯泡点亮100万
年。

我们一直以为太阳会一直“照顾”我们，永远没有消亡，然
而这错了，大错特错。影片中提到，太阳终究不是永恒的能
源。太阳只有2次核聚变，90亿年的氢聚变和大约10亿年的氦
聚变。当氦燃烧完的时候，太阳的引力会继续塌缩而且将没
有抵抗，此时，它的力结构将会出现一些不稳定而喷出一些
外围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会形成艳丽的光环。在宇宙中有
许多这样的气体光环，这些都是类似我们的太阳这样的恒星
的死亡符号。如果它们之中有被孕育过的生命，不知它们有
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到智能，并且在它死亡之前寻找到新的
居住地，幸运的是，人类有至少40亿年的时间来做准备。

星系并不是宇宙最大的.物质集团，它们有更大的组织，我们
的银河系就同大约20多个星系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大星系
团。在这个星系团中，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是其中的最大的



两个星系，它们各有几千亿颗恒星，相距3000万光年，就是
说每秒30万公里的光，在它们之间旅行一趟都要3000万年。

在星系之外，似乎有无穷的星系，目前观测到最远的星系离
我们有130多亿光年。

答案是肯定的。宇宙中千千万万个尘埃，千千万万个星系，
遥遥之外，也有千千万万种生物在它们的“地球”上生存。
不同的环境肯定会有不同的生物形态，也许它并没有四肢、
五官，而是以别的形态呈现出来。但是，也许在它们之中，
有比我们生存年代更久远的，有比我们具有更高的文明的，
也有可能和传言中的一样，能够驾驶着高速宇宙飞船，自由
来往于宇宙各个星球之间的，甚至有能够在它们的星球之间
用某种感应电波来自由交流的，等等。我们并不是宇宙中的
唯一存在者，但却好像被冷落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闭关发
展，在浩浩宇宙空间中寻找一些填补自己的失落感的安慰。

人类的失落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加重的。在21世纪的文明里，人类已经能够摆脱这种失落
感的尝试了，比如无人宇宙飞船远航太空探访，人类登上航
天飞机到太空与地球周边的“邻居”打交道，等等。在地球
上，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已陆续成功地把人类送上
了外太空，作科学研究，并能成功返回家园。最近中国已成
功发射了“神舟六号”宇宙飞船，把两名宇宙员送上了外太
空，宇宙又多了两位地球的访客。随着物理科学的高速发展，
人类的眼光也在宇宙中越看越远，越看越广。这些对于人类
来说，意义是非凡的，宇宙就是这以一步一步地，坦露在各
种生物眼中，完成宇宙群体沟通这一最终大任。

正如影片最后慷慨的：“从人类用笨拙的手在岩壁上用简单
的图形记录自己的生活，到创造辉煌的史前文明，最后穿越
宗教的黑暗，迎来科学的曙光，只用了几万年。今天，人类
更加强大，这种强大连人类自己都为之振奋。的确，宇宙已
经把物质智能交给了我们，但是精神的道德准则却要靠我们



自己来建设，否则，文明的级别越高，毁灭的概率也就越大。
我们相信，一个还拥有40亿年太阳光辉的智能生命，将不会
辜负如此厚爱我们的宇宙”。

宇宙，一个伟大物质演化的史诗，它一个没有知觉的物质系
统，创造了一个个不可思议的能够理解它的生物。

宇宙读书报告篇三

刚开始读《宇宙简史》的时候，觉得那些语言有点深奥，很
难看懂，不过，那文字耐人寻味，当中蕴含着宇宙独特而神
秘的魅力，在细细品味后才能领悟。

这本书的作者是的霍金，他被称之为“宇宙之王”，还被誉
为继爱因斯坦后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他，是轮椅上的攀登
者！他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物理天才，
也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折服的生活强者。他不断求索科学的精
神和勇敢顽强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

宇宙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人类作为宇宙里高等生
物不会满足于自身的生存和种族的绵延，还一代代不懈地探
索着存在和生命的意义。《宇宙简史》从研究黑洞出发，探
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解答了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探索的问
题：时间有没有开端，空间有没有边界。

《宇宙简史》用引人入胜的表达方式讨论了宇宙的历史和将
来、时间和时空的本性、黑洞等令人敬畏的主题，这本书引
发了我探寻宇宙的秘密的渴望，我将试图勾勒出我心目中的
宇宙历史——从大爆炸到黑洞。

以我现在的年纪，对霍金这些深奥的宇宙假想认识还不够清
晰透彻，尽管它意味深长，但不可否认，霍金轮椅上的著作
《宇宙简史》在宇宙研究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这使我对
科学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宇宙读书报告篇四

《宇宙简史》这本书是由剑桥大学著名的斯蒂芬霍金所写的。
这本书中所讲的概括了现代物理学的诸多领域，如：宇宙的
起源，大爆炸，黑洞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是这本书是确
实包含了许多精华。

我十分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写的内容十分真实，读着读着，
我仿佛卷进了黑洞里面，但又好像不是，因为我看到了宇宙
遨游在其中。我比较喜欢其中黑洞的部分，讲述黑洞的这个
部分，用了两章，共33页，让我明白了黑洞的概念。曾经，
我会在晚上，对着满天星星的天空许愿，我曾幻想：在我们
这个世界外面有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我眺望星空，仿佛能
看透这个世界。

现在我看了这本书，眺望着星空知道了宇宙大爆炸，广义相
对论，和宇宙的秘密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是宇宙大爆炸呢？
我在书中找到了答案。霍金爷爷说：“宇宙原来是一个极其
大的星球，因为其密度极高，突然有一天，它爆炸了，于是，
它分裂出来了一个又一个行星和星云，但这只是猜测，我们
还无从确认。

开始，我读这本书是很不耐烦的，但是越读到后面，就越有
耐心，霍金爷爷在研究问题时也是这样，尽管他身体是残疾
的，可他仍然坚持科学，仿佛没有了科学他就没有了生活的
动力。霍金爷爷面对病魔毫不害怕，不卑不亢。

我从一个只会看星星的小孩，变成了一个了解宇宙的男孩。
多归功于《宇宙简史》，你也来看看吧！

宇宙读书报告篇五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领悟呢？需要写一篇读后感
好好地作记录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漫游宇宙空间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自古以来，人类对茫茫的宇宙就充满遐想。《漫游宇宙空间》
这本书展现了各种宇宙观从幼稚到成熟，从神话到科学的过
程。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银河隔断牛郎和织女等。这
些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宇宙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和古人对宇
宙的认识。宇是无限的空间，宙是无限的时间，茫茫宇宙曾
引起古人无限的遐想，从而产生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千
百年来，人们不断探索，终于揭开了所谓“天地”之谜，宇
宙正被人们逐步认识。

宇宙是广阔无限的。其中，银河系只不过是宇宙里众多星系
中的一个。夏季的夜空，星光灿烂。由数千亿个太阳系这样
的恒星系组成的银河系，在我们看来是那样得辽阔无比，而
在茫茫宇宙中却显得又是“沧海一粟”啊！那么，人呢？这
个自以为最伟大的物种在这浩渺深邃的宇宙中，又算得了什
么呢？然而，这渺小的人类的确有伟大的力量，他们能凭着
智慧和能力，制造出许多大型超级望远镜，看到离我们上百
万光年的星系。宇宙是无限的，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无限的。

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天地者，乃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
之过客。”李白把大地比作万物栖息的旅舍，把时间比作匆
匆来往的过客，他引出了时间的概念，并把时间与空间相结
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宇宙。将一
个个体的人放在宇宙中，真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之感。人的生命与其相比，何其短暂啊！

合上书，闭上双眼，仿佛置身于烟繁浩渺的宇宙中。我不禁
开始了对宇宙的思考。渺小的人的生，本身就是一个偶然；
渺小的人的死，终将成为必然。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该如何丈
量？生与死的意义何在？宇宙给了我答案。坦然的面对生与



死，真实而充实的利用生死之间的时间，生命的长度能与宇
宙相比。宇宙不灭，精神的价值不消。

宇宙是一首永恒的诗篇，它的主题是神秘的无限。孔子曾望
着滔滔东去的江水，感慨万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宇宙，自然的永恒和无限，映衬出人生的短暂和有限，激励
人们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而执着追求。初唐诗人陈子昂
登上幽州台，极目远眺，只见茫茫宇宙，天地长久。他俯仰
古今，不禁感到悲从中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礼赞天地之无穷，感
慨人生之短促，体会宇宙精神的悲凉慷慨之情。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浮”。唐代诗人李贺就使
劲让自己站到天上去，俯仰人间今古。有人曾计算，10的9次
方米，月亮从我们的身边擦肩而过，而站在10的10次方米外，
地球已经变成一片黑暗中的一个小颗粒。宇宙空间是无限的，
地球也只是一粒可以忽略不计的尘埃，那么你在哪里？如果
一切都是上帝操弄的话，在上帝眼中，人和蚂蚁又有什么不
同呢？都一样渺小！骤然不知今夕何夕，日常生活为之烦恼
的事情是多么卑微琐碎。

《漫游宇宙空间》这本书展示了真正的宇宙。而我，处于宇
宙之中的一粒微茫，对其只有敬畏！

宇宙读书报告篇六

人类发展到今天几乎完成了古人的所有梦想，对现代人来
说“一日千里”早已成为现实。因此人们戏称地球为地球村
可是在茫茫宇宙中地球连村庄也比不上。

现在我们知道太阳系中有八大行星除了金星、水星外其他六
大行星中有卫星此外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都有美丽的光环。
太阳系之外银河系中还有许多像太阳系一样的天体系统。



据统计银河系中约有2000亿颗行星。这些都是我从《你不可
不知的十万个宇宙探索之谜》这本书中了解到的。

科学的飞速发展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多正确的了解然而我们
今天所了解到的宇宙知识知识宇宙的“冰山一角”。

我们要多多了解宇宙知识，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书中为我们
的太阳系、总览宇宙和星空、人类探索宇宙三大章节，介绍
了太阳系中的成员和宇宙演化。

通过阅读这本书你会对宇宙百科有一个科学的、崭新的知识。

宇宙读书报告篇七

今天我自学了《宇宙生命之谜》这篇课文，对这篇课文有了
许多理性的思考。

当读到“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而太阳系只是银河
系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银河系对宇宙来说又是沧海一粟”
时，我不禁感慨到，人类对于宇宙来说实在是太渺小太渺小
了。这么庞大的银河系才只是宇宙的沧海一粟呀，那人类顶
多算个微生物吧，我们以后可不能再骄傲自大了，一定要学
会谦虚。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严谨、准确，语句中没有一句是绝对性
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我思考过后才明白，科普性文章所
描述的事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不能把话说的太绝对了，比
如“火星表层没有生命，不代表岩层也没有，只不过是人类
没有发现而已“”。

当知道火星上有很大可能没有生命时，我灰心丧气。但是看
到倒数第2段的“太空可能存在生命”时，有了很大希望，人
类的现科技现在这么发达，如果宇宙中真有其他生命，发现
他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近的。



宇宙中是否有其他生命，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宇宙读书报告篇八

前几天，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读书活动，目的是想让
我们全校同学们爱读书、多读书。

虽然仅仅只有三天的看书时间，可是，我的收获并不少。我
看了一本叫做《宇宙之谜》的书，里面的内容令我好奇，令
我惊讶。

通过读这本书，我知道了“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世界是
多么的神秘，还通过这本奇妙的“魔法书”知道了，原来，
宇宙之中还有别的智慧生物。

其中有一段令我至今难忘，饱受记忆的宇宙记录：

在地球以外广大的宇宙中是否有智慧生命的问题上，科学家
们分成了两大派。一派说，既然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个最
普通的行星，那么有智慧的生命就应当广泛地存在和传播于
宇宙中。另一派却说，尽管生命可能在宇宙中广为存在和传
播，但能使单细胞有机转变成人的进化过程所需的特定环境
出现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在地球外存在智慧生命的可能性
十分渺茫。就科学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争论无疑是正常的、
有益的，而且会推动对“地外文明”的探索。

大家看看科学家们多么的细心，凡事都会认真研究、讨论。
没错，俗话说的好呀，“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正因
为这样，我们才能懂得那么多东西，知道那么多东西。

我们要像科学家们那样，充满好奇心，富有求知欲望，不仅
对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和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具有浓厚的兴
趣，而且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都充满了好奇心。这
是人类的心理特点，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因素。从



地球到宇宙，从自然到历史，从科学到艺术，在这许许多多
的领域中，无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成就，几乎都是在探索
和解答种种未知事物中创造和发展的。

我们不仅要从科学家们身上得到启示，而且自己留心观察，
也能够从自己的身上得到启示。

通过看这本书，“宇宙之谜”，已经不再神秘；通过看这一
系列的书，“未解之谜”，也已经不再神秘；今天的“未解
之谜”，相信也早晚会揭开谜底。

宇宙读书报告篇九

20xx年对我来说是与众不同的一年，因为成为一位“大人”
之后，我仿佛每一年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生活得很平静。
但是这一年不同，这一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宝宝，他的到来让
我开始思考，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大人”。

在后来，我都在努力探索如何成为一个“大人”,我做着自己
应该做的事，还是得不到内心的实在感，后来我在想，
做“大人”应该要先做自己吧，这应该是我要学习的。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樊局长推荐的这本书——《孩子
的宇宙》，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遇见自己的过程，在书
中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小时候的自己。

“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个宇宙，它以无限的广
度和深度而存在着。”“大人们往往被孩子小小的外形所蒙
蔽，忘却了这一广阔的宇宙。大人们急于让小小的孩子长大，
以至于歪曲了孩子内心广阔的宇宙，甚至把它破坏的无法复
原。”

看到书中的这些话，心头一震，尤其是这一句“一想到这种
可怕的事往往是在大人自称的‘教育’、‘指导’和‘善



意’的名义下进行的，不由得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看到这句
话我赶紧想我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答案是肯定的，当我的
学生带着小秘密来找我分享的时候，我和她站在一起去感受
这秘密的美好了吗？当孩子们带着自己不同的小问题来到我
身边的时候，我还是沉浸在他们写错的字、做错的题中，甚
至有时候还会反问一句“作业完成了没有？”,现在想来，孩
子们也曾伸出手想要把我从这“毫无生气”的赵老师身边拉
开，我却假装看不见他们的手。

一、遇见自己

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地遇见了自己。当我看这本
书的时候，我的老公看到了书名说：“孩子的宇宙？一个连
世界都不知道多大的人，竟然在研究宇宙！”很显然，他在
开我的玩笑，这个场景我是从我姑姑那里听说的：在我很小
的时候，我和姑姑一起看电视，当时新闻在说全世界怎么怎
么样，我扭头问我姑姑：“全世界就是上坡、下坡还有立羊
河？”我姑姑说：“对，还有将军墓。”我说的那三个名字
是我们村和邻村的村名。当我第一次听到小时候的我问出这
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有些佩服小时候的自己，能问出思考全
世界的问题，而长大后的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全世界，却没
有再问过思考过。也许在小时候的我的内心中也有这样的宇
宙，正如书中所说“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凝望着这个宇宙，
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又不断地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那个
曾想要离家出走的我，那个有着秘密基地的我，那个埋葬小
猫的我……而现在成为“大人”的我，却几乎忘了小时候的
我是什么样的，忘了小时候的我有着这样的宇宙，而现在我
却已经丢失了。

二、秘密

秘密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在书中已经论述过，孩子们都有着大



大小小的秘密，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保守和培育秘密，
有的也挣扎在想要分享秘密却又怕破坏了秘密的神秘感中纠
结，所以保守秘密和接触秘密都是至关重要。书中提到“有
时，秘密就像是侵入身体的异物，不把它排出体外就无法忍
受。”这让我想到了《我不敢说，我怕被骂》这一绘本，小
女孩莫伊拉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弄坏的裤袜，丢进垃圾桶里
的梨，弄脏的妈妈的婚纱……她的小秘密憋了一肚子，难受
极了，所以说出来的那一刻无比的轻松。总而言之，秘密很
重要，如何处理也很重要。

当然，这本书也勾起了我更多的阅读的兴趣，作者在分享事
例的时候，总是能保留着读者的好奇心。现在作为一个“大
人”,我离孩子们的宇宙越来越远，但我始终会保持着一颗敬
畏之心。

宇宙读书报告篇十

从苏霍姆林斯基到叶圣陶，从魏书生到朱用新，从《给教师
的建议》到《教育名篇》，从《班主任工作漫谈》到《我的
教育理想》，从杜威、李镇西……如数家珍，一本本教育专
著，厚实了我们的教育思想。按照局党委高瞻远瞩，打造专
业化、高素质校长队伍的思想，校长要博览群书，不仅要读
教育专著，还要读自然科学，读军事人文，读天文地理……
暑期我翻开了《宇宙未解之谜》，步入神奇太空，领略浩瀚
宇宙之瑰丽。

一、全书概述亲近神奇宇宙

《宇宙未解之谜》一书属于探索世界未解之谜大系丛书中一
册，共分五部分内容：宇宙的奥秘——神秘莫测的银河
系——太阳系之谜——地球的秘密——月球的神秘面纱。重



点介绍了宇宙是什么?宇宙起源;宇宙之外还有什么?宇宙中心
在哪里?银河系的牛郎和织女;银河系形成之谜;天外来客流星
之谜;神秘的太阳家族;太阳的起源;太阳的年龄和能量;行星
的形成之谜;人类的家园——地球;月球的魅力之谜。英国著
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曾说过：宇宙现在是这样，过去
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
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已，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
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眩晕战栗。《淮南子。齐俗》曰：“往
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
间。从远古到未来，从巨大的宇宙天体到渺小的微生物，其
大无外，其小无内，万物都包含在宇宙之中。

人类在探索宇宙奥秘的同时也在不断询问：我们在宇宙中到
底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别的星球上或者其邻近的星球究竟还有
没有生命存在?生命离不开液态水。科学家研究表明“一个行
星必须同时满足许多条件才能栖息生物，天体具备适于生物
生存的气候是多么稀罕。地球处在太阳系生命内部，只要我
们对太阳的距离缩短5%，地球上的生物就会因热不可耐而不
能生存。这段距离只要加长1%，地球就要被冰川覆盖。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是如何形成的?彗星碰撞说、陨星说、宇
宙星云说、双星说、行星平面说、卫星说，今天，地球起源
的学说层出不穷，但地球是怎样形成的，仍是一个谜。

许多人在欣赏美国影片《回到1872年》之余，为主人公不惜
生命代价，回到过去拯救芝加哥市民的义举而击节赞叹时，
总以为这是艺术家的虚构。因为，中国古代哲人孔子早就有过
“逝者如斯夫”的名言，时光匆匆，怎能倒流?但古时候，有
一句得道成仙之语：“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1970年
一架727喷气客机在飞往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旅途中，无
故“失踪”了10分钟。10分钟后，客机又在原来的地方出现
并最终安全飞抵目的地。

全书以谜为线索，以谜为引子，引领读者带着一颗好奇之心、



探究之心、向往之心去揭谜、解谜，一路阅读的历程、探寻
的历程也是一次领略太空神奇、宇宙浩瀚、不知不觉中增长
天文知识的过程。

二、阅读收获揭晓神秘面纱

宇宙神奇非凡，它有纷繁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
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
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天空中飞
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与我们对于
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南北朝时代《荆楚岁时记》里有这么一段：“天河之东，有
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
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
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神话毕竟是神话，牛郎与
织女要在一夜之间相会是不可能的。牛郎星和织女星都是我
们非常遥远的恒星。天文学上，测量恒星之间的距离，大多用
“光年”来计算。光年就是每秒钟走30万千米的太阳光在1年
里所走的距离。牛郎和织女两星不是在同一方向，两星之间
的距离是16、4光年。五线电波的速度和光一样，假使牛郎打
一个无线电话给织女，得32光年才有收到回电的可能。

“神秘太阳系”，儿时天真的我，在以前总是认为金星是由
金灿灿的黄金组成的，只要去了那里就可以瞬间暴富，木星
就是一堆烂木头，水星就表面全部被水覆盖，而火星就单纯
的一团熊熊烈火，可是我自读了这本书后我才知道金星、水
星、火星是由岩石组，而木星和土星却是由气体组的，阅读
之后也为儿时天真而窃笑。还有从前我总是以为地球在太阳
系是最大的行星，但读了《宇宙未解之谜》才知道;木星的体
积是地球的1316倍、土星的体积是地球的745倍、天王星是地
球的4倍多!



在整本书中还有一个耀眼的亮点—探索太空。它让我知道了
太空的资源原来那么丰富。就拿一颗小行星来说，在它直径
不到2000米的身躯上竟蕴藏这约有1万吨黄金、10万吨的
珀、10亿吨的和100亿吨的铁!它还让我知道了“登天难”，
我们都知道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它距我们足有4、3
光年，也就是说光以每小时三十万公里的速度从地球飞到比
邻星也要4、3年!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啊!所以“登天”实在
太难了。

三、畅读感怀探寻神话世界

中国古代有夸父追日的传说，传说中天地初始是一片混沌，
后来夸父累死之后，才混沌初开，在西方有上帝造人的传说，
在上帝造人的七日后，天地初开。一直到现在，人类对于宇
宙的探索还在进行当中。

在遥远的未来，人类是否可以把地球的生命带上月球并使其
在月球繁衍生息?科学家认为，月球上有冰存在，这就可能为
探索月球奥秘的人们提供饮用水，也可将冰分解为氧和氢，
从而为火箭提供燃料。月球上可收到丰富的太阳能;月球矿藏
丰富，据估计月球土壤里含有大约100万吨至500万吨氦，具
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从100多年前法国小说家凡尔纳发表
科幻名作《从地球到月球》开始，人类就一直在构想如何对
月球实施探测。至今，人类已先后发射了约5000多个人造航
天器，其中绝大部分是人造地球卫星。很多人造地球卫星夜
以继日的绕着地球飞行，有的用于科学探测，有的与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看的有线电视、我们用的移动电话，气
象站每天发布的天气预报、包括我们的互联网等等，它们的
主信号传输都来自于人造卫星。我国在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质量超过了苏联、美国、法
国和日本等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和，这说明我国卫
星技术的起步水平高。

科学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而真实的宇宙空间，科学



家们的努力让我们在凝视着浩瀚星空时，在心中闪现更多立
体的真实的宇宙图片。

先百年来，科学家们一进有探寻宇宙奥秘。而人类对宇宙的
认识进程先从地球开始，再从地球伸展到太阳系，进而延展
到银河系，然后扩展到河外星系。当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地
球轨道飞行之后不久，人类向地外星球进军就提上了日程。
现在人类制造的宇宙探测器不仅为人类登上月球开辟了道路，
而且已经遍访了太阳系的各大行星，同时正在向太阳系外更
遥远的星球跋涉。但这只是探索宇宙的初始阶段，宇宙的神
秘面纱也仅仅揭开了小小的一角而已。

我们的神舟5号、神舟6号飞船，它们带着我们的中国人进入
了太空。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刘伯明、景海
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太空中国探秘者，美国宇航员尼
尔·阿姆斯特朗在1969就首次登上了月球，我国神舟7号飞船
宇航员翟志刚首次出舱行走为探索太空的奥秘，我们的航天
人一代一代的努力着，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中国的航天
人也会走向月球、走向火星……，我们会了解更多的关于宇
宙的知识。

书粗略翻完了，那颗涌动的心还在激荡、在向往、在憧憬，
浩瀚宇宙、博大胸怀，让我们承载历史，探索未来，坚持科
学发展，用宽广视野引领学校、学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