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万物简史的读书笔记(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万物简史的读书笔记篇一

经过同学和小伙伴的推荐，这个寒假我读了《万物简史》这
本科学书。它的作者是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我觉得这本
书内容很精彩，而且读后有很多感悟。

书中讲述了科学史上那些伟大而奇妙的时刻：宇宙起源于一
个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的奇点；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使北
美洲和欧洲北部地区变得更加寒冷；18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
坦博士拉火山喷发，喷涌而出的熔岩以及相伴而来的海啸夺
走了10万人的生命；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活
火山“；达尔文居然为蚯蚓弹起了钢琴；牛顿将一根大针眼
缝针插进眼窝，为的只是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富兰克林
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里放风筝；卡文迪许在自己身上做电
击强度实验，竟然到了失去知觉的地步……全书从科学发展
史的角度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
去？“这一千古话题作了极为精当的描写，每一个人在阅读
此书之后，都会对生命、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全新的感
悟。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感叹：在科学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
的同时，人类的一些发明又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巨大的
伤害，比如：海洋危害、大气污染、动物濒临灭绝……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引起重视，从自身做起，保护我们的家园！



万物简史的读书笔记篇二

科学家们的奇闻异事：达尔文居然为蚯蚓弹起了钢琴;牛顿将
一根大针眼缝针插进眼窝，为的只是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富兰克林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里放风筝;卡文迪许在自己身
上做电击强度实验，竟然到了失去知觉的地步;卡尔。威尔海
姆。舍勒习惯亲自“品尝”一下发现的化学元素，最后死
于“汞中毒”;爱因斯坦在还是一个专利局三级审查员时，发
表了几篇足以改变历史的论文，但是却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去
重视他，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重视专利局职员发表的东西。于
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遭到后来在申请大学讲师、中学教
员时的拒绝!

神奇的原子：原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它是没有生命的，但，
它又是组成世间万物的物质(包括人、动物、植物、石头、土、
化学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时空中，所有的东西
都是死的。

太有趣了!太奇妙了!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吗?那就去看这本书
吧!记住——《万物简史》。

万物简史的读书笔记篇三

最初从同事那看见这本书，我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因为根
据认识，某某简史，总是一堆的乱七八糟词汇加深奥难解或
者是屁话一堆。既然他推荐说不错，我就拿回来看看。

吃过晚饭，翻开书目，哟，内容还很广泛，从宏观到微观都
有涉及。翻翻几页就想到头睡觉。搁置一段时间想起来就翻
翻，后来到渐渐进入作者的世界，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
从未接触过的新奇思想世界里。

《万物简史》从宏观到微观，大到宇宙，小到微生物，从现
有的考古，考察资料中客观的阐述世界的起源，推测尽可能



的情况。尽管还不慎完善。从宇宙初起细胞的生长，经过各
种恶劣的环境繁殖、毁灭、变迁，变异到现在我们所看见的
万花世界。有资料也惊人的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人是微生物
的寄生体，为什么我们人会存在？那是因为这些微生物允许
我们存在，所以才存在。这真的颠覆了我以前一直以来认为
是人主宰世界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冲击力。从头到脚看下来，
我认识人的渺小，世界的浩大，微生物的精细，万物的如此
巧合存在。

在简史里推测的各个例子中，人们孜孜不倦的探索事实的真
相。他们在探索世界真相，而我也在同时观察这些推动历史
进程，或者说是还原古代真实世界原貌的人们的共同点。可
以有两点是很明显的：

（1）这些人家境都不错，有些甚至是伯爵。当然，要做考古，
探寻类的工作必须不为金钱所累。大的大千世界，那些伟人
们，家境都还不错，这样才能安心的去追求自己向往的学科。
所以想要成事，先要有资本。

（2）大多有些怪癖，小的，大的不一而足。现在大家说的天
才大都异于常人，所以我们生活中那些不一样的人才更有可
能推动世界的发展，因为固执，因为专一，没时间去考虑世
俗纷扰，自然的单纯的有些要命。却也有更多的精力去专注
一件事情，并做出成就。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一族。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从宇宙开始到现在算一天24小
时的话，我们现在了解的，所谓的最长历史也不过十几分钟
的时间。可知我们存在是如此的幸运而又渺小。而对于未来，
或许过个几十亿年，我们人类不幸的没能通过设置的重重障
碍，消失了。另一种生物取代我们继续生存下去。延续下去。
那，想想现在生活中的纷扰，又有何可计较的？不过是沧海
一粟，何不尽情而活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想得开，看
的远，摒弃杂念，生活会如初开的花朵一般绚丽，鲜艳夺目。



万物简史的读书笔记篇四

看到这书的名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本书的内容一定很庞
杂。因为以前也有读过好些科普类的书，能够将书的名字写成
“万物简史”的，这就是第一本了。大学以前有看过好几本
霍金的书，总体上，他的书传说中很浅显，但是要是认真读
下去，会发现还是很复杂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理解。

我原以为这本书也会很复杂，但是翻开目录就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它没有给出那种十分前卫的名词，诸如“选择历
史”、“弦理论”、“表象奇迹”之类的名词。而是一些很
平易近人的如“爱因斯坦的宇宙”、“欢迎来到太阳系”之
类的短句。作为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我意识到这将是一本更
接近我们普通人的书籍。

首先要承认的是我没有将这本书全部看完，所能说的也不是
全面的。

看到这本书时，它确实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没有用
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给你讲诉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而是从
很多侧面让你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还有一个事实。

它会给出很多相关性的描述，我觉得是非常生动的。比如，
其中有段关于牛顿的描述：他聪明过人，而又离群索居，沉
闷无趣，敏感多疑，注意力很不集中，干得出非常有趣的怪
事。

并没有像传统教科书中那样：聪明好学，勤奋努力，18岁就
进入了剑桥的三一学院，二十几岁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让一切看来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而科学家的形象就是坐在
一间小屋里冥思苦想，最后得出了惊世结论。

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教科书上
一些个性就被磨灭了，留给人的印象就是各种职业形象。



另外，“万物简史”中也体现了科学研究中的困难与艰辛。
那段关于1735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秘鲁远征，让人体会到了
两个世纪前的让人感受到了法国人的坚强。而富兰克林不顾
危险去放风筝，也让我看到了美国人的执著。而这点是很可
贵的，因为科学研究确实是一件耗时间、耗精的事情。然而
我们中国学生对这方面的接触的并不多，通常情况下，我们
的学习模式是先看看公式，再看看推倒过程，最后把两个都
记住就行了。

而在科学研究中这样的态度是不太好的。一个人一生的科学
研究中很难总结出很多的公式、结论，原因就在于其中的复
杂性，而这个正是经常被我们忽视的，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
复杂性，这样才能在将来的科研道路中克服重重困难，而不
是半途而废。

其中有一段故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在一次公开课上看到的。
大致是这样的：斯特恩老先生在听了一次报告会之后，决定
去验证空间量子化。于是他就找了博士生盖拉赫和他一起去
做实验。结果是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依旧是没有结果。经费
不足，再加上一战战败，德国的各种物资十分缺乏，日子过
得也是相当清苦。最后还是再一次偶然中才发现了结果，可
贵的是他们坚持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stern—gerlach实验。

也许生命的奇迹不在于一个物种的繁荣，而是一群物种的兴
盛。

万物简史的读书笔记篇五

看到这书的名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本书的内容一定很庞
杂。因为以前也有读过好些科普类的书，能够将书的名字写成
“万物简史”的，这就是第一本了。大学以前有看过好几本
霍金的书，总体上，他的书传说中很浅显，但是要是认真读
下去，会发现还是很复杂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理解。



我原以为这本书也会很复杂，但是翻开目录就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它没有给出那种十分前卫的名词，诸如“选择历
史”、“弦理论”、“表象奇迹”之类的名词。而是一些很
平易近人的如“爱因斯坦的宇宙”、“欢迎来到太阳系”之
类的短句。作为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我意识到这将是一本更
接近我们普通人的书籍。

首先要承认的是我没有将这本书全部看完，所能说的也不是
全面的。

看到这本书时，它确实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没有用
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给你讲诉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而是从
很多侧面让你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还有一个事实。

它会给出很多相关性的描述，我觉得是非常生动的。比如，
其中有段关于牛顿的描述：他聪明过人，而又离群索居，沉
闷无趣，敏感多疑，注意力很不集中，干得出非常有趣的怪
事。

并没有像传统教科书中那样：聪明好学，勤奋努力，18岁就
进入了剑桥的三一学院，二十几岁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让一切看来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而科学家的形象就是坐在
一间小屋里冥思苦想，最后得出了惊世结论。

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教科书上
一些个性就被磨灭了，留给人的印象就是各种职业形象。

另外，“万物简史”中也体现了科学研究中的困难与艰辛。
那段关于1735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秘鲁远征，让人体会到了
两个世纪前的让人感受到了法国人的坚强。而富兰克林不顾
危险去放风筝，也让我看到了美国人的执著。而这点是很可
贵的，因为科学研究确实是一件耗时间、耗精的事情。然而
我们中国学生对这方面的接触的并不多，通常情况下，我们
的学习模式是先看看公式，再看看推倒过程，最后把两个都



记住就行了。

而在科学研究中这样的态度是不太好的。一个人一生的科学
研究中很难总结出很多的公式、结论，原因就在于其中的复
杂性，而这个正是经常被我们忽视的，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
复杂性，这样才能在将来的科研道路中克服重重困难，而不
是半途而废。

其中有一段故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在一次公开课上看到的。
大致是这样的：斯特恩老先生在听了一次报告会之后，决定
去验证空间量子化。于是他就找了博士生盖拉赫和他一起去
做实验。结果是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依旧是没有结果。经费
不足，再加上一战战败，德国的各种物资十分缺乏，日子过
得也是相当清苦。最后还是再一次偶然中才发现了结果，可
贵的是他们坚持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stern-gerlach实验。

也许生命的奇迹不在于一个物种的繁荣，而是一群物种的兴
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