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篇读后感(实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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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篇读后感篇一

读完了《走向海洋》这本书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
们的祖国还有三百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海洋，然而很
多人却并不了解她。

这三百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虽然只是我国大陆面积的三分
之一，但是，她里面蕴藏的可用能源却是陆地含量的几十万
倍，这足以让海洋成为祖国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可是，人们
并不重视海洋。在我国的领海中，外国的钻井比我们自己的
还多。作为一个中国人，是该警醒的时候了，要知道每一寸
海洋国土都是海军战士用鲜血打拼出来的。

我们有在海洋上的光荣历史，郑和七次下西洋，郑成功收复
台湾，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我们也有悲摧的时候。清朝时，鸦片大量涌入中国，
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伤害，神州大地“床前红灯人
影瘦，枕边烟里鬼风寒”，清朝政府派人查禁鸦片，宣布取
缔鸦片贸易，迎来是外国武力的入侵。第一次鸦片战争、第
二次鸦片战争都以割地、赔款而结束。这正是中国固步自封、
不重视海防的结果。

如今，尽管我们的海军不断地强大，但海洋利益之争也不断



增多。

因此，我要大声呼吁，重视海洋国土、保卫海洋国土。

海洋篇读后感篇二

当我看完走向海洋的第一章中的第一篇——海洋——生命的
摇篮后，我觉得我对“生命”这两个字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海洋是一滩又苦又咸的一大滩盐水，但在这其中，藏有许许
多多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是使海水不能达到饮用的标准。

在这滩盐水中曾有许多无机物的胚胎。这些胚胎在海洋中经
过漫长的时间，孕育出了原始的生命，随后，这些原始生命
慢慢演变，进化，就出现了原始植物和原始动物。有无颈椎
动物变成了有颈椎动物。在这有颈椎动物的门类中，出现了
颈椎动物中不断进化而变成的高等级腐乳动物——人类。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比得上“生命”珍贵。爱护生命，
爱护自己。

海洋篇读后感篇三

蓝蓝的大海里面有什么呢？每个见过大海的小孩都会这么问。
是啊，有什么呢？许多人都会这样回答：“海里有鱼，有水
草，有石头，有各种各样的鱼。”小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
的，但这个学期的寒假，我有幸拜读了《走向海洋》这本书，
了解了更多更完整的海洋。

海洋是许多国家神话的“家”。在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
中，有一位海神，那就是波塞冬。它管理着海洋。在中国，
也有一位海神，他就售世音菩萨。还有许多神话也都是和海
洋有关的。



海洋是一个神奇的蓝色宝藏盒。在它的怀抱中，蕴藏着丰富
的生物资源，分布着富饶的汽油田，埋藏了形形色色的“发
财许愿盒”。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次海南之旅。

那天刚到海边，我就发现沙滩上有许许多多的贝壳。我想，
连岸上都有这么多东西，海洋深处一定是一番鱼儿成群游，
海底贝壳珊瑚多的繁华景象。突然，海面上横着开来一
艘“鱼船”。船上的鱼堆得比山还高，一条叠着一条，不少
鱼儿都在跳。看到这个，我心想：连这么一艘小小的船上都
有那么多条鱼，那大海深处一定有成千上万数也数不清的鱼
儿生活在那里。

海洋辽阔无边，历史久远，海上的丝绸路让我难忘。中国的
丝绸、瓷器、茶叶等在船停的地方很受欢迎，而那边的珍珠
宝石等也在中国收到了欢迎。就在那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对
外经济贸易的那扇大门，中国变得更加富裕了！

海洋，就像是一位母亲，细心呵护着怀里的生命，海洋仿佛
是一位富有而大方的国王，他慷慨的把自己的珍宝给了我们，
却不求一点回报；海洋，好像是一条成功的路，让中国走向
了繁华，让世界走向了繁华。但这并不是所有的海洋，他的
魅力，还等着大家来探索呢！

海洋篇读后感篇四

通过读《走向海洋》这本书，让我对向往已久的蓝色王
国——海洋，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家都知道，我国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可谁知道我
国还有300万平方千米的蓝色海洋呢？海洋的面积占地球总面
积的7成。难怪杨利伟叔叔说：地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
是个土黄色的、浑浊的星球。恰恰相反，它看起来更像一个
湛蓝色的、晶莹剔透的“水球”。



海洋里不但有丰富的生物、石油、天然气资源，还有占全
球90的淡水资源和几万只沉船中的宝藏。

在这本书里，我还认识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的著名人物，如郑
和、郑成功、魏源、毛泽东，他们对祖国的海洋事业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海事兴，万事兴，民族兴这三句话，给我的感
触最深！

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海洋里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去
探索的东西。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才能探索出更多的海洋奥秘！长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海洋，
保护我们的家园 ！

海洋篇读后感篇五

海洋的矿产资源，石油就能供人类使用大约1000年！不过我
们要小心，不要在海上把石油弄翻了，不然不仅浪费石油，
还威胁着海洋生物，不能因为矿产多而疏忽大意。

其实我没看多少，我就知道近来菲律宾抢我国的黄岩岛是为
什么了。菲律宾这小国家冒着灭国危险抢我们的黄岩岛，黄
岩岛一共就150平方公里，我国当然不全在意那么丁点儿面积，
江苏省都有122600平方公里了！但黄岩岛包括多少海洋面积
啊！菲律宾和我们抢，不就是为了丰富的水产品吗？带卑鄙
了！我国早该把那个菲律宾给干掉了！不过我国太有人性了，
向往和平，对菲律宾这种小人无视！

书中说海洋是未来的`财富。是啊！矿产资源，可食用物品远
远超过了陆地，我们以后就靠海洋了！但是，不可浪费。我
们人类吃鱼翅，日本捕杀鲸鱼等都不好，不允许的。海洋药
品极多，这些药品救了多少人呀！

最后，我向海洋鞠躬，谢谢你，海洋！



海洋篇读后感篇六

暑假中，我阅读了《走向海洋》一书，深有感触。

因为有海洋，才有我们人类。这个令世界各国科学家和生物
学家及人类历史研究者的研究课题还在延续。各个科幻书都
记载着：我们人类是从海洋诞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
有海洋，就没有我们人类，海洋是我们的母亲！

而如今，我们的海洋妈妈还对我们人类奉献出他的力量：海
洋能提炼出盐成份可以食用；海中的生物如沙丁鱼﹑海带﹑
珊瑚﹑海蜇刺等都是各种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海洋中
随时随刻都存在着波浪运动，人类正是利用这个自然界的冲
击力和爆发力，实现了海上发电，是除此，人们还利用水的
温度，成功使“水上风车”发电实现。海底还分布着富饶的
油气田，目前探明的石油开采量约为3000亿吨，许多国家随
着海底油气田的出现，从贫油国摇身一变，成为了石油输出
国。从小就听外婆说海底有许许多多的宝藏，有的是航行的.
船上因事故而沉没海底，有的是因为各国战争而葬身海洋，
结合这本书上的资料，让我感到，海底埋藏着许许多多的秘
密和无法估计的财富。

海洋有这么多资源，那海洋究竟有多大多深呢？有一组资料：
地球表面积约5.1亿平方千米，海洋表面积就约占3.61亿平方
千米为地球表面积的70.8%，它的平均深度为3729米，总体面
积为13.75亿立方千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海面下的全部
陆地加起来投入海洋，也只能填充海洋深度的一分之八。把
喜马拉雅山最高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一旦投入西
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他马上就消失的无影无终。海洋，
我们无法想象的辽阔和博大。

探秘海洋的历史悠久。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等国家就开始是
远洋探险等行动。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印度洋，
之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甚至还有搬上银幕的【鲁滨逊漂流



记】都闻名世界，中国明朝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给我们带来
对海洋的无限的神秘与畅想。

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我们心痛的历史。所以维护领海主
权，发展海洋经济成为了我们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今年由中
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蛟龙号”入海和顺利返航，代表了中国
海事技术的最高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周边海域依旧不平静，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更好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

全世界的海洋是相同的，是联通的，人民的利益是共同的。
让我们好好珍惜美丽富饶﹑广大辽阔﹑历史悠久的宝藏——
海洋吧！

海洋篇读后感篇七

细细品读《走向海洋》，我可以从中看到近千年来中国海军
的发展历程。

明代海军曾有辉煌的成就。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由200余艘
远洋海船组成，将士多达二万余名。成功地开辟了海上丝绸
之路，把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瓷器带到了欧洲，让英国
皇家贵族也品尝到了中国茶、穿着华丽的丝绸、欣赏着青花
瓷。李约瑟博士分析这一时期海军，曾得出这样的结
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比任何亚洲国家都要强，甚至当时
的欧洲海军联合起来也不是对手。郑和率领的大明皇朝船队
在当时是最强大的。”

中国海军也有耻辱的一段历史。清政府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看起来非常宏伟壮观，但只不过是
一个花架子而已。在日本船舰的包抄下，北洋水师真可怜不
堪一击、全军覆灭。这也难怪原本花在购买海军药的银两被
挪用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上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军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壮大。从几般大



木船，发展到多舰种：驱逐舰、巡航舰、护卫舰、导弹舰、
水陆战舰、潜水艇等等。舰队也分成三大部队：南海舰队、
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在各自的海域中，他们保卫着中国的
领海。中国正在发展航空的母舰的建设。不久将来中国海军
肯定有更强大的装备。

祖国繁荣与安康是需要强大军队来保护的。我国有几万公里
的海岸线，这就更加需要强大的海军来保卫。我们要多学习
海洋知识、海军知识，立志为中国海军作出贡献。

海洋篇读后感篇八

我阅读了《走向海洋》，感触很深。这本书不仅让我学到了
丰富的海洋知识，还让我了解了悠久的海洋历史和海洋的未
来。

《走向海洋》从“海洋与人类”“海洋与中华民族”“海洋
与未来”三个方面给我们讲述了神秘莫测的海洋从古至今的
发展历程以及中华民族的航海事业从盛转衰，又由衰变盛的
全过程。这本书以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而又全面地向我们
展现了全新的海洋知识。它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我
们惊叹不已。

在《走向海洋》这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一章“海洋与
人类”中的第二节“海洋，蓝色的宝藏”。这一节告诉我们：
海洋不仅是个大药房，它还蕴含着巨大的清洁能源，分布着
富饶的油气田，更埋藏着形形色色的“发财梦”，引领无数
人去探索它，去研究它。海洋中蕴含的这么多看似源源不断
的能源，真的像语文书中所说的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们要合理开发海洋资源，并
减少对海洋的污染，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海洋”的目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海洋已遭到严重的破坏：1978年，美
国游轮“亚莫克·卡迪兹”号在驶向荷兰的途中因触礁，导



致22。4万吨原油泄出，污染了350万千米的海洋带，这是多
么的可怕；上世纪80年代左右，中国造纸厂迅速扩展，每天
都有大量的废纸浆随着江流汇入大海；更有游览大海的人随
手往大海里丢废弃物品，这些都使海洋遭到了极大的污染，
收到了极大的威胁。我觉得，我们要保护大海，就必须从自
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少吃海鲜，不忘大海里丢杂物，
并用于同破坏大海生态平衡的言行作斗争。

让我们维护大海的生态平衡，共同珍惜资源，创建美好环境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