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精选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篇一

大家知道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个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
们有多远》这本书，书里面讲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知识，通过
阅读我了解了不少的东西，《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
我认识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很多星星和星座，新认识的星星
有：爱神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
王星……。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读后感《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最遥远
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

月亮，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
迄今在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唯一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
灭的“天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
美，好象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

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
我还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勾股定理”，也不知道“光
年”的距离，但是我以后通过学习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
兴和这本书交朋友，以后，我要学习更多的天文知识。



这本书是科普名家卞毓麟所写的，它是一本写天文学的书，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里的“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
到的星星，而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
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将我们引入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天
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令我们神往的学科，它要研究的东
西是看的见、摸不着的，但它用这些看的见、摸不着的东西
令我们神往。这本书利用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来和以前的遐想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天空的喜爱和人们对天空
的赞美。而且这本书语言优美，内容丰富，让我们在看书的
时候放不下手。如果有机会，请你也看看这本书！

夜晚，天空中的繁星闪烁，谁能告诉我，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那一颗颗形状各异的星星，在让我们探索太空的奥秘。一个
个伟人为这个事业奋斗着，他们的信念将宇宙探索。到了21
世纪，人们仍在向银河系发起进攻……这本书我看得还不是
很懂，但是我觉得看后在我的记忆深处已经留下一个个流光
溢彩的画页。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
也请你一睹为快吧！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篇二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读后感就是读书笔记，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也是应用写
作研究的文体之一。简单来说就是看完书后的感触。以下是
小编整理的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13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一直认为，天文是一门神秘而又梦幻的学科，因为它能观
察到夜晚出没的星星，了解宇宙的概念，知道行星的特性。

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情，我翻开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本
书，本书是由天文学家卞毓麟写的。作者用文学手法讲述了
一个个天文知识，例如光年、星座、银河系等等的一系列概



念。还有怎么测量月亮距离、如何飞出太阳系等的妙趣横生
的知识。

还有一些天文学家的故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的斗争，发明
望远镜的伽利略因为当时人们的愚昧，而被软禁。布鲁诺被
活活烧死。不过即使这样，人们探索真理的心依旧炙热，还
有众多天文学家为了真理，甚至付出了生命。

当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制作出了长12米的反射望远镜，
发现了天王星和土星的各两颗卫星，在1783年时又发现了太
阳也会自行，进一步验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后来人们得
出了，太阳并非宇宙的中心这个结论。

由此说明了事实是需要进行探索，一步步地去验证。

本书让我对天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但是文中有些东
西我依旧不明白，如大地三角测量和开普勒与他的三大定律。
不过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尽力去了解。

夜晚，我看着那些夜空中的星星，才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颗
星星，还是无数天文学家付诸的心血，我们做事应当不断去
探求真理，而不是一味的相信权威，敢于质疑，做事要持之
以恒，不能半途而废，要有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样我们才能
离成功更进一步。

大家知道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个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这本书,书里面讲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知识,通过阅读
我了解了不少的东西,《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我认识
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很多星星和星座,新认识的星星有:爱神
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个
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有的
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我们就



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我们越远,
读后感《《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最遥远的星系离
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

月亮,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迄
今在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唯一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
的“天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美,
好象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

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我
还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勾股定理”,也不知道“光年”的
距离,但是我以后通过学习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这本
书交朋友,以后,我要学习更多的天文知识。

这一周，我读完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一本书，对此，
我领略到了宇宙的浩瀚以及星球的壮丽。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太阳系里一些星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以及
测量距离的方法。本书首先介绍的是月亮，因为月亮是离地
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在人类登月之前，人们一直在探索地球
与月亮的距离，这令许多科学家头疼不已。但还是有科学家
想到了办法：先向月亮发射雷达电波，计算出往返的时间，
再根据雷达的传播速度，便可求出大概距离。当然这个数据
只是一个粗略值，随着人类科学界不断进步，地月距离大约
是38万千米。

等到人类登月后，他们就把目光放在了太阳系的中心——太
阳。太阳是一颗不动的恒星，它离地球比地球离月亮还远。
如今人类造出飞得最快的飞机——1秒飞1千米，但是如果要
飞到太阳也要飞4年九个月，可见太阳非常远。但科学家们仍
然想出了办法：当金星在轨道上正好在地球前面时，科学家
从地球两极点发射雷达电波，测量金星与太阳的角度，用视
差法测量出视差距离，就可以得到日地距离了。



科学家们把日地距离当成一个长度单位——天文单位。这
把“尺子”一直沿用至今。人们用这把“尺子”测量了火星、
金星、海王星等星球的距离。目前，人们已经测量了许多银
河系中星球的距离，人类测量的最远星系的距离距太阳系约
一百多亿光年，可见宇宙的浩瀚啊！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之大，人类探索宇宙
的功劳都归功与科学家，所以，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为祖国
做贡献。

大家知道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个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这本书，书里面讲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知识，通过阅
读我了解了不少的东西，《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我
认识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很多星星和星座，新认识的星星有：
爱神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
星……。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读后感《《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最遥
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

月亮，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
迄今在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
的“天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美，
好象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

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
我还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勾股定理”,也不知道“光年”
的距离，但是我以后通过学习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
这本书交朋友，以后，我要学习更多的天文知识。



这本书是科普名家卞毓麟所写的，它是一本写天文学的书，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里的“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
到的星星，而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
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将我们引入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天
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令我们神往的学科，它要研究的东
西是看的见、摸不着的，但它用这些看的见、摸不着的东西
令我们神往。这本书利用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来和以前的遐想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天空的喜爱和人们对天空
的赞美。而且这本书语言优美，内容丰富，让我们在看书的
时候放不下手。如果有机会，请你也看看这本书!

夜晚，天空中的繁星闪烁，谁能告诉我，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那一颗颗形状各异的星星，在让我们探索太空的奥秘。一个
个伟人为这个事业奋斗着，他们的信念将宇宙探索。到了21
世纪，人们仍在向银河系发起进攻……这本书我看得还不是
很懂，但是我觉得看后在我的记忆深处已经留下一个个流光
溢彩的画页。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
也请你一睹为快吧!

天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令人神往的学科。作者把历代天文
学家创造"量天尺"的过程娓娓道来，介绍了从近处的月亮到
极远处的类星体的距离的量、估，包含了大量的天文知识和
历史知识。作品文笔流畅，故事性强，是难得的天文科普佳
作。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本书是科普名家卞毓麟所写的，它是一
本写天文学的书，《星星离我们有多远》里的“星星”并不
是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星星，而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太阳呀、
月亮呀这些东西。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
星，它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
星们有的离我们远，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
就表示这颗星星离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
表示着这颗星星离我们越远，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
亿光年。



此书浅显易懂，在介绍天文知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思维的
启迪，从古到今，由浅入深，层层展开，不时穿插一些天文
发现的故事，既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历程，也极大的激发了读
者的阅读兴趣。

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将我们引入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天
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令我们神往的学科，它要研究的东
西是看的见、摸不着的，但它用这些看的见、摸不着的东西
令我们神往。这本书利用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来和以前的遐想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天空的喜爱和人们对天空
的赞美。而且这本书语言优美，内容丰富，让我们在看书的
时候简直是爱不释手，一秒都舍不得离开。

如果有机会，请你也看看这本书，一起探索这奇妙的宇宙，
一起走进这奇妙的天文学!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

月亮，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
迄今在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唯一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
灭的“天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
美，好象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

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
我还不明白。不知道“光年”的距离，但是我以后通过学习
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这本书交朋友，以后，我要学
习更多的天文知识。

小的时候，每天夜晚来临，抬起头来看到那一闪一闪的小星
星，它总是令我充满了着迷。我常常想:星星到底离我们有多



远？这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在这个暑假找到了答案。

暑假期间，我阅读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本书，是天文
学家卞毓麟写的。它讲述了关于天文方面的许多问题，是一
本写天文学的书。让我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星星
离我们有多远》里的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所看到的“星
星”，而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呀，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
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好，将我引入了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让
我发现天文学是一门奥秘无穷，令人神往的学科。

作者把历代天文学家创造“量天尺”的过程娓娓道来，介绍
了从近处的月亮到极远处的类星体的距离的量、估，包含了
大量的天文知识和历史知识。本书的故事性极强。使人能较
好的理解，并且增强了我们阅读的兴趣。

即使这样，我仍旧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例如:什么叫“勾股
定理”，“光年”的距离是多少，什么又叫“三定律”？但
是我以后通过学习，一定会搞明白的。

通过阅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做事要持之以恒，不能半
途而废。如果是你喜欢的事情，更不能放弃，即使它的回报
再小，甚至没有。而且要具有探索的精神和求知的欲望，最
重要的是要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具备了这些能力后，你就会
离成功近了一大步。

夜晚，天空中的繁星闪烁，那一颗颗形状各异的星星，在让
我们探索太空的奥秘。我合上书本，诵起了郭沫若的诗:“远
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
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晴朗夜里，月亮散发的柔和微光与点点繁星相融，布满深邃
的天空，或明或暗的星星闪烁跳跃。曾经，这样的夜空无数
次呈现在人类面前，引起人类思考。



现在，我像古人一般仰望星空，也不禁思考：太阳离我们有
多远？星星看起来比太阳暗，那它离我们更远吗？人们怎么
测量距离？银河系多大？我带着一切关于星空的初映象和不
解问题，打开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在没有发达科技的以前，这些问题很难解决。但仍有不少科
学家能用各种方法测量。公元前240年，埃拉托色尼就测量出
地球大小；十八世纪，拉卡伊和拉朗德用“三角法”测出地
月距离；二十世纪人们更是用“三角视差”、“分光视差”、
“造父视差”等方法，一次次扩大测量范围，知道了银河系
的形状与长度，知道了宇宙的大小。

宇宙实在太大了，就是太阳与地球的距离也要光走八分钟；
太阳向最近邻居“比邻星”打招呼也要光走4年，更何况银河
系的10万光年，宇宙的超过几千亿光年呢？地球只是无数颗
行星中的一个，这使得人们更加渴望了解宇宙，了解宇宙之
外，这个跳出常理的崭新天地。

几百年来，不少科学家前仆后继，为探索星空，探索宇宙付
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克服了太多艰辛与困难。经过一次
次实践才得出最后结论。我为他们崇高、严谨，实事求是敢
于批判的科学精神，锲而不舍的坚持而深深的感动与敬佩，
也为人类的智慧所叹服。

关上书本，我抬抬头，天空越发深蓝，星星仿佛近在眼前，
这是一个我不曾了解的新世界。我深刻体会到星空带给我的
震撼与美好，以及书本给予我的天文知识的巧妙。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如今科技发达，却仍未发现宇宙
的边缘，人类现在只是跨出了第一步。但在遥远未来，也许
我们能做到更多，能跨出太阳系，发现无穷宇宙的尽头。

夜晚，天空中的繁星闪烁……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我在《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中找到了答案……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的作者是卞毓麟，1965年南京大学天
文学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科研30余
年，1998年前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致力于科技出版。现为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特
邀编审。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天文学会常
务理事，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等。曾获全国先进科普工
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
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一等
奖、中国天文学会九十周年天文学突出贡献奖等表彰或奖励。
科普作品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月亮，是
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迄今在地
球之外留下足迹的唯一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的“天
灯”。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用各种科学方法讲解，并分析的各种
星球离我们的距离。而这本书中的数字也十分严谨。让我明
白了科学是需要严谨的。从“太阳离我们有多远”，这一章
中充分告诉了我们的理论是靠一步步的实践得出。从“明月
在何处”中，我发现科技是一步步的前进。从三角法测量我
们离月球的距离，到雷达测月再到激光测月，用的时间越来
越少，误差也越来越小，直到现在的2到3厘米。这成功的说
明了科学是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可以解开更多的谜团。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个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这本书，书里面讲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知识，通过阅读我了解
了不少的东西，我认识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很多星星和星座，



新认识的星星有：爱神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
星星，它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
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
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
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我们越远，读后感《《星星离我们有多
远》读后感》。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月亮，
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迄今在
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的“天
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美，好象
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
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我还不明白。

不知道什么叫“勾股定理”,也不知道“光年”的距离，但是
我以后通过学习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这本书交朋友，
以后，我要学习更多的天文知识。这本书是科普名家卞毓麟
所写的，它是一本写天文学的书，《星星离我们有多远》里的
“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星星，而是指宇宙中的
星座，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将
我们引入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天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
令我们神往的学科，它要研究的东西是看的见、摸不着的，
但它用这些看的见、摸不着的东西令我们神往。这本书科普
名家卞毓麟所写的，它是一本写天文学的书，《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里的“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星星，而
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

这本书我看得还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看后在我的记忆深处
已经留下一个个流光溢彩的画页。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有
一定的好处,所以也请你一睹为快吧!

打开卞毓麟写的少儿科普书——《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
可以读到大文豪郭沫若优美诗歌大作——《天上的市街》，
吊着我胃口，吸引着我读下去。作者用文学手法讲述天文知
识，如光年，秒差距，星座、亮星、银河系等概念，如何测



量月亮距离和如何飞出太阳系等有趣的知识。书中天文名人
的故事特别吸引人。如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还有日心说与
地心说之间的斗争，充满血腥。布鲁诺被罗马教廷活活烧死，
伽利略被软禁。但是人们一时错误的认识，是永远阻挡不住
真理的。一代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付出沉重代价，包括生
命。

布鲁诺为真理而坚持着。我想，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
或重于泰山，为真理而死就是天上的星星，受人仰望。每当
夜晚，遥望着那闪烁的星星，泪湿满襟。

再当我看到《银河系的真正发现》一章时，知道英国德裔天
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太伟大了!他自制口径1.22米，长达12
米反射望远镜，发现天王星、土星二颗两颗卫星和天王星两
颗卫星。他于1783年巧妙地发现太阳也有自行，论证了太阳
以17.5千米每秒速度朝武仙座方向前进，他把哥白尼太阳中
心论又推进一大步。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太阳也不是宇宙
的中心，也许，整个宇宙根本没有中心吧!

当然，书中一些内容，目前我还读不懂，如大地三角法测量
和开普勒与他的三大定律等等。他们运用了一大堆数学公式、
推算方法和天体物理知识。但这也让我明白了想当一个天文
学家要有扎实的数学功底和敏捷而严密的思维啊!在此之外，
对天文感兴趣也很重要，更重要是还要有一颗恒心，长年累
月，艰苦地观察天象，当天文学家要付出一生的心血。

宇宙啊!你到底有多远!

猜你正在找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的怎么写？那么就给你
这篇范文参考。

这一周，我读完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一本书，对此，
我领略到了宇宙的浩瀚以及星球的壮丽。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太阳系里一些星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以及
测量距离的方法。本书首先介绍的是月亮，因为月亮是离地
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在人类登月之前，人们一直在探索地球
与月亮的距离，这令许多科学家头疼不已。但还是有科学家
想到了办法：先向月亮发射雷达电波，计算出往返的时间，
再根据雷达的传播速度，便可求出大概距离。当然这个数据
只是一个粗略值，随着人类科学界不断进步，地月距离大约
是38万千米。

等到人类登月后，他们就把目光放在了太阳系的中心——太
阳。太阳是一颗不动的恒星，它离地球比地球离月亮还远。
如今人类造出飞得最快的飞机——1秒飞1千米，但是如果要
飞到太阳也要飞4年九个月，可见太阳非常远。但科学家们仍
然想出了办法：当金星在轨道上正好在地球前面时，科学家
从地球两极点发射雷达电波，测量金星与太阳的角度，用视
差法测量出视差距离，就可以得到日地距离了。

科学家们把日地距离当成一个长度单位——天文单位。这
把“尺子”一直沿用至今。人们用这把“尺子”测量了火星、
金星、海王星等星球的距离。目前，人们已经测量了许多银
河系中星球的距离，人类测量的最远星系的距离距太阳系约
一百多亿光年，可见宇宙的浩瀚啊！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之大，人类探索宇宙
的功劳都归功与科学家，所以，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为祖国
做贡献。

希望你能喜欢这篇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范文。

大家知道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这本书书里面讲了不少天文方面的知识让我了解了
不少。书中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他们组成了
一个团队。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叙述了如何用三角法测量一些天文目
标的距离、开勒普定律、金星凌日、恒星和光行差等书中还
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图片使这本书看起来生动有趣让读
者遨游在星河中无法自拔《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像“量天
尺”为我们量出每个变星、每个星系、每颗星系离我们的距
离让我们真实地认识到宇宙的巨大也让我们对太空的好奇更
近一步各类物理模型、变星的“周光关系”星系的“红移”
规律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天文人的勤奋、努力甚至一代又一代
的坚持真理为我们探索星空奠定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从变。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叙述了如何用三角法测量一些天文目
标的距离、开勒普定律、金星凌日、恒星和光行差等，书中
还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图片。使这本书看起来生动有趣，
让读者遨游在星河中无法自拔。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像“量天尺”，为我们量出每个变
星、每个星系、每颗星系离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真实地认识
到宇宙的巨大。也让我们对太空的好奇更近一步。

各类物理模型、变星的“周光关系”星系的“红移”规律等
等，让我们看到了天文人的勤奋、努力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坚
持真理，为我们探索星空奠定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从变星到超新星，从德谟克利到康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
事，一个个行星的发现都是成千上万个天文人的付出，他们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星系，了解了更多天文知识，也让
我们有了探索星系的动力。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为我们介绍了某些变星的变光周期、
星等和绝对星等的概念、恒星光谱与星等的关系、分光试差
法的可行性与局限性、球状星团…让你不禁为科学家的巧妙
方法拍案叫绝。

星星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但我们不会



停下探索的脚步

掩卷回味，古往今来，人们仰望天空，繁星点点，耿耿天河，
天街夜色，秋夕迷人，多少人在这美如画卷的景色中陶醉。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怎么写？以下是我们给你的范文格
式参考。

我第一次认识这两个词是周国平书中的一个故事：古希腊最
早的哲学家泰勒斯，有一回，他走在路上，抬头仰望天上的
星像，如此入迷，竟然一不留神踩空掉进井里，这情景被一
个姑娘看见，便嘲笑他只顾看天而忘记地上的事情。于是，
故事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的`劝诫，但只有真正的哲人才会一
哂：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的活动是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琐
事忘了看天是一种更可笑的无知。

天文学家们征服太空的第一个目标是测量地月距离，阿里斯
塔克首先提出在上弦月时，日、地、月构成直角三角形，由
此测出地月距离，太阳比月亮远19倍，后来伊巴谷又以高超
的观测技术测量了地月距离为384400千米，而这些实验全在
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古人，绝没有我们现在优越的物质条
件，他们或许还在为饥饿担忧，但这几位天文学家仰望星空，
开始探寻广阔无垠的空间。

人类始终没有停止探寻宇宙，16世纪，哥白尼引导人类认识
了太阳系，18世纪的威廉.赫歇尔又让人类认识了银河系，20
世纪的哈勃将人类的视野引向无比广阔的星系世界，把目光
放长远些，哈勃用他的2.54米反射望远镜在几个旋涡星云的
外围区域辨认出许多造父变星，并利用周光关系推算出它们
的距离，证明了m31和m33两个河外星系，打开了跨出银河
系的大门，从此人类铸造各式各样的量天尺，从几十万千米
到几十亿光年，但仍有天文学家还在努力，人类目光终将更
长远。



当然，天文学家仰望星空的同时也会注意脚下大地，那便是
小心求证。莫利纽克斯和布拉德雷共同测量恒星视差，最终
发现恒星一年里摆动40度，但布拉德雷又无法解释，直到一
次他泛舟泰晤士河，发现旗帜飘扬的奥秘，才得以将发现名
为光行差，这说明了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德国光学家夫琅
禾费改进了天文仪器，贝塞尔以此测定了天鹅61星的视差，
亨德林，斯特鲁维相继发现视差，这批锲而不舍、顽强奋战
的天文学家脚踏实地，以实打实的测量数据证明他们遥远的
思想。

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一
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
星空。”亚里士多德更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
关于两大宇宙体系的斗争中，无数科学家前仆后继，哥白尼
以30年心血，冲击宗教思想，破开束缚人们目光的枷锁，他
在书中以大量研究否定地球为中心的地心说，指出地球只是
一颗普通的行星，人类要把自己看小些，自此，多少人星夜
仰望，布鲁诺坚定捍卫哥白尼日心说，伽利略制出望远镜证
明，开普勒发现行星三大运动规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这
些科学家为捍卫真理，倾尽一切。

脚踏大地，仰望星空，人类尽量把目光放长远些，把自己看
小些。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叙述了如何用三角法测量一些天文目
标的距离、开勒普定律、金星凌日、恒星和光行差等，书中
还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图片。使这本书看起来生动有趣，
让读者遨游在星河中无法自拔。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像“量天尺”，为我们量出每个变
星、每个星系、每颗星系离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真实地认识
到宇宙的巨大。也让我们对太空的好奇更近一步。

各类物理模型、变星的“周光关系”星系的“红移”规律等



等，让我们看到了天文人的勤奋、努力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坚
持真理，为我们探索星空奠定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从变星到超新星，从德谟克利到康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
事，一个个行星的发现都是成千上万个天文人的付出，他们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星系，了解了更多天文知识，也让
我们有了探索星系的动力。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为我们介绍了某些变星的变光周期、
星等和绝对星等的概念、恒星光谱与星等的关系、分光试差
法的可行性与局限性、球状星团…让你不禁为科学家的巧妙
方法拍案叫绝。

星星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但我们不会
停下探索的脚步

掩卷回味，古往今来，人们仰望天空，繁星点点，耿耿天河，
天街夜色，秋夕迷人，多少人在这美如画卷的景色中陶醉。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篇三

阅读后的感觉是指通过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文章、
几句名言和一段音乐所写的文章。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
欢迎品鉴！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叙述了如何用三角法测量一些天文目
标的距离、开勒普定律、金星凌日、恒星和光行差等，书中
还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图片。使这本书看起来生动有趣，
让读者遨游在星河中无法自拔。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像“量天尺”，为我们量出每个变
星、每个星系、每颗星系离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真实地认识



到宇宙的巨大。也让我们对太空的好奇更近一步。

各类物理模型、变星的“周光关系”星系的“红移”规律等
等，让我们看到了天文人的勤奋、努力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坚
持真理，为我们探索星空奠定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从变星到超新星，从德谟克利到康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
事，一个个行星的发现都是成千上万个天文人的付出，他们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星系，了解了更多天文知识，也让
我们有了探索星系的动力。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为我们介绍了某些变星的变光周期、
星等和绝对星等的概念、恒星光谱与星等的关系、分光试差
法的可行性与局限性、球状星团…让你不禁为科学家的巧妙
方法拍案叫绝。

星星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但我们不会
停下探索的脚步

掩卷回味，古往今来，人们仰望天空，繁星点点，耿耿天河，
天街夜色，秋夕迷人，多少人在这美如画卷的景色中陶醉。

小的时候，每天夜晚来临，抬起头来看到那一闪一闪的小星
星，它总是令我充满了着迷。我常常想:星星到底离我们有多
远？这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在这个暑假找到了答案。

暑假期间，我阅读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本书，是天文
学家卞毓麟写的。它讲述了关于天文方面的许多问题，是一
本写天文学的书。让我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星星
离我们有多远》里的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所看到的“星
星”，而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呀，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
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好，将我引入了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让
我发现天文学是一门奥秘无穷，令人神往的学科。



作者把历代天文学家创造“量天尺”的过程娓娓道来，介绍
了从近处的月亮到极远处的类星体的距离的量、估，包含了
大量的天文知识和历史知识。本书的故事性极强。使人能较
好的理解，并且增强了我们阅读的兴趣。

即使这样，我仍旧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例如:什么叫“勾股
定理”，“光年”的距离是多少，什么又叫“三定律”？但
是我以后通过学习，一定会搞明白的。

通过阅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做事要持之以恒，不能半
途而废。如果是你喜欢的事情，更不能放弃，即使它的回报
再小，甚至没有。而且要具有探索的精神和求知的欲望，最
重要的是要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具备了这些能力后，你就会
离成功近了一大步。

夜晚，天空中的繁星闪烁，那一颗颗形状各异的星星，在让
我们探索太空的奥秘。我合上书本，诵起了郭沫若的诗:“远
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
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这一周，我读完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一本书，对此，
我领略到了宇宙的浩瀚以及星球的壮丽。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太阳系里一些星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以及
测量距离的方法。本书首先介绍的是月亮，因为月亮是离地
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在人类登月之前，人们一直在探索地球
与月亮的距离，这令许多科学家头疼不已。但还是有科学家
想到了办法：先向月亮发射雷达电波，计算出往返的时间，
再根据雷达的传播速度，便可求出大概距离。当然这个数据
只是一个粗略值，随着人类科学界不断进步，地月距离大约
是38万千米。

等到人类登月后，他们就把目光放在了太阳系的中心——太
阳。太阳是一颗不动的恒星，它离地球比地球离月亮还远。



如今人类造出飞得最快的飞机——1秒飞1千米，但是如果要
飞到太阳也要飞4年九个月，可见太阳非常远。但科学家们仍
然想出了办法：当金星在轨道上正好在地球前面时，科学家
从地球两极点发射雷达电波，测量金星与太阳的角度，用视
差法测量出视差距离，就可以得到日地距离了。

科学家们把日地距离当成一个长度单位——天文单位。这
把“尺子”一直沿用至今。人们用这把“尺子”测量了火星、
金星、海王星等星球的距离。目前，人们已经测量了许多银
河系中星球的距离，人类测量的最远星系的距离距太阳系约
一百多亿光年，可见宇宙的浩瀚啊！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之大，人类探索宇宙
的功劳都归功与科学家，所以，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为祖国
做贡献。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叙述了如何用三角法测量一些天文目
标的距离、开勒普定律、金星凌日、恒星和光行差等，书中
还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图片。使这本书看起来生动有趣，
让读者遨游在星河中无法自拔。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像“量天尺”，为我们量出每个变
星、每个星系、每颗星系离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真实地认识
到宇宙的巨大。也让我们对太空的好奇更近一步。

各类物理模型、变星的“周光关系”星系的“红移”规律等
等，让我们看到了天文人的勤奋、努力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坚
持真理，为我们探索星空奠定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从变星到超新星，从德谟克利到康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
事，一个个行星的发现都是成千上万个天文人的付出，他们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星系，了解了更多天文知识，也让
我们有了探索星系的动力。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为我们介绍了某些变星的变光周期、
星等和绝对星等的概念、恒星光谱与星等的关系、分光试差
法的可行性与局限性、球状星团…让你不禁为科学家的巧妙
方法拍案叫绝。

星星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但我们不会
停下探索的脚步

掩卷回味，古往今来，人们仰望天空，繁星点点，耿耿天河，
天街夜色，秋夕迷人，多少人在这美如画卷的景色中陶醉。

大家知道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个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这本书,书里面讲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知识,通过阅读
我了解了不少的东西,《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我认识
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很多星星和星座,新认识的星星有:爱神
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个
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有的
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我们就
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我们越远,
读后感《《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最遥远的星系离
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

月亮,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迄
今在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唯一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
的“天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美,
好象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

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我
还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勾股定理”,也不知道“光年”的
距离,但是我以后通过学习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这本
书交朋友,以后,我要学习更多的天文知识。



我一直认为，天文是一门神秘而又梦幻的学科，因为它能观
察到夜晚出没的星星，了解宇宙的概念，知道行星的特性。

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情，我翻开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本
书，本书是由天文学家卞毓麟写的。作者用文学手法讲述了
一个个天文知识，例如光年、星座、银河系等等的一系列概
念。还有怎么测量月亮距离、如何飞出太阳系等的妙趣横生
的知识。

还有一些天文学家的故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的斗争，发明
望远镜的伽利略因为当时人们的愚昧，而被软禁。布鲁诺被
活活烧死。不过即使这样，人们探索真理的心依旧炙热，还
有众多天文学家为了真理，甚至付出了生命。

当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制作出了长12米的反射望远镜，
发现了天王星和土星的各两颗卫星，在1783年时又发现了太
阳也会自行，进一步验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后来人们得
出了，太阳并非宇宙的中心这个结论。

由此说明了事实是需要进行探索，一步步地去验证。

本书让我对天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但是文中有些东
西我依旧不明白，如大地三角测量和开普勒与他的三大定律。
不过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尽力去了解。

夜晚，我看着那些夜空中的星星，才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颗
星星，还是无数天文学家付诸的心血，我们做事应当不断去
探求真理，而不是一味的相信权威，敢于质疑，做事要持之
以恒，不能半途而废，要有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样我们才能
离成功更进一步。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叙述了如何用三角法测量一些天文目
标的距离、开勒普定律、金星凌日、恒星和光行差等，书中
还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图片。使这本书看起来生动有趣，



让读者遨游在星河中无法自拔。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像“量天尺”，为我们量出每个变
星、每个星系、每颗星系离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真实地认识
到宇宙的巨大。也让我们对太空的好奇更近一步。

各类物理模型、变星的“周光关系”星系的“红移”规律等
等，让我们看到了天文人的勤奋、努力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坚
持真理，为我们探索星空奠定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从变星到超新星，从德谟克利到康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
事，一个个行星的发现都是成千上万个天文人的付出，他们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星系，了解了更多天文知识，也让
我们有了探索星系的动力。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为我们介绍了某些变星的变光周期、
星等和绝对星等的概念、恒星光谱与星等的关系、分光试差
法的可行性与局限性、球状星团…让你不禁为科学家的巧妙
方法拍案叫绝。

星星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但我们不会
停下探索的脚步

掩卷回味，古往今来，人们仰望天空，繁星点点，耿耿天河，
天街夜色，秋夕迷人，多少人在这美如画卷的景色中陶醉。

夜晚，天空中的繁星闪烁……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我在《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中找到了答案……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的作者是卞毓麟，1965年南京大学天
文学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科研30余
年，1998年前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致力于科技出版。现为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特



邀编审。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天文学会常
务理事，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等。曾获全国先进科普工
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
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一等
奖、中国天文学会九十周年天文学突出贡献奖等表彰或奖励。
科普作品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月亮，是
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迄今在地
球之外留下足迹的唯一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的“天
灯”。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用各种科学方法讲解，并分析的各种
星球离我们的距离。而这本书中的数字也十分严谨。让我明
白了科学是需要严谨的。从“太阳离我们有多远”，这一章
中充分告诉了我们的理论是靠一步步的实践得出。从“明月
在何处”中，我发现科技是一步步的前进。从三角法测量我
们离月球的距离，到雷达测月再到激光测月，用的时间越来
越少，误差也越来越小，直到现在的2到3厘米。这成功的说
明了科学是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可以解开更多的谜团。

打开卞毓麟写的少儿科普书——《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
可以读到大文豪郭沫若优美诗歌大作——《天上的市街》，
吊着我胃口，吸引着我读下去。作者用文学手法讲述天文知
识，如光年，秒差距，星座、亮星、银河系等概念，如何测
量月亮距离和如何飞出太阳系等有趣的知识。书中天文名人
的故事特别吸引人。如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还有日心说与
地心说之间的斗争，充满血腥。布鲁诺被罗马教廷活活烧死，
伽利略被软禁。但是人们一时错误的认识，是永远阻挡不住
真理的。一代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付出沉重代价，包括生



命。

布鲁诺为真理而坚持着。我想，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
或重于泰山，为真理而死就是天上的星星，受人仰望。每当
夜晚，遥望着那闪烁的星星，泪湿满襟。

再当我看到《银河系的真正发现》一章时，知道英国德裔天
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太伟大了!他自制口径1.22米，长达12
米反射望远镜，发现天王星、土星二颗两颗卫星和天王星两
颗卫星。他于1783年巧妙地发现太阳也有自行，论证了太阳
以17.5千米每秒速度朝武仙座方向前进，他把哥白尼太阳中
心论又推进一大步。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太阳也不是宇宙
的中心，也许，整个宇宙根本没有中心吧!

当然，书中一些内容，目前我还读不懂，如大地三角法测量
和开普勒与他的三大定律等等。他们运用了一大堆数学公式、
推算方法和天体物理知识。但这也让我明白了想当一个天文
学家要有扎实的数学功底和敏捷而严密的思维啊!在此之外，
对天文感兴趣也很重要，更重要是还要有一颗恒心，长年累
月，艰苦地观察天象，当天文学家要付出一生的心血。

宇宙啊!你到底有多远!

天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令人神往的学科。作者把历代天文
学家创造"量天尺"的过程娓娓道来，介绍了从近处的月亮到
极远处的类星体的距离的量、估，包含了大量的天文知识和
历史知识。作品文笔流畅，故事性强，是难得的天文科普佳
作。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本书是科普名家卞毓麟所写的，它
是一本写天文学的书，《星星离我们有多远》里的“星星”
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星星，而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太
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此书浅显
易懂，在介绍天文知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思维的启迪，从
古到今，由浅入深，层层展开，不时穿插一些天文发现的故
事，既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历程，也极大的激发了读者的阅读
兴趣。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将我们引入神秘的天文学的大
门。

天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令我们神往的学科，它要研究的
东西是看的见、摸不着的，但它用这些看的见、摸不着的东
西令我们神往。这本书利用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来和以前的遐
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天空的喜爱和人们对天
空的赞美。而且这本书语言优美，内容丰富，让我们在看书
的时候简直是爱不释手，一秒都舍不得离开。如果有机会，
请你也看看这本书，一起探索这奇妙的宇宙，一起走进这奇
妙的天文学!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

月亮，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
迄今在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唯一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
灭的“天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
美，好象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

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
我还不明白。不知道“光年”的距离，但是我以后通过学习
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这本书交朋友，以后，我要学
习更多的天文知识。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个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这本书，书里面讲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知识，通过阅读我了解
了不少的东西，我认识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很多星星和星座，
新认识的星星有：爱神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
星星，它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
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
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
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我们越远，读后感《《星星离我们有多
远》读后感》。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月亮，
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迄今在
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的“天
灯”。书中的一首诗叫“天上的市街”写的非常的美，好象
把我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
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我还不明白。

不知道什么叫“勾股定理”,也不知道“光年”的距离，但是
我以后通过学习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这本书交朋友，
以后，我要学习更多的天文知识。这本书是科普名家卞毓麟
所写的，它是一本写天文学的书，《星星离我们有多远》里的
“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星星，而是指宇宙中的
星座，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将
我们引入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天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
令我们神往的学科，它要研究的东西是看的见、摸不着的，
但它用这些看的见、摸不着的东西令我们神往。这本书科普
名家卞毓麟所写的，它是一本写天文学的书，《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里的“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星星，而
是指宇宙中的星座，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

这本书我看得还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看后在我的记忆深处
已经留下一个个流光溢彩的画页。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有
一定的好处,所以也请你一睹为快吧!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篇四

这一周，我读完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一本书，对此，
我领略到了宇宙的浩瀚以及星球的壮丽。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太阳系里一些星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以及
测量距离的方法。本书首先介绍的是月亮，因为月亮是离地
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在人类登月之前，人们一直在探索地球
与月亮的距离，这令许多科学家头疼不已。但还是有科学家
想到了办法：先向月亮发射雷达电波，计算出往返的时间，
再根据雷达的传播速度，便可求出大概距离。当然这个数据
只是一个粗略值，随着人类科学界不断进步，地月距离大约
是38万千米。

等到人类登月后，他们就把目光放在了太阳系的中心——太
阳。太阳是一颗不动的恒星，它离地球比地球离月亮还远。
如今人类造出飞得最快的飞机——1秒飞1千米，但是如果要
飞到太阳也要飞4年九个月，可见太阳非常远。但科学家们仍
然想出了办法：当金星在轨道上正好在地球前面时，科学家
从地球两极点发射雷达电波，测量金星与太阳的角度，用视
差法测量出视差距离，就可以得到日地距离了。

科学家们把日地距离当成一个长度单位——天文单位。这
把“尺子”一直沿用至今。人们用这把“尺子”测量了火星、
金星、海王星等星球的距离。目前，人们已经测量了许多银
河系中星球的距离，人类测量的最远星系的距离距太阳系约
一百多亿光年，可见宇宙的浩瀚啊!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之大，人类探索宇宙
的功劳都归功与科学家，所以，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为祖国
做贡献。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读后感篇五

这一周，我读完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一本书，对此，
我领略到了宇宙的浩瀚以及星球的壮丽。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太阳系里一些星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以及
测量距离的方法。本书首先介绍的是月亮，因为月亮是离地
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在人类登月之前，人们一直在探索地球
与月亮的距离，这令许多科学家头疼不已。但还是有科学家
想到了办法：先向月亮发射雷达电波，计算出往返的时间，
再根据雷达的传播速度，便可求出大概距离。当然这个数据
只是一个粗略值，随着人类科学界不断进步，地月距离大约
是38万千米。

等到人类登月后，他们就把目光放在了太阳系的中心——太
阳。太阳是一颗不动的恒星，它离地球比地球离月亮还远。
如今人类造出飞得最快的飞机——1秒飞1千米，但是如果要
飞到太阳也要飞4年九个月，可见太阳非常远。但科学家们仍
然想出了办法：当金星在轨道上正好在地球前面时，科学家
从地球两极点发射雷达电波，测量金星与太阳的角度，用视
差法测量出视差距离，就可以得到日地距离了。

科学家们把日地距离当成一个长度单位——天文单位。这
把“尺子”一直沿用至今。人们用这把“尺子”测量了火星、
金星、海王星等星球的距离。目前，人们已经测量了许多银
河系中星球的距离，人类测量的最远星系的距离距太阳系约
一百多亿光年，可见宇宙的浩瀚啊!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之大，人类探索宇宙
的功劳都归功与科学家，所以，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为祖国
做贡献。

我一直认为，天文是一门神秘而又梦幻的学科，因为它能观
察到夜晚出没的星星，了解宇宙的概念，知道行星的特性。



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情，我翻开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这本
书，本书是由天文学家卞毓麟写的。作者用文学手法讲述了
一个个天文知识，例如光年、星座、银河系等等的一系列概
念。还有怎么测量月亮距离、如何飞出太阳系等的妙趣横生
的知识。

还有一些天文学家的故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的斗争，发明
望远镜的伽利略因为当时人们的愚昧，而被软禁。布鲁诺被
活活烧死。不过即使这样，人们探索真理的心依旧炙热，还
有众多天文学家为了真理，甚至付出了生命。

当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制作出了长12米的反射望远镜，
发现了天王星和土星的各两颗卫星，在1783年时又发现了太
阳也会自行，进一步验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后来人们得
出了，太阳并非宇宙的中心这个结论。

由此说明了事实是需要进行探索，一步步地去验证。

本书让我对天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但是文中有些东
西我依旧不明白，如大地三角测量和开普勒与他的三大定律。
不过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尽力去了解。

夜晚，我看着那些夜空中的星星，才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颗
星星，还是无数天文学家付诸的心血，我们做事应当不断去
探求真理，而不是一味的相信权威，敢于质疑，做事要持之
以恒，不能半途而废，要有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样我们才能
离成功更进一步。

夏日夜晚，群星闪耀，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默背着《天上
的街市》，不禁思考，“牛郎”和“织女”真的只隔着一
条“不甚宽广的天河”吗?于是，拿起手边这本《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翻开了第一页。读完之后，我才知道，如果“牛
郎”和“织女”若真想相会，就是以光速行进，也需要16年，
所以根本不可能一年相会一次。



在阅读的同时，我发现天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令人神往的
学科。这本书将历代天文学家创造“量天尺”的过程铺陈开
来，向我们从近到远的介绍了月球及其他天体。这本书既蕴
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又穿插着介绍了历史人物与背景。让
读者在了解科学的同时，又知道了历史人物探索天文的精神。
这本书立意清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作者把天文故事讲
得生动有趣，是一部难得的天文科普佳作。通过阅读这本书，
我知道了科学其实是一门美妙的艺术，，人人都可以走进科
学，就像聆听古典音乐一般，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
程丰富多彩，而这本书就是培养我们科学兴趣的必由之路。
每当夜色悄然降临，遥望静谧的天际，明月当空，繁星如织，
茫茫宇宙总是令大地上的人们心往神怡，正因为我们感知，
理解，观察到的部分知识沧海一粟，才会去更加执着的探索
宇宙的奥妙。

大家知道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吗?上个星期我读了《星星离我们
有多远》这本书，书里面讲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知识，通过阅
读我了解了不少的东西。我认识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很多星
星和星座，新认识的星星有：爱神星、水星、金星、火星、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书里面讲了银河系中的星团有上百万颗星星，它们组成了一
个团队，就像警察分成几个团队一样，星星们有的离我们远，
有的离我们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亮，就表示这颗星星离
我们就越近，星星的亮光看起来越暗，就表示着这颗星星离
我们越远。最遥远的星系离我们达一百多亿光年。

月亮，是人类飞出地球、步入太空的第一个中途站，是人类
迄今在地球之外留下足迹的星球。月亮，仿佛是一盏不灭
的“天灯”。书中的对星空的描写写的非常的美，好象把我
们带入美丽星空的意境中。

阅读完这本书，虽然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书中讲的好多知识
我还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三角网”,也不知道“秒差距”



的距离，但是我以后通过学习肯定会搞明白的。我很高兴和
这本书交朋友，以后，我要学习更多的天文知识。

这本书是科普名家卞毓麟所写的，《星星离我们有多远》里的
“星星”并不是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星星，而是指宇宙中的
星座，太阳呀、月亮呀这些东西。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将
我们引入神秘的天文学的大门。天文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
令我们神往的学科，它要研究的东西是看的见、摸不着的，
但它用这些看的见、摸不着的东西令我们神往。这本书利用
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来和以前的遐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
了作者对天空的'喜爱和人们对天空的赞美。而且这本书语言
优美，内容丰富，让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放不下手。如果有机
会，请你也看看这本书!

夜晚，天空中的繁星闪烁，谁能告诉我，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那一颗颗形状各异的星星，在让我们探索太空的奥秘。一个
个伟人为这个事业奋斗着，他们的信念将宇宙探索。到了21
世纪，人们仍在向银河系发起进攻……这本书我看得还不是
很懂，但是我觉得看后在我的记忆深处已经留下一个个流光
溢彩的画页。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
也请你一睹为快吧!

夜晚，漫天星星在头顶闪烁。每当我仰望星空时，总会有一
个问题--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叙述了如何用三角法测量一些天文目
标的距离、开勒普定律、金星凌日、恒星和光行差等，书中
还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图片。使这本书看起来生动有趣，
让读者遨游在星河中无法自拔。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就像“量天尺”，为我们量出每个变
星、每个星系、每颗星系离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真实地认识
到宇宙的巨大。也让我们对太空的好奇更近一步。



各类物理模型、变星的“周光关系”星系的“红移”规律等
等，让我们看到了天文人的勤奋、努力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坚
持真理，为我们探索星空奠定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从变星到超新星，从德谟克利到康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
事，一个个行星的发现都是成千上万个天文人的付出，他们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星系，了解了更多天文知识，也让
我们有了探索星系的动力。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为我们介绍了某些变星的变光周期、
星等和绝对星等的概念、恒星光谱与星等的关系、分光试差
法的可行性与局限性、球状星团…让你不禁为科学家的巧妙
方法拍案叫绝。

星星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但我们不会
停下探索的脚步

掩卷回味，古往今来，人们仰望天空，繁星点点，耿耿天河，
天街夜色，秋夕迷人，多少人在这美如画卷的景色中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