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 科普书籍读后
感十(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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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一

伟大的诗人歌德以前说过“读一本好书，如同跟一个高尚的
人谈话。”是啊，一本好书会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一向喜欢
看图文并茂、情节曲折生动的童话书，使我在一个又一个小
故事中明白许许多多深刻的大道理的寓言书，但我此刻也喜
欢看科普读物了。呀，不看不明白，一看吓一跳呢!科普读物
蕴藏着神秘和奇妙，所以一下子吸引了我，从终日忙碌的燕
子那里，我认识到勤劳的可贵;从飞行整齐的大雁那里，我懂
得了纪律的重要;从博击风雨的苍蝇那里，我学到了勇敢顽强
的精神;从不辞劳苦的啄木鸟那里，我体会到了救死扶伤的快
乐……还有，比如为什么电信号能传递到很远的地方，为什
么电冰箱能制冷，为什么导弹能飞很远等等。

还让我明白了微波炉不喜欢与金属做伴，因此，用微波炉加
热的食物，不能使用金属容器。明白了我们的身体是由细胞
这种很小的东西构成的。而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高尔
基体和中心粒组成的。我们身体里有200多根骨头，骨头是由
活细胞和矿物质混合组成的，如果，我们的骨头断了，能够
透过打石膏，把它们重新接上。打石膏是为了防止断裂的骨
头在愈合过程中移动从而造成错位。

啊!读了科普读物让我重新认识了地球，我想我要继续探索这



奇妙的地球，并把这些知识告诉同学，让他们明白生活在这
如此多姿多彩的地球!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二

一本好书，不但可以激发学习的欲望，而且还可以开拓眼界，
在这个讲究的话，我们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渐渐的遗忘，我
们只会一点一点的落后，选择一本好的科普类读物吧，相信
它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经常读有关这方面的书，头脑中产
生的疑问才会越来越少，兴趣也就越来越高。同时还可以获
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学问，更多的人生道理!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三

曾经读过一本很有奥秘的书籍，它叫《宇宙未解之谜》，这
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浩瀚宇宙，探索太空，奇诡太空，天
外来客和神秘太阳。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让我们十分的收
益。

探索太空，其中讲述的太空，有很多丰富的资源。一些小行
星，那上面竟然蕴含着很多的资源。其中也说的一些关于宇
宙的分布。一些星系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汗颜。比
如和我们相近的恒星，它距离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几光年，这
个也就是说，就算我们能够用光速在宇宙中穿梭，到达那个
地方也要几年的时间。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宇宙中探索
其他的奥秘的话，我们还需要很高级的科技，这样我们才能
尽情的遨游宇宙了。

现在知道了，这些都只是个比喻罢了。金、水、火星是有岩
石组成的，而木星和土星却是由气体组成的。这个是难以想
象的。气体可以组成星球，那是不是说那个上面可能有氧气
呢?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上面生活呢?这些不过是幻想罢了。



最感兴趣的还是天外来客，那些幻想中的外星人都是很恐怖
的，很吓人的。可是那书里面却让我不太害怕了。可是我真
的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下这些，就此略过罢了。

《宇宙未解之谜》我的启蒙书，它独特的展示出了那些曾经
令我们幻想无穷的许多场景。它有很多的天文知识，曾经我
还看过一本《太阳纪历险记》，这个里面也讲述了一些太空
的知识了。离太阳越远越冷，那是可以让一块钢铁从一米的
高度掉下来就会粉碎的寒冷。但是这本书中说的有点可怜。

可以说，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感悟。而我也可以由此有很大
的想法，可是尽管都是虚幻的。

看吧!一本知识读物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益处，在这个讲究
科学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多学习一些有关科学的知识的话，
我们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渐渐的遗忘，我们只会一点一点的
落后，选择一本好的科普类读物吧，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意外
的收获!

一本好书，不但可以激发学习的欲望，而且还可以开拓眼界，
在这个讲究的话，我们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渐渐的遗忘，我
们只会一点一点的落后，选择一本好的科普类读物吧，相信
它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经常读有关这方面的书，头脑中产
生的疑问才会越来越少，兴趣也就越来越高。同时还可以获
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学问，更多的人生道理!

这个暑假我读了《宇宙空间里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我
从中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比如太阳系中最大的天体是彗星，
俗称扫泏星，它由慧头和慧尾组成，其中慧头又由慧核和慧
发组成。彗核的直径约有10千米，他周围庞大的气团为慧发，
慧发的直径有几万到几十万千米。慧尾则更长，可达数亿千
米。

我还知道太阳为什么能发光发热?这是因为太阳是一颗恒星，



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天体，这个大气体球时时刻刻都在释放者
大量的光和热。地球正是因为有了太阳的照耀，才有了温暖
和光明，才有了生命。太阳表面的温度大约有6000摄氏度，
中心温度也为1500万摄氏度。这是由于太阳内部进行着剧烈
的原子反应。太阳由70多种元素组成，主要成分是氢。太阳
内部温度高、压力大，这就是那里的情原子核相互作用，从
而释放出大量的光和热。

我还知道了火星也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科学家称他为
地球的“孪生兄弟”。这是因为火星有很多和地球相似的特
征。

用望远镜看，你会发现火星简直就是一个“地球仪”。它的
两极是白白的极冠，就像地球上被雪覆盖的南北极。而且火
星也像地球那样呈一定角度绕太阳公转。另外，火星上上的
一天之比地球上的一天长39分35秒。不同的是，火星上的一
年是687天，是地球一年的1.9倍。与地球一样火星上也有大
气。

宇宙太神奇了，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个科学家研究火星的
奥秘，人类以后是否能在火星上居住?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
会刻苦研究的!

现在人类生活逐渐小康化、自动化，逐步走向智能化……这
真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如今，家用电器数不胜数，通过电视，
电脑，电话等就能让我们足不出户游览全球，通晓天下事。
它优质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又提高了我们的办事效率，还真
是其乐无穷啊!而这一切的一切，正是来源于科学的日益发展。
科学家们的辛苦与努力，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我酷爱《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它是一本海量知识、包罗
万象的科普读物。里面含有天文地理、自然界与动植物的探
索，人体解密，科技交通等等十大版块。它知识广泛，应有
尽有。宇宙的奥秘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地球上的生物奇妙无



穷;人体结构的错综复杂;科学技术的蒸蒸日上……真的非常
有意义。正如我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食人花这种植物，一开
始我还以为这是虚构出来的一种东西，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世上的确存在着这一种食肉植物，它是靠一些小生物来补充
养分的，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约有400多种。写到这里，不禁
感慨：以前的我还真是孤陋寡闻哪。自然界真的很了不起，
哺育了许许多多的动物与植物。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
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
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
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确实，科学的普及，不是坐等能等来的，必需要付出汗水与
努力，而对于我们这样一群学生，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
研究科学，去了解科学，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接近科学了解科
学呢?我把汗水撒给了《学生探索百科全书》。

地外文明真的存在吗?动物为什么要冬眠?哥德巴赫猜想是什
么回事?我们能不能跨越时空?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为了
解开这些我不懂的”迷“我选择了《学生探索百科全书》，
我希望它可以给我带来这些我不懂得的问题的答案。

科普读物读后感这本《学生探索百科全书》共分为三章——
自然探索、科学探索和历史探索。三章的排版都做的很好，
让读者很容易便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三章都按照各
自的特点分为若干节，各节在结构设计上均采用场面宏大的
主图以及精彩纷呈的配图以增强视觉冲击力，让读者在准确
的文字描述、严谨的原理揭示中愉快地踏上新奇的探索之旅，
轻松地掌握的百科知识。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深深感受到了它对我带来的好处。

首先我在第一章的自然探索中，我了解了来自宇宙深处的信



息、漫长的生命之旅、”自由号“卫星的惊人发现……等等
等等，这些知识无一不丰富了我的知识，让我的生活更加充
实，并且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用这些书上看到的自然知识
来保护自己，这书呀!真好!

在第二章的科学探索中，我了解了无处不在的黄金分割、四
色之迷、寻找”幽灵粒子“、我们能不能穿越时空……等等
等等，这些知识又是我了解到了科学，学会了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分析这些重要的东西，并
且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奇闻异事我也可以通过科学说法
来解答他，这些知识都丰富了我的生活经验，让我不断的健
康成长。

在第三章的历史探索中，我了解到了丝绸之路、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起源、埃及艳后、金字塔工程……等等等等。历史使
人明智，因为了解历史，可以学习前人的正确做法，并且改
到自己的错误作风，这样可以使人们在成功的路上少一些坎
坷，为自己铸造一条平平的道路。

看吧!一本知识读物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益处，在这个讲究
科学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多学习一些有关科学的知识的话，
我们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渐渐的遗忘，我们只会一点一点的
落后，选择一本好的科普类读物吧，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意外
的收获。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四

《待开发的地热能》读后感

太仓市双凤中心小学 四（2）班 杜冰颖

暑假，我读了一本科普类的书《待开发的地热能》，了解了
许多关于地热知识。



地热是地球内部所蕴藏的热量。在地球的中心， 温度高
达5000――8000℃，压力超过360gpa。地球内部可以说是一
个巨大的火球，有些物质熔化成了液体，也有些物质仍然为
固体。

中低温地热的直接利用非常广泛，80――130℃的地热应用于
现代工业领域，像室内供暖、制冷系统、木材干燥、纸浆加
工、回收化工原料等。各种新型工业都离不开它，从某种意
义上说，今天应用的地热能就是这些。我国在开发地热能方
面，也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地热能为我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改变自身的生存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能源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目前全球利用的能源有煤炭、石油、天然气、
水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核能和地热能。

在未来，我们的能源越来越紧缺，需要不断开发新能源，地
热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要努力钻研，学习地热的知识，为
人类创造更多的福利。

指导老师 洪永元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五

在课外刊物中，我最喜欢科学大众杂志社出版的《小诺贝尔》
这个刊物，这本书讲了许多我感兴趣的国际国内发生的事情，
这其中有关世博的﹑有关动物的、有关智力游戏的等等。

我最喜欢看的是今年第五期的有关世博的介绍，拿到书首先
看到的是封面上印的大红宏伟的中国馆图，通过内容的介绍，
我知道了中国馆是个传统帽状建筑，它高六十九米，四周有
围栏，一看就知道她包含了许多中国元素，看着中国馆，我
感受到的不单是中国馆的宏伟，还有中国不断走向强大的脚



步声。本期还介绍了许多其他的国家馆，让我感兴趣的是法
国馆，它让我有了很新奇的感觉———原因是它设计为整体
的漂浮在水面上，这样可以通过水的反射尽显建筑的水韵之
美。书中还有关于“历届世博会最酷科技”的介绍，其中最
让我惊奇的是一九八五年展出的超级西红柿，这棵西红柿居
然结有一万三千多个果实，而且它跟土壤没有任何关系，原
来它从幼苗开始就是用水培养，再把化肥等肥料溶解在水里，
并给予充分的氧气等等，从而使这棵无土培植的西红柿成为
西红柿栽种历史上的“英雄”。

我还喜欢刊物中的“自己动手做实验”和“头脑奥林匹克”
专栏，它让我锻炼了动手和动脑的能力，《小诺贝尔》我真
喜欢你!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六

读了《科普知识动漫百科全书—环境》这本书以后，我受到
了启发，懂得了许多环保知识。

这本书告诉了我们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仅造成了自然灾害，
而且还产生了很多问题。大气污染不仅对我们自身健康有害，
还引发土壤和水质污染，并使各种植物受到污染。许多的食
品也不能吃了，这更加严重地损害我们的健康。

通过这本书，我懂得了树木是地球的肺，通过光合作用，给
生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氧气。可是人类因为经济原因一
直在破坏森林，这就导致大地因为没有树荫变贫瘠了，天空
不会下雨了，结果就是破坏了生态系统，就会发生水灾，生
物灭绝，植物也面临着绝种的危机，最后的绝种对象就是人
类了。我还懂得滩涂是天然保护区，是地球的肾。它可以一
边出产各种水产品，一边阻止海洋污染。可是因为开发旅游
地或耕地，许多滩涂消失了。还有，汽车排出的尾气是大气
污染的主要原因，生活废水、工业废水是水污染的主要原因，
垃圾是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我还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环境
卫士“植树造林，爱护树木，保护有益的小生命，保护动物，
不能浪费纸和铅笔，节省用电、节省用水，节约能源，不乱
扔垃圾。还要记住”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道理，所以我
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蓝色星球—地球。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七

这本《学生探索百科全书》共分为三章——自然探索、科学
探索和历史探索。三章的排版都做的很好，让读者很容易便
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三章都按照各自的特点分为若
干节，各节在结构设计上均采用场面宏大的主图以及精彩纷
呈的配图以增强视觉冲击力，让读者在准确的文字描述、严
谨的原理揭示中愉快地踏上新奇的探索之旅，轻松地掌握的
百科知识。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深深感受到了它对我带来的好处。

首先我在第一章的自然探索中，我了解了来自宇宙深处的信
息、漫长的生命之旅在第二章的科学探索中，我了解了无处
不在的黄金分割、四色之迷、寻找“幽灵粒子”、我们能不
能穿越时空……等等等等，这些知识又是我了解到了科学，
学会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分析
这些重要的东西，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奇闻异事我
也可以通过科学说法来解答他，这些知识都丰富了我的生活
经验，让我不断的健康成长。

在第三章的历史探索中，我了解到了丝绸之路、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起源、埃及艳后、金字塔工程……等等等等。历史使
人明智，因为了解历史，可以学习前人的正确做法，并且改
到自己的错误作风，这样可以使人们在成功的路上少一些坎
坷，为自己铸造一条平平的道路看吧!一本知识读物给我们带
来了多么大的益处，在这个讲究科学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多
学习一些有关科学的知识的话，我们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渐



渐的遗忘，我们只会一点一点的落后，选择一本好的科普类
读物吧，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

科普类的书的读后感篇八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贵族决定做计数游戏――谁说
出的数字大谁赢。

“好”一个贵族说，“你先说吧！”

另一个绞尽脑汁想了好几分钟，最后说出了他所想到的最大
数字：“三”。

现在轮到第一个动脑筋了。苦思冥想了一刻钟以后，他表示
弃权说：“你赢啦！”

这两个贵族的智力当然是不很发达的。再说，这很可能是一
个挖苦人的故事而已。然而，如果上述对话是发生在原始部
族中，这个故事大概就完全可信了。

以上是《从一到无穷大》这本科普书的开头，有趣吧？

这本书以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二十世纪以来科学中的一些重大
进展。书中先漫谈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然后用一些有趣的
比如，阐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四维时空结构，并讨论了
人类在认识微观世界（如基本粒子、基因等）和宏观世界
（如太阳系、星系等）方面的成就。

该书作者是俄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乔治。盖莫夫，一位卓越
的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他非常重视普及科学知识
的工作，除了经常为《美国科学家》、《今日物理学》和
《科学的美国人》等杂志撰稿外，还写下了二十多本出色的
科普作品。



《从一到无穷大》是盖莫夫的一部代表作，内容丰富，文笔
风趣，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特别是一反一般科普读物不敢
运用数学，怕“枯燥”、“艰深”，而是恰恰相反，全书用
数学贯穿，并讲述了许多新兴的数学分支的内容。正是由于
使用了数学工具，该书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本书自问世以
来，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许多国家文字，深身各国读者欢
迎。许多第一流科学家都高度评价这本书，认为它很值得一
读乃至于一读再读。

现在，提倡文理交叉，学科学的人看点文学书，学文史哲的
看点科学书。这确是值得无论学自然科学，还是学社会科学
的读者诸君一读的。

而我们太缺少这类优秀读物了，我们往往是用文学来宣传科
学。想当年，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
发表，象一声春雷轰动全国，它第一次正面宣传了知识分子，
讴歌了科学家，于是我们知道了陈景润，以及他的一加一。
后来徐迟还写了李四光、蔡希陶、周培源等科学家。但文学
关注的是人、人的命运，和科普读物还是不同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科学精神深人人心，科技工作者的地位、待
遇高过官员，热爱科学、献身科学蔚然成风，一流科学论文、
成果层出不穷，媒体更加关注科学和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被我们垄断，则科教兴国、科技强国就水到渠成了，伟大民
族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