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宇宙和人读后感 宇宙之谜读后
感(精选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一

由于20xx年，人们发射了诺亚方舟200，去各个星球探寻生命
迹象，而让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诺亚方舟200号检查了：水
星、土星、木星、天王星，而刚要登陆火星时却发现了一股
能量波动。突然，一股能量波击中了诺亚方舟200，霎时间，
诺亚方舟200爆炸了。这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因为诺亚方
舟200是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一般大炮是对他无可奈何的，
但他们居然一炮就击毁了它。

随即，地球侦察兵就发现地球外太空出现了一支军队，规模
浩大。我们全部战士做好一级战斗准备，安装战斗铠甲，和
他们大战。由于火星战士全部是机器士兵我们一开始占下风，
后来，我们启动了大炮，防御系统，才逐渐追回来。

后来，火星士兵派了几个士兵驾驶着飞机来攻大本营，我们
派了5架拓荒者-x就轻易的将其击落，这时，从天而降一个小
芯片。我们捡起来看了一下，一位科学家一不小心，把芯片
植入了kit-56，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它杀伤力极大，可以
海陆空三位一体，防御力极强，是军事界的骄傲。

这时，前方战报来了，说他们快抵挡不住了，这些科学家赶
紧把这种芯片复制，装在了kit-56上一些精英驾驶着它们三下
五除二就消灭掉了。



这场宇宙争霸是地球赢了，我们战胜火星后把那些俘虏全部
放回火星从此和平相处。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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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三

去年看科幻小说《三体》时，总想着如果读过有关黑洞、量
子、时间等的科普书籍，应该会更容易理解些。霍金的作品
《宇宙简史》恰好是这样一部书籍。

这本书描述了霍金心目中的宇宙历史。他首先回顾了人类历
史上有关宇宙的构想，从“地在下天在上，地是平的”开始，
到亚里士多德“地球是圆的，星辰绕地球转”的地心论，再
到哥白尼“太阳是静止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绕太阳在圆
形轨道上运行”的日心说，再到开普勒将哥白尼的圆形轨道
修正为椭圆轨道，终于得到了一个目前看来最正确的宇宙模
型。

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恒星必定会互相吸引，在某一刻
坠落到一起，为什么没有这样呢？原因是宇宙不是静态的，
而是在膨胀的，如果它膨胀得相当慢，引力会使它最终停止
膨胀，然后开始收缩。否则宇宙就会一直膨胀下去。在几百
亿年前的某一时刻，宇宙是个密度为无穷大的小球，产生了
大爆炸，这可能就是宇宙的开端。

当某个巨大的星球，或者更大的天体，受其自身引力吸引而



不断自行塌缩，最后形成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的星体，
它产生的引力使得它周围的光也发生巨大的偏折，被它吸引
进去无法逃逸。光消失了，它就变成了再也无法看到的黑洞。
所以黑洞并不是个柱状的窟窿，也不是洞里空无一物，它是
密度无限大、体积很小的球状星体，只不过看不见而已。

把光看成是由一个个成包的光粒子构成，这些能量量子在空
间点状分布，这就是量子理论。霍金用量子力学证明了黑洞
总是“热”的，像火炉一样放热，能量能从黑洞泄露出来，
黑洞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黑。

关于时空，爱因斯坦曾预言，空间不再是一种有别于“物
质”的东西，而是一种构成世界的“物质”成分之一，一种
可以波动、弯曲、变形的实体。太阳会使其周围的空间发生
弯曲，所以地球并不是在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下绕着太阳旋
转，而是在一个倾斜的空间中行进，就好像弹珠在漏斗中滚
动一样。由于这个弯曲，不仅行星要在轨道上绕着恒星转，
就连光也发生了偏折，不再走直线。不仅是空间，时间也同
样会发生弯曲，在高空中，离太阳越近的地方，时间会过得
越快，在较低的地方，时间则过的较慢。如果一对双胞胎，
一个住在海边，一个住在高山上，就会发现，住在山上的比
住在海边的老得快一些。

宇宙的开端发生了大爆炸，观测表明，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
速度飞离开我们，整个宇宙处在不断膨胀的状态。《宇宙简
史》虽然很多看不懂，还是让我多少了解了一些相关知识。
同时又浏览了《七堂极简物理课》，这本书更适合我这种对
现代科学一无所知的人。科学越进步、知识越更新，我们越
了解宇宙的广大，也越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只
是宇宙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就
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是如此智慧，我们与众不同，事实上，
我们与其他动植物没有什么不同，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就
如同一粒沙、一滴水，处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偏僻的角落。



作者霍金是一个传奇人物，从21岁起，他得了渐冻症，慢慢
的，他要很费劲才能抬起头来，他不能写字，只有三个手指
和两个眼睛能够活动，即使在失声之前，他也只能用非常微
弱的变形的语言交流，这种语言必须由长期陪他生活工作的
人来翻译才能通晓。首次看到他的人都会对他的残废程度感
到吃惊。但他最不愿意被当做残疾人看待，一直坚强地活着，
直到2018年去世，享年76岁。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四

宇宙中充满了未知，也使我充满了好奇，《宇宙奥秘》这本
书替我一一解开了迷题。

翻开书本，八大行星嫣然而来，华丽的土星，蔚蓝色的地球，
暖橙色的火星，海蓝色的水星一一展现在眼前，仿佛身处变
幻莫测、美丽神奇的宇宙中，宏伟而美丽！《宇宙奥秘》带
我认识了什么叫星等，原来星星的明亮程度也有等次之分；
让我知道了日食、月食是如何形成的，星球是怎样诞生的；
让我置身于我们生活的星系――银河系，螺旋形的银河系，
象一个庞大的车轮沉嵌在银盘中，又象一根根闪亮的白色绸
带在深蓝的夜空中随风飘荡，满足了我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宇宙奥秘》也介绍了中国古代人对宇宙的研究和认识，比如
“浑天说”、“宣夜说”。“浑天说”认为天就象一个球体，
我们踩的地下是球的一半，地上是球的另一半，太阳、星星
都围着它转。古代西方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地心
说”、“日心说”。“日心说”是哥白尼提出的，正确地反
映了太阳系的实际情况，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水
星等都绕着太阳公转，月亮随地球绕太阳公转。

看了本书，我感觉到了科学的强大，没有科学，就没有文明。
科学来自于一代代人对大自然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勤于思
考，坚持不懈地观察实验，敢于挑战权威，甚至不惜为真理



献出生命，如布鲁诺为了宣传“日心说”，被活活烧死在罗
马广场上。正是因为对宇宙的科学认识，才有了伽利略、牛
顿等人的力学理论，才有了今天的航天飞机、人造卫星等等，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其实生活中处处有科学，比如镜子为什么会让我们看到自己，
放大镜为什么能把事物放大，植物为什么会有各种颜色，天
空为什么是蓝色的？……通过学习、观察和思考，我们能发
现好多习以为常，却又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你充满发现的乐
趣。我们就是在一串串的“为什么”中学习了好多身边的科
学，认识了这个神奇的世界。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五

刚开始读《宇宙简史》的时候，我觉得那些语言太深奥太专
业太生僻了，怎么也看不懂，那文字中蕴含着宇宙独特而神
秘的魅力，是在细细品味后才领悟到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霍金，全名史蒂芬·霍金，他生于1942年，
是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现为剑桥大学卢卡
斯数学系教授，被誉为继爱因斯坦后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
他用毕生精力研究黑洞和宇宙起源大爆炸原理，提出黑洞发
射辐射的预言，在科学界引起革命性的轰动。霍金因为患有
严重的肌肉萎缩症，只能无助的坐在轮椅上，但他克服了残
疾的障碍，让思想遨游到无限的时空，揭开宇宙之谜，霍金
既是残疾天才的典型，也是当代的大众文化偶像。

他，是轮椅上的攀登者!《宇宙简史》用迷人的表达方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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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用敏锐的直觉和坚定的推理直接挑战了已被广
泛认同的传统量子学、大爆炸理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在探寻时间和空间核心可望而不可及的秘密这一未竟之业中，
它将引导世界各地喜欢仰望星空的人探寻宇宙的秘密。他认
为的宇宙是一个或在膨胀或在收缩的空间，而且他还相信，



宇宙是在一次爆炸中诞生出来的。而宇宙的原型是什么呢？
在书中我找到了答案，宇宙原来只是一个星球，但它的密度
非常高，光亮很大，终于在某一天，它突然爆炸了，这就形
成了宇宙，虽然这只是假想之一，但这却是比较广泛的一种
说法。

黑洞中的信息丧失如何降低我们预言未来的能力。如果信息
在黑洞中丧失，情况就并非如此，任何事情都可能已经发生
过。预言将来的能力也被削减了。我们能够确定地预言粒子
具有相反的自旋，但是如果一个粒子落进黑洞，就不能对余
下的粒子作确定的预言，这意味着在黑洞外不能确定预言任
何测量，作出确定预言的能力被减低至半。那么关于预言将
来的能力呢？现在看来它至少在三个层次上受到限制。第一，
是动力学系统的混沌行为，使得拉普拉斯意义上的决定性在
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在量子力学中状态是由波函
数描述的，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使得经典意义上的决定性
被减半。第三，不平凡的时空拓扑，使波函数被密度矩阵所
取代，就在这里引进了热力学意义上的随机性。

我们每天都会遥望星空，天上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我们所生
活的家园--地球就是广袤无垠的宇宙的一小部分，我们心中
难道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什么是宇宙？宇宙有多久的历史
呢？宇宙是怎样产生的？还有与我们同处一个宇宙的邻居，
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物质，他们又是什么呢？宇宙所带给人们
无限的诱惑力，它等着我们去探索，去挖掘更多更多宇宙的
谜底!霍金轮椅上的著作《宇宙简史》所不能解释的宇宙的谜
语就等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揭开!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六

淼叔的《宇宙的一生》是一本让读者真正能探索到宇宙的过
去，现在，未来的书。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宇宙就像神秘的
院子。我们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了解宇宙的诞生和演化，
可以揭开生命起源之谜，而宇宙的未来也关系着我们何去何



从。

淼叔介绍，我们的宇宙起源起一场大爆炸。这个观念是由天
文学家乔治勒梅特于1927年首次提出，爆炸，是一种急速膨
胀。勒梅特认为，宇宙膨胀意味着当时间回溯时，他会发生
坍缩，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变小，再变小，一直到它
不能坍缩为止。此时宇宙中所有质量都会集中到一个极小
的“原生原子”上，宇宙的空中结构就是从“原生原子”产
生的。

在大爆炸后的扩散膨胀，宇宙迅速冷却下来，物质来源于宇
宙大爆炸。在大爆炸的10秒后，所有的粒子形成了质子，中
子和电子等等的基本粒子。但是这时的宇宙还是过于炽热和
稠密了。这些等离子体没办法形成原子，随着宇宙膨胀，温
度下降，质子和中子开始核聚变，结合更大的原子核。

自由的质子和中子形成氘，氘再迅速融合成氦—4，这个过程
持续了7分钟。因为宇宙的温度与密度迅速下降到核聚变无法
继续的程度，这时，所有中子都已经纳入氦原子核，留下质
量是氦原子核3倍的氢原子核，氢和氦刚开始处于电离状态，
也就是说他们周围没有被束缚的电子。随后，宇宙持续冷却，
电子被离子捕获，形成原子，这个过程被称为复合。在复合
结束后，宇宙大部分质子被捆绑成了原子，这时离大爆炸已
近38万年了。

后来，有了恒星，行星，星系，生命，人类……

可以说，我们来自于宇宙诞生后迸发的尘埃，我们命运和宇
宙变迁连在了一起。淼叔的《宇宙的一生》让我了解到了宇
宙的奥秘。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七

当读完《宇宙的奥秘》这本书时，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奥秘太



多了。茫茫宇宙自古是最令人类产生无限遐思的地方，宇宙
的.庞大至今仍然让一般人难以想象。作为我们全部能量来源、
给予我们全部生命基础的太阳，对于我们的理解能力而言已
经是庞大无比，可是它同我们如今已经观测到的宇宙相比又
不过是沧海一粟。

17，天文学家哈雷发现三颗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南河三
和大角星的位置与希腊时代天文学家的记录有较大的偏差并
且不可能是正常的误差，于是得出结论说恒星并非不动，只
是因为与我们的距离相当遥远而显得运动相当缓慢，所以看
上去好像不动一样。在19世纪，人们发现宇宙中的恒星具有
不同的光谱，于是有人提出，恒星是否也发生演化。对于这
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找出答案。在这期间，美国天
文学家史瓦西经过系统研究，将恒星的能源和恒星的结构与
恒星的演化结合了起来。弗里德曼・霍伊尔对恒星演化给出
了科学的解释，将恒星生命周期划分为起源、主序星、红巨
星、矮星等几个阶段。其中恒星在主序星阶段停留的时间最
长，我们的太阳现在正处于这一阶段。对恒星的演化过程，
科学家以赫―罗图描述。对恒星演化过程的研究是人类迄今
为止对天体问题最精确的科学研究。

宇宙和人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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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