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生海底两万里的读后感(汇总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学生海底两万里的读后感篇一

今年假期，我读了《海底两万里》一书，他教会了我很多，
使我知道了着名的沉没城市亚特兰蒂斯，这个拥有与希腊相
当的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和海底的美丽景色。

这本着作叙述了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在海底旅游的故
事。故事发生在一八六六年，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被公认
为是独角鲸的大怪物，阿龙纳克斯教授被邀请去参加追捕，
在途中不慎落水，恰好落到独角鲸的脊背上，其实这并非什
么独角鲸，而是一艘结构精密的潜水艇，是尼摩船长在一座
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坚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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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
动植物和水中的奇异景象，又经历了搁浅、土人围攻、同鲨
鱼搏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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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看到船员们处在危险中的时候，阿龙纳克斯船长
说：“我是船长，我有责任保护你们”，当时，船长的话深
深地打动了我，这种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
学习。我不由得想起妈妈来，是啊，天下的母亲也是一样的，
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是会奉献出一切的，哪怕是在最危险
的时候，她们想的都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天下间
最可贵的——母爱。



书中都包容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质学。阿尤纳斯在航行
中流露出他对尼摩船长才华与学识的钦佩。但在精美的故事
中，还同时告诫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重视
防止被坏人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机的行为；提出要爱护海
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行为。

书中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阿龙纳斯，是一个对知
识勇于探索，永不满足的人，宁愿把安全抛掷脑后，勇于到
海底观察并作笔记；康纳尔，一位对主人忠实的小伙子，对
动物分类了若指掌；尼德兰，一位既暴躁又勇敢的人，他曾
救过尼摩船长的命；尼摩船长，是一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拥有无比的智慧，又具有极高的探索精神！

《海底两万里》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它带着我进行了一次海
底旅游，遇到了一些惊险万分的奇事，和一些奇怪的鱼儿，
更有一些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值得去读。

中学生海底两万里的读后感篇二

读完《海底两万里》，心中的浪潮久久不能平复，文中鲜活
的人物形象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底两万里》以阿龙纳斯教授的视角介绍了1866年离奇的
海上遭遇，当时人们普遍猜测那是海怪捣的乱，可不久之后，
阿龙纳斯教授发现海怪其实是一艘名为诺第留斯号的潜艇，
但却被软禁在潜艇当中，最终与尼德·兰和康塞尔共同努力，
逃出了潜艇。

故事中的阿龙纳斯教授是一位十分博学的人，深受人们敬仰，
在追逐“海怪”的时候，“林肯号“邀请他代表法国参加此
次追捕行动；与阿龙纳斯教授一起落水并进入潜艇的仆人康
塞尔对他十分忠诚，当阿龙纳斯教授掉入水中之时，能不顾
个人生命之安危去营救他的主人；尼德·兰——这位强壮的
捕鲸手，性情暴躁，极力渴望自由，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



逃走，他忍受不了在潜艇中的生活；尼摩——诺第留斯号潜
艇的艇长，是一位追逐正义、无所畏惧、沉着冷静的复仇者，
他的身世与他的性格像谜一样让人难以捉摸。他与他的船员，
从不依靠陆地上的人们，他们吃的从海里来，睡的从海里来，
喝的从海水中过滤，似乎与陆地上的人们断绝了来往，可事
实并不如此，他们在海底打捞来的无数金银财宝，全送到陆
地上支持正义的斗争，他们是无私的奉献者。

文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诺第留斯号在南极遇险。尼摩艇长
成为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人之后，返回途中，被压在了冰山下
面，费了好大劲挣脱后，却又被夹在了两座冰山之间，艇中
的氧气仅能维持2天，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尼摩船长以他的
聪明才智、沉着冷静带领大家离开了危险。作者在写这一段
时，构思巧妙，情节惊险，细节刻画极其到位，引人入胜，
让人欲罢不能。

全文如行云流水，作者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不时插入一些科
普知识，再加上性格鲜活的人物，巧妙的构思，到位的细节
描写，让人读此书时酣畅淋漓，直呼过瘾。

同时，这本书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1、正义行为总会有人支持，非正义行为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复

2、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3、只要坚持不懈，肯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让我们翻开《海里两万里》，一同去探寻诺第留斯号的秘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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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海底两万里的读后感篇三

这个让我们觉得惊慌而动人的故事发生在1866年，有一个都
市的市长说：“出了一件令全世界恐慌的事儿”。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是海里出现了海怪。听说这种
怪物呈长条状，纺锤形，有时还会放射磷光，体积和游动的
速度都远远超过鯨。

第一个在海中遇到海怪的是“喜金逊总督”号。有一个科学
家想去调查一下这件事，

他就乘船去调查。但是，出乎预料的`事发生了，那艘船竟然
沉没了。后来，那个科学家和他的朋友大声呼救，然后有8个
带面罩的人把他们带入一艘潜水艇，这就是“鹦鹉螺”号。

后来，“鹦鹉螺”号在海底发生了好多奇妙的事件，比如说：
海底打猎、海底葬礼、救助采珠人、进入海底火山、向南极
进发、遭遇海怪大章鱼......

我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以后，知道了海底有火山、水
母，还有上半身像，下半身像鱿鱼一样的海洋生物，另外还
有珍珠、贝壳，地图鱼、菠萝鱼等很多很多海洋生物。海底
的世界真是美丽啊！我们作为人类一定要保护环境，不要伤
害海洋动物，因为如果你杀害海洋动物，就会使更多的海洋
动物走向濒临绝种的道路。让我们一起爱护好我们的地球吧！

中学生海底两万里的读后感篇四

故事的起因是世界各地的海洋中出现了一个怪物，比鲸鱼还
要大，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独角鲸”，于是，美国的“林肯
号”逐洋舰特地去追捕这个“独角鲸”，并邀请海洋学界知
名人土阿龙纳斯先生一起参加。同行的还有阿龙纳斯的仆人
康纳尔和加拿大人捕鲸能手尼德兰。



在追捕过程中，阿龙纳斯、康纳尔、尼德兰不幸落入水中，被
“独角鲸”救起，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海洋中出现的怪
物“独角鲸”是一艘构造精密的潜水艇。“鹦鹉螺号”的船
长尼摩邀请他们一起再做一次海底旅行。他们冲破了重重困
难，多次化险为夷，但是，最终还是落入漩涡里，生死为卜，
下落不明。而阿龙纳斯、康纳尔、尼德兰乘坐准备逃走的小
艇而幸免落难，将所知道的海底世界公布于世。

书中人物的刻画是成功的。阿龙纳斯，是一位对知识勇于探
索，永不满足的人；当尼德劝他逃走，他犹豫不决，他不想
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把在海底千奇百怪的发现仔细
观察，并做了笔记。康纳尔，一位对主人忠实的小伙子，对
动物分类了若之掌。任何动物只要知道名字。就能分出它属
什么类，哪一科……十分详细。尼德兰，他是一位脾气爆躁
的人，但他也很善良。他曾救过尼摩船长的命，非常勇敢。
尼摩船长，这是一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脾气反常不
定，难以捉摸，时好时坏，不知对陆地有什么仇恨，这完全
是个迷。就连他本人也是个迷。

书中想象合理、大胆。许多书中的事物现在我们早已实现。
如潜水艇、电、潜水衣、探照灯等。许多设想非常成功。

我读完这本书后，对里面的故事情节，人物及海底世界，都
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是吹的，这本书的确不错，有时间希望
大家也读一读这本书。它那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定会深深的吸
引你的。

中学生海底两万里的读后感篇五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

在人类还没发明电报的时候，他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在用电报
传递消息；



在人类还没开凿海底森林的时候，他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在海
底森林中漫步和捕猎；

在人类还没制造潜水艇的时候，他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在大海
中自由航行；

这个人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是他的“海
洋三部曲”之一。海底，一个阴森恐怖却令人充满好奇的神
秘世界，这个世界在凡尔纳的笔尖下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让
我们紧跟作者的脚步，去探索神秘的海洋吧！

一次海上探险，生物学家阿罗纳斯等人追寻“怪物”，却
被“鹦鹉螺号”的潜艇意外地俘获，接着阿罗纳斯，仆人康
塞义和捕鲸手尼德·兰没法逃脱，只好跟着尼摩艇长一起探
索海洋，在海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一路上，冰山封路，
鲨鱼攻击，章鱼围攻等艰难险阻都阻碍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最后，当潜艇到达挪威海岸的时候，三人不辞而别，回到了
魂牵梦绕的故乡。

《海底两万里》让我学到了很多：在南极潜艇被困于冰下船
内极度缺氧的情况下，船员们奋力开凿冰盖那种永不言弃的
精神使我为之震撼；在大西洋与章鱼搏斗的英勇无畏的精神；
在印度洋和鲨鱼展开殊死搏斗知难而上的精神。其实，生活
中有许多的挫折和困难，我们都应当保持一颗坚持不懈的心，
如果我们永不放弃奋力拼搏，就能主宰自己。放弃，是一念
之间的意念；永不放弃，则是一种信念！我们要永不放弃，
永不停止，点燃未来！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印出心中
最想拥有的彩虹。我们要战胜困难，战胜自我。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同时也告诉人们：在看到科技造福人
类的时候，也要防止科技被坏人利用，危害人类自身的行为。
同时，我们也要保护海洋生物，因为人类的捕杀，有些动物
已绝种。



这本书令我的思绪被深深地吸引过去，不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