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太空三国战读后感 飞向太空港读
后感(大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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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三国战读后感篇一

《飞向太空港》这本书讲述了中国解放以来成功创造运载火
箭，经过多次谈判、碰壁后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购买并帮助
发射了一颗美国休斯公司的卫星，成为了第一个帮助美国发
射卫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展现了“火箭之乡”的子孙们的
能力和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挤身世界强国的开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两国关系一直交恶，从蒋介石失
去大陆，到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再到越南谈判里的寸步
不让。但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将美国的卫星打上天，表现了美方对中方的信赖与支持，
使中国从一个东亚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也让中国
的航天航空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有效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
发展。

中国的航天技术比西方晚了九十年。不仅资金缺少，加上早
期文革时的扰动，在西昌这个几百年没见过电灯的老山沟，
建起了发射台。这里没有技术人员，因为技术人员还兼职扫
地工、施工工人等，有的只是千百年来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
和外国人轻蔑的眼神。而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泥石流更让火箭
的研制和发射难上加难。

但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人员晚睡早起，日夜加班，
诞生了世界领先的科技。



中国发射美国卫星，也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强国梦”是怎么
一步步实现的，从解放时战火遍地的中原大地，到能够发射
卫星、送火箭到太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正如书上所
说，得知中国要发射美国卫星时，多少华侨回国观看，以至
热泪盈眶，欢欣至极者不在少数。又有多少华侨，再也不用
忍受外国人充满嫌弃的指指点点，充满嘲讽的语气说话了。

时代在进步，我们也需要进步。所以我们一定
要goodgoodstudy，daydayup，才能成为祖国明天的希望！

太空三国战读后感篇二

我估计作品也应该是先在杂志上连在之后在收录的合集。

第一部写得是未来之前，但终究不是未来，人们喜欢那种神
秘的美，但当事情发展到了后几部，有些乏味，即便写得很
严谨但这未来的样子终究不是我们所期盼的美好。

书籍本身很短读之过瘾，一天一本四天左右就能看完，情节
引人入胜但背后的深度，我觉得有些不足。

太空三国战读后感篇三

作家李鸣生的航天七步曲之一——《飞向太空港》，讲述了
中国“长征三号”火箭首次在西昌发射场发射美国“亚洲一
号”卫星的故事，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继往开来的辉煌时刻。
这部书是一个作家从陆地到太空的文学远征。一个民族从地
球到天上沉重起飞，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由无数
人的心血、青春、汗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西昌卫星发射场上，百年不遇的泥石流爆发，房屋倒塌了，
桥梁冲垮了，铁路摧毁了，公路崩溃了，人员死伤无数。面
对大自然的挑战，全体将士并未退缩半步，它们不管千辛万
苦，不顾狂风暴雨，齐心协力，同大自然展开了你死我活的



生死搏斗。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西昌卫星基地全体将
士度过难关，恢复了工程。

发射场不是战场，却同样有着牺牲和死亡。科学家们白天黑
夜连续攻关，有的甚至重病不起，献出生命。每一次发射，
都有英雄的牺牲和流血；每一次发射，都有航天人毕生的心
血。航天人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依然锲而不舍，在很差的物
质条件下依然顽强斗争。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梦想
一步步走向实现。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尽管一些国家并不
看好，但是中国技术人员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一声不吭地
工作，把毕生的精力与心血都投入进去，最终令人刮目相看。

使我最难忘的是书中的这个细节。在运送一批极危险的用于
火箭的货物时，美国技术人员害怕危险，碰都不敢碰，全都
站在两百米开外的地方；而中国技术人员却靠得很近，并在
到达发射中心后，因机械无法搬运，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
手去搬下货物。这仅仅是鲁莽，仅仅是好玩吗？不，这是一
种勇敢，一种决心，他们的心已与火箭连在一起了。这就是
中国的技术人员，也许他们其中每一个人的力量都微不足道，
但加在一起就有创造奇迹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的航天技术人
员，他们总是在一片原始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着现代文明；他
们一方面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又不
得不在很差的物质条件下和偏僻荒凉的环境里生存。几十年
来他们一直在秘密的面纱下苦熬着一个个春夏秋冬，他们用
心血和智慧播种光芒四射的现代文明！

在人类通往太空的路上，总有数以万计的航天人，他们走过
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太空三国战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读了两遍。

一遍是拿到书后，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读完，由于太迫切了，



感觉有些地方读得太快，而且又是晚上，有点困，感觉读得
不够细致。

所以，读完一遍以后，又用较慢的速度，读了一遍。阿瑟的
描写，是应该用慢速体会的，一边读，一边在脑海中浮现出
画面，太空的瑰丽神秘，如在眼前。

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两处。

一处是哈儿在“临终”前发出的声音，一个机器人，有了自
我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对人类带来危险后，被毁灭如同宿命
（说来也不算是被彻底毁灭，因为另外的介绍说后来被修
复），那一大串看上去很零乱的话语，是哈儿被灌输的智慧，
如同一个孩子在早期学习历程中的记忆，然后，归于虚无。

另外一处，是鲍曼穿越星门，变成了星童。婴儿，意味着新
生，也是生命形式转换过程中的桥接，这个寓意自然好懂，
只是，感觉上仍然震撼。

刘慈欣曾经说，他在读过《2001太空漫游》后仰望星空，深
觉震撼，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当然，读《三体》时也是这样。
人，无知有无知的快乐，有知，有有知的痛苦和快乐，而我
仍然渴求后者，我知道生命如此短暂，但又总觉得，如此设
定恰是最好，如果生命没有尽头，时间可以任意挥霍，很多
事情反而不会再觉得美好。生活于尘世之中，每天面对琐屑
的烦恼，然而这也仍然是体会生命的过程，每个人都有独到
体验。人莫不有生，莫不有死，然而在生与死之间的这个历
程，如此多样。也许可以说，这是另一重震撼，只是因为，
人们大多习以为常，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人们即使偶尔仰望
星空，也还是专注于尘世。

在我有生之前，普通人也可以自由地到太空漫游吗？也许会
也许不会，但这并不是多么重要，因为在意像中，已经游过
了，即使没有身临其境，也已经明白那种感觉，明白到不管



是星空还是尘世，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好好活着、不断创
造，是最佳的选择。

太空三国战读后感篇五

《2001：太空漫游》是克拉克写的'书，是斯坦利·库布吕克
拍的电影，其实这个构想基本是两人共同完成的。你知道这
两个人的分量么？我简单说一下，关于阿瑟·克拉克，有句
话是这么说的：阿瑟·克拉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家。
关于斯坦利·库布里克，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电影神殿的
最高处，在上帝的下面，坐着斯坦利·库布里克。

如果你看过电影，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两个人合作的东
西，能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论有多少人重复地说过这部作品
的伟大以及不可超越，我们在每次读完之后依然会发自肺腑
地再说一遍，这是一部伟大的、不可超越的作品。在它面前，
所有的一切黯然失色，这里的一切，包括你以人类目前的智
力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包括杨树柳树，包括教皇总统，也包
括地球太阳，甚至是你所了解的整个宇宙。

这是1968年问世的作品，他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划了。他们有
了这个想法的时候，爱因斯坦刚刚死去不到十年，那离现代
科技的轴心时代很近。他们大概是习惯了那个年代的感觉，
所以，没有料到像是爱因斯坦这种人物一百年里只可能出一
个的，所以，他们按照当时的进度预测了一下，2001年，人
类将在太空漫游。

这正如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不仅仅是爱因斯坦，包括他们两
个人，也都是这样的，“一百年间，人不两见”。所以，人
类无法跟得上他们的脚步，就好比爱因斯坦在世时没几个人
能听得懂相对论一样，克拉克和库布里克死去多年，也没人
能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在太空漫游。我从书的后勒口摘了这么
几句话，简单表达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1968年，“阿波罗8号“航天员在全体看过《2001：太空漫游》
后，才出发前往月球。

1970年，“阿波罗13号”遭遇意外，向任务中心报告的第一
句话是：“休斯顿，我们出问题了。”几乎和本书所言一模
一样。

1971年，美国宇航局送给克拉克一个登月舱着陆地点模型，
并铭文写道：“阿波罗15号全体成员，感谢您对太空的想象
力。”

1977年，“旅行者号”探测器应用了本书中所预言的技术，
并于2013年9月13日代表全人类首次成功飞出太阳系。

1981年，“旅行者号”探测器传回第一批土卫八图片，其景
象与本书中所描述的竟然完全一致。

其中，最后一条的牛逼程度，你不看看书，你无法体会。我
已被此震撼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