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底两万里读后感(实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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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一

《海底两万里》是一本科幻小说，作者凡尔纳在写这本书时，
电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他却能写出紧张而刺激的海底探险
故事，让读者沉浸于神奇而美丽的海底世界，使人身临其境。
我想就算是在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也很难找到书中所
写的“鹦鹉螺号”一样的潜水艇。

作者以追踪“海怪”为引子，为我们演绎出一个个惊险万分
故事。神秘海怪，海底宝藏，惊险南极……在这些故事里又
让我们学习到有关海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读完这本书，我深有感触：想象幻想是作者秀的特性，在那
没有电灯的时代里，放开思维、敢于想象，作者居然能写出
一艘先进的潜艇，写出一个美丽的海洋世界，这需要多大的
思维想象力啊!作者象一名先知，能预知未来，把海底世界写
得惟妙惟肖。可光靠幻想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识。作者
用一些精确的数字来表明潜艇的方位，表现了作者渊博的知
识，这使得原来虚幻的潜艇变得十分真实!

幻想与学识，组成了一部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二

故事发生在1866年，法国人阿尤纳斯，一位生物学家，应邀
赴美参加一项科学考察活动。这时，海上出了个“怪物”，



把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科考活动结束之后，生物学家正准
备返回法国，却接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于是登上了一艘驱
逐舰，参与“猎杀怪物”的活动。

经过千辛万苦，“怪物”未被清除，驱逐舰反被“怪物”重
撞，生物学家和他的仆人康塞尔以及为清除“怪物”被特意
请到驱逐舰上来的一名加拿大捕鲸手，都成了“怪物”的俘
虏!“怪物”其实是一艘不为人知的潜水艇，叫“鹦鹉螺”号。

从阿尤纳斯教授住在潜水船开始，尼摩船长便邀请他们参加
了一次奇妙、惊险的海底探险旅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
过了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火海、南极
以及阿拉伯海底隧道。看到了许多稀罕的海生动植和深海鱼，
以及各种各样的水中奇异景象。还有遗址，其中包括著名的
沉没城市亚特兰蒂斯——一个拥有于希腊相当历史文化的文
明古国。他们还受到了土人、大章鱼和鲨鱼的袭击;在冰山，
还差一点就窒息而死。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的时候，阿尤
纳斯教授和康塞儿、尼德三人不辞而别，阿尤纳斯把他所有
知道的海底秘密和“鹦鹉螺”号潜水艇公之于世。

看了这本书，我受益匪浅，人不能就这样无欲无求地活下去，
要有追求，有理想，而这所有的一切都缘于知识。没有人类
解决不了的困难，奋斗下去就一定会有辉煌的一天。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三

由于这个寒假有些不一样，人们只能待在家里，尽量少去走
动，我在家里写完作业后，看见书桌上有一本“尘封”的
书——《海底两万里》我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去观看。

故事发生在1866，一个巨大的海底生物，并且活动异常灵活，
速度快的惊人，许许多多船长一次又一次的遇见他，就连许
多科学家都无法解释这一神秘“怪物”!



于是，我们的主角阿龙纳斯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去消灭这个
怪物!他和团队聚集于林肯号，商量着用什么办法，但是最后
还是以失败告终，他们还有一位尼德兰水手来到尼莫的船上，
海底旅行在逃跑路上。

故事中我最喜欢“美丽的海森林”这章，这里主要描写了作
者在克里斯波森林的旅行，海底森林各种各样的生物让人目
不暇接，神秘的小鱼，发光的珊瑚礁，在水里漫步时，遇见
这些美景，真是让人心旷神怡!这可能是尼摩船长最引以为傲
的领地吧，因为这不仅美，让人向往，还表达了船长想创建
一个温暖，美丽，没有战役的家园啊!这应该是船长最大的愿
望了!

作者儒勒·凡尔纳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科学时
代的预言家。我想，他可能不仅仅想给读者带去科学知识，
还想为人民带来一些道理吧!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四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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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海底两万里个人读后感，欢
迎阅读!

海底两万里，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它告诉了我各个我不懂的
美丽的岛屿，它告诉了我康塞尔是何等的忠诚，还告诉了我
许多我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非常佩服的是他们都不自私
自利，我佩服阿尤纳斯教授的乐观向上精神;佩服教授的仆人
康塞尔对主子的忠心耿耿与无私精神;佩服尼摩船长的勇气，
和他那见到朋友有危险的时候就会奋不顾身的去营救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还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我推
向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波
澜壮阔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刻画交替出现。读书引人入胜，
欲罢不能。这的确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法国人阿罗纳克斯，一位博物学家，应邀赴美参加一项科学
考察活动。其时，海上出了个怪物，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科考活动结束之后，博物学家正准备束装就道，返回法国，
却接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于是改弦更张，登上了一艘驱逐
舰，参与“把那个怪物从海洋中清除出去”的活动。经过千
辛万苦，“怪物”未被清除，驱逐舰反被“怪物”重创，博
物学家和他的仆人以及为清除“怪物”被特意请到驱逐舰上
来的一名捕鲸手，都成了“怪物”的俘虏!“怪物”非他，原
来是一艘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潜水艇，名“鹦鹉螺”号。潜艇
对俘虏倒也优待;只是，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潜艇艇长内莫
从此永远不许他们离开。阿罗纳克斯一行别无选择，只能跟
着潜水艇周游各大洋。十个月之后，这三个人终于在极其险
恶的情况下逃脱，博物学家才得以把这件海底秘密公诸于世。
《海底两万里》写的主要是他们在这十个月里的经历。

“鹦鹉螺”号艇长内莫又是个身世不明之人，他逃避人类，
蛰居海底，而又隐隐约约和陆地上的某些人有一种特殊联系。
凡此种种，都给小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既是小说，人物
当然是虚构的，作家给“鹦鹉螺”号艇长取的拉丁文名字，
更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内莫”，在拉丁文里是子
虚乌有的意思。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把他描写成一个有血有
肉、让读者觉得可信的人物。

尼摩船长的热于创造、遇事镇冷、遇到困难不屈服的精神是
值得我去学习的，但是他那种要于世隔绝的思想，我想我们
都不能去学，不过假如尼摩船长不于陆地隔离的话，说不定
一些海底奥秘就会有答案，我一定要像尼摩船长的优点学习，
说不定将来我也能造一艘令人振惊的东西。



现在像尼摩船长遇事冷静，敢于建造、发明的人越来越少，
一些富翁游手好闲，有的竟骗取国家财产……他们万万没有
意识到自己可以创造一样东西，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一点别人
不能做到的好事。像尼摩船长遇事冷静，阿尤纳斯教授乐于
探索，康塞尔的忠实，尼得的勇敢都是我们该学习的。

假期里，就有这样一本书，特别的吸引我。我整日遨游在书
海里，像个扑在面包上的食者。之所以我有极大的兴趣，是
因为这是出自‘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之手的一部巨著。书
中的故事离奇，曲折，惊险万分，引人深思，由梦想照进现
实。

海底两万里看不够，应是海底十万里才足矣。海底森林、珊
瑚王国、去南极点、杀章鱼群以及报仇雪恨等等故事情节，
大饱我的眼球。我虽不曾到达这海底两万里，但跟随凡尔纳
的描绘反而让我觉得身临其境。

故事发生在1866年，法国人阿罗纳克斯，一位博物学家，在
他参与一项科学考察活动时，听闻海上出现了个怪物，世界
轰动，人人皆知。博物学家准备返回法国，继续做他的博物
学家，继续观察，采集标本。正在这时，却接到美国海军部
的邀请，登舰来捕这条他认为的‘独角鲸’，历经千辛万苦，
‘怪物’没被清除，反让舰遭到了它的攻击，这时有位捕鲸
手，名字叫内德·兰德，船长特意邀请他来捕捉这条所谓的
独角鲸。可这独角鲸的身体刚硬无比。在一次大难中，博物
学家阿罗纳克斯，他的仆人孔塞伊以及捕鲸手内德，三人不
幸掉入海中，这才明白眼前的并不是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
刚硬无比的潜水艇!是‘鹦鹉螺’号。它尚不为人所知，他们
也就在这里待了数十个月，经历了海底两万里的环球旅程。

这艘潜艇上的尼摩艇长，一生与陆地断绝联系，他很神秘，
我始终还没有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痛恨陆地!他在自己的艇中，
总是那么自信、坚毅。他曾说过：“大海满足了我的一切需
求。”实在让我惊叹不已!奶油是鲸鱼的奶制成的，糖是从北



部海洋的大海藻里提炼出来的;衣服是一种贝类动物的足丝制
成的，面料染的是老荔枝螺红;香水是从海洋植物中提炼出来
的;笔是鲸鱼的触须，墨水是乌贼和枪乌贼分泌的汁液等等，
衣食穿用全在海洋!

海洋中的生物，自不必说，人类本就是新奇的向往的。他把
艇中与他同生共死的兄弟埋在海底光彩夺目的珊瑚树林里，
在这里，他将不会受到鲨鱼和人的攻击，他又是多么的珍惜
自己的伙伴，与他同生共死的伙伴啊!尼摩艇长，虽然有强大的
‘鹦鹉螺’号，但他的艇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艇长喜欢冷静，但他有些孤僻，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
身上的冷峻和理智，都值得我们学习，他很完美，但脱离了
群体的生活，他以为他可以，但没人帮的了他，以至于他落
下一个不明不白的结局。孔塞伊，博物学家的忠仆，他颇有
分寸，我也颇欣赏他，他做到了仆人的最高境界。他勤奋，
而且顺从主人，不顾生死安危，在阿罗纳克斯以及自己等人
极度缺氧时，第一时间把氧气罐给阿罗纳克斯，使他呼吸到
了新鲜的空气从而活了下去，多么忠诚的小伙子!

我更惊叹的是作者的想象力，使得25年后创造出了类似的潜
水艇。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现代就是如此，一切
皆有可能。像《海底两万里》这样的作品，可也真是少的可
惜!

1866年，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在海上航行的船都碰到过一个不
明的海洋生物，它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惊人的移动力，
天才的特殊本领等等。这个东西的出现给生物学家们带来了
困惑。

1867年4月13日下午，英国的苏格兰号客轮正在海面航行。突
然，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个两米深的大洞。发生了这件事以后，
阿尤纳斯教授被法国政府邀请参加这次考察。很多人主张把
这个可怕的“海怪”从海上清除出去，以保障海上航行的安
全。公众的意见得到了政府的响应。美国是第一个采取行动



的国家，他们派出了一艘高速度的驱逐舰“林肯号”。出航
几天后，就进入了太平洋了，没几天，他们就遇到了这
个“海怪”，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后，“林肯号”因速度不
如它，后又遇到了大浪，阿尤纳斯、康塞尔、尼德被冲到了
海里，他们发现了原来所谓的“海怪”是个潜水艇。还没等
他们回过神来，就被几人粗暴地架了进去。

这本书主要写了阿尤纳斯教授、捕鲸手尼德、仆人康塞尔和
船长尼摩四人的经历。每个人都有着无私、勇敢的精神。

如果我是阿尤纳斯教授，当我与一个仆人在茫茫的海洋中游
水前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我会像他那样不
自暴自弃吗?不，当我这个负担被仆人独自承受着，我是不可
能象他那样因其顺变、积极自救;当我在那没有自由的潜艇上，
我会象他那么乐观向上吗?不，虽然可以进行一些独特的“旅
游”，但失去自由我会疯的，一个人家财百万，但失去自由，
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是阿尤纳斯的仆人，当阿尤纳斯落水
后，我会象他那样落水救人吗?不，在阿尤纳斯掉进水里的那
刻，我定然会全然不顾的离去，把自己的主人抛诸一切;当阿
尤纳斯全身僵硬，不能动弹的那刻，我会不自私自利，丢下
他自己逃生吗?不，我会丢下他自己逃生，任由他被海水吞
没;如果我是那艘“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发现他们后，我
会象他那么仁慈，留下他们吗?不，我会立刻潜到最深的海下，
任由他们淹死;当船员被巨型章鱼卷走的时候，我会不顾个人
安危去救他吗?不，根本没可能，我会逃走回船上，另图计谋。

在这么多个如果中，我非常佩服他们的是他们都不自私自利，
我佩服阿尤纳斯教授的乐观向上;佩服教授的仆人康塞尔对主
子的忠心耿耿与无私;佩服尼摩船长的勇气，和他那见到朋友
有危险的时候就会奋不顾身的去营救，这些精神都是难能可
贵的，也是值得我去学习的!

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总会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年龄阶段的
人对同一事物亦有不同的看法;就如“石灰”一物，有人认为



它是建造房子一种原材料，而有人认为它象征这士人的清白
在人间。所以对于《海底两万里》一书在不同的年龄段里，
我也有着不同的感悟。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读《海底两万里》的感悟更多是：海底
中有无穷无尽的奥秘，丰富多彩的动植物。凡尔纳想象的梦
幻世界，和现在的海底状况截然不同，而凡尔纳在文中写到
的，是想让人们读完他的文章后，也能想象出美丽的意境，
从而唤醒人们保护海洋的意识。他更加要谴责那些污染海洋，
随意捕杀动物的人们，是他们让海洋不再绚丽多彩，让海洋
不再蒙上美丽的面纱，而是成天受到现在社会化学物质的污
染。作者从描写海洋的美丽，侧面呼吁人们保护海洋，珍稀
海洋，不要让海洋成为幻想。从故事中的人物来看，他们那
一个个坚定的眼神，一句句不放弃的话语。海洋，就是他们
的家，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始终不肯放弃，一直在探索海
底的奥秘，哪怕会失败，哪怕会献出生命，他们终究不逃避，
终究会坚持不懈。而《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最终是想要告诫
人们：没有梦想，没有理想，是不行的。但梦想也不代表着
空想，需要实际行动来实现。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不
怕失败，只怕没有承受失败的能力。只有梦想，加上行动，
才会有进步，才会成功。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到的东西多了，懂的东西也多了。当
我再次读起《海底两万里》的时候，又有不同的感悟。尼摩
船长，这个知识渊博的工程师，遇事头脑冷静，沉着而又机
智。他不是关在书斋之中和温室里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科学家，
而是一个在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志士。
他搜集海底金银财宝，支援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当祖国
沦为殖民地后，他带领少数志同道合的人潜入海底，用反抗
的行动和不满的言论，支持和唤醒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
的斗争。

凡尔纳借尼摩船长之口谴责了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次大陆的野
蛮的扩张行为。表面看来，尼摩船长似乎是个与世隔绝的心



如死灰的隐士，然而从他内心深处迸发出的炽热的感情，表
明他是一个时刻关注着世界政治风云的科学战士。他所渴望
的不是金钱和财富，而是人身的自由和幸福。他曾呐喊过："
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在海中我完全是自由的。"这是
尼摩船长的肺腑之言，如实地道出了他对殖民主义统治的强
烈不满，反映了他对自由的追求。他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
为了自由他对肮脏的大陆连"一寸土地也不靠近"。他在大海
下漫游着，生活着，他生活的一切必需品都取自于大海，他
宁可把多年的用心研究的科学成果同他的身躯一起奉献和葬
于大海。

想到这里，我也不又想起抗日、解放时期，那些为革命事业
而奋斗、牺牲的先辈们;他们为了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殖
民奴隶;为了完全解放人民的思想;为人民的自由;不怕牺牲、
不为死亡，勇敢地投入革命事业当中，不懈奋斗，才能迎来
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那般的大无畏、坚强不屈，让我等敬
佩。

寒假中，我读了不少好书，但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要数法国
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名著《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写于1870年。这部作品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
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六六年，当时海
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怪物，生物学者阿龙纳斯接
受邀请参加追捕，在追捕过程中他不幸落水，游到怪物的背
上。其实这怪物并不是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
潜水船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
构造巧妙，利用海洋发电。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
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红海、地中海，进入
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又经历了土人围攻、
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
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布于
世。



书中的主人公尼摩船长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非常吸引人的
人物。尼摩根据自己的设计建造了潜水船，潜航在海底进行
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探
寻自由，又对自己孤独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悲痛。在孤独的生
涯中他巧遇了阿龙纳斯并与他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
这部作品集中了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所有特点。曲折紧张的故
事情节，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
逼真的美妙幻想融于一炉。读起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科幻小说是我一直都最喜爱的文学体裁，但并不是每一本科
幻小说都像《海底两万里》一样富有强烈的可读性，它作为
一本远见博学的小说，为对海底知识了解不详尽的读者解读
了他们的旅程。整部小说动用大量篇幅介绍诸如海流、贝类、
珊瑚、海底植物、海洋生物循环系统、珍珠生产等科学知识，
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启蒙小说。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完全自
然的知识启迪，使人们对因景而生的各种想法和收获都得以
牢固的保存。

在1870年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并流传至今是极为珍贵的，它从
头至尾贯穿的两个字：幻想。幻想自古以来便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力量源泉。直到今天，事实证明作者儒勒·凡尔纳的一
切幻想都是有现实基础的，例如：海底森林，穿越海底隧道，
一块沉没的大西洋洲。在未来世界，一切幻想皆成为了现实。
在《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说："人类进步的实在是太慢
了。"幻想是进步的翅膀。100多年前的人的幻想在100多年后
成为现实，探索是无止境的啊!

;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五

《海底两万里》是懦勒凡尔纳的一本航海小说。儒勒凡尔
纳(1828。2。8—1905。3。24)，他出生于法国港口城市南特
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



小说作家，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 曾写过《海
底两万里》、《地心游记》等著名科幻小说。

《海底两万里》有78千字，这本书上写着舰艇“鹦鹉螺”号
在大海上遇到的所有事情：漫游海底、托雷斯海峡、一颗价
值千万的珍珠、海底葬礼、意外事件、尼摩船长的复仇、失
踪的大陆、章鱼……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

其中“意外事件”让我印象最深，故事的惊险刺激，船长的
聪明才智和勇敢让我佩服。这件事说的是：“鹦鹉螺”号潜
艇在南极被困冰山，氧气快要用光了，尼摩船长就派船上的
几个船员去凿冰，可是，凿冰的速度太慢，尼摩船长危机之
下想到了用热水把冰融化，结果，在冰最薄的时候，“鹦鹉
螺”号潜艇向上一冲，冰面被破开，他们得救了。

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海底很多事情，很多动植物。还让我
开阔了眼界，我不仅收获到了知识，还感受到海下是多么神
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