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通用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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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一

勇敢的人，是从来不会向困难低头的。

怀着好奇心，我打开了这本充满冒险色彩的《海底两万里》。

从打开的第一页，我就深深的迷上了这跌宕起伏的故事。这
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他用奇幻迷离的故事情
节，把知识完美的融为一体，引导人们认真学习。

这本书主要讲了1866年，几艘大船接连沉入海底，并且都是
被撞毁的，有人就猜测那是一头巨大的独角鲸。法国生物学
家皮埃尔·纳克斯最后发现那是一艘名为鹦鹉螺号的潜艇，
并且带着仆人孔塞伊和一个捕鲸手，跟随尼摩船长乘坐这艘
超前不为人知的潜艇在海底做了两万里的环球旅行。

从故事的前几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尼摩船长是一个对尘世
厌恶至极的人他性格忧郁，有点自私却又知识渊博。但是读
到后面，船长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富有同情
心，他可以轻松的还完法国几百亿的债，可以慷慨大方的把
价值几百万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可以为艇员的离去而
大哭一场，可以为了科学将生命置之度外，是一个充满浪漫
色彩的人。而“我”的仆人孔塞伊是一个忠心耿耿，有胆识，
又过分拘礼的人。在法拉格特舰上认识了捕鲸人，他脾气暴
躁，顽固自负但他有勇有谋，机智灵活。



他们在航行的时候，还遇到了种种困难，在南极探险的时候，
被困到了厚厚的冰川下面，那时候他们的命运要不是压死，
要不是憋死，后来因为艇长的冷静和从容不迫，历经五天极
度缺氧最终敲开了厚达六米的冰。在那段时间所有人放下成
见，同舟共济，告诉我们有点困难时不仅需要愚公移山的决
心和勇气，还需要胆识和智慧。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想象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大胆和
理。我十分佩服作者，在这么本书中，我们要学习尼摩船长
遇事不慌，沉着冷静，永不向困难屈服的精神。同时作者也
要求人类爱护海洋生物。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二

打开《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我立刻融入到了故事中。仿佛
和主人公阿龙纳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在海底世界遨
游。

我很喜欢书中的潜水艇艇长“尼摩艇长”，我认为他是一个
十分奇怪的人。他性格古怪却知识高深。他看似无情却心地
善良。他为救艇副牺牲的艇员默默哭泣，又把上百万的金子
送给了穷苦人，还把一大袋珍珠给了可怜的采珠人。尼摩艇
长他在南极受阻缺氧时，他不肯多吸一秒钟的氧气，而是和
大家一起英勇破冰，他的勇敢和无畏深深的打动了我。

这本书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更是令我钦佩，因为他在写这本
书的时候，可是上上个世纪“1866”年啊！那时中国还是封
建社会呢！作者就创造性的'写出了“潜水艇”和“神秘的海
底”世界的故事。多么神奇啊！

作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有当
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想象，
否则不是科幻而只能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没有，没有目
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我从这本书还学到了诸如“光的折射”“采珠的分类和采
集”“潜水艇的构造”等等小知识。而且书中还提到要爱护
海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

这本书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开发想象，更可以激发同学们热
爱科学、热爱大自然的兴趣。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同学，你们
赶快也来读读这本书吧！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三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是寒假时，妈妈要我阅读的一本书，
那时时间急促，本想随便读读交了差就行了，但我读了开头，
就读到了结尾，我爱上了这本书。

《海底两万里》主要说得是阿尤纳斯教授与其他教授到澳大
利亚海洋寻找“海怪”时，“海怪”向他们发起进攻，潜艇
被水给沉没了。出了阿尤纳斯教授和随从尼德外，其他人都
死了，两人也被“海怪”捉去，那时，当他们知道“海怪”是
“鹦鹉螺号”时，他们在尼摩艇长的带领下，当他们再次回来
“鹦鹉螺号”时，尼摩艇长和其他人都死了，是什么使故事
栩栩如生。幻想能在没有电灯的时代下写出先进的潜水艇，
写一个在海底的故事，这要多少幻想啊！作者就像一位能预
测到未来的先知，描述了对海底的幻想。在那个时候，谁也
没到海底深处也不知道海底有生物。而作者却能把情景写好，
使人沉醉在书中的海底世界。

知识，要利用语言创造一艘潜水艇，需要十分精确的科学知
识。

书中的潜水艇用了许多关于潜艇的数据，表现了作者渊博的
科学

知识，也许就是幻想与知识巧妙结合成了这一本出色的科幻
小说



《海底两万里》他是我在课外书中最喜爱的一本书了。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四

大自然神奇迷幻，色彩斑斓，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它是一座无穷无尽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探索。就让我
们随尼摩船长的脚步一起走进大海的深处，探索未知的神秘
吧！

在1866年，许多船只在海上发现了海怪，法国生物学家阿罗
纳克斯教授受邀追逐海怪。然而，他们一行人发现这个宠然
大物并不是什么海怪，而是一艘构造奇特的潜水船。这艘潜
水艇船身坚固，利用海洋来发电。船长邀请阿罗纳克斯以及
他的朋友们进行海底旅行，开启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旅行。

在这本书里，我格外的喜欢尼摩船长。他的神秘为这本书增
添了不少色彩，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的国债，看到朋友
死去会无声的落泪，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
所有厌恶陆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
人……这个弃绝人世的天才，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如此的
痛苦？但我始终相信他一定是个善良的人。

我认为《海底两万里》并不是一本凭空捏造的小说，整篇小
说动用大量的笔墨介绍鱼类、贝类、海底植物、海流等科学
知识，也可见作者的学识渊博和远见，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
科学启蒙小说。在哪个连电灯都没有的时代，作者却能写出
这样一艘先进的潜水艇，这样在一个海底环游的故事，这需
要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

读完这本书，我感触颇深，三言两语难以言表我心中的感触。
海，是神秘的，在哪美丽的深蓝色下究竟有多少未知等待着
人类去探索？这神秘的面纱终有一天我们会亲手揭开它。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五

他，常识渊博，向往大海；英勇顽强，反对压迫；他是一个
矛盾综合体，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的灵魂人物——尼摩船
长。

《海底两万里》中人物寥寥，第一次阅读时，我对这部小说
不有兴趣。但在慢慢知道、细细品读了这部小说之后，我才
知晓名著为何是名著。

这部小说悬念丰富，文章的一开头就出现了海怪，引人注意。
很多悬念都是围绕着谜普通的尼摩船长，即便到了小说末尾，
读者迫切想要知晓谜底，却终没答案。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
象。这部分悬念让我对尼摩船长的印象愈加深刻。

初步阅读，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一行人环游海底，英勇无
畏地救下被鲨鱼袭击的可怜的.采珠人，打捞海底的资金支援
陆上的正义战争，我以为根据“惯例”，尼摩船长该是所谓的
“正派”了。但作者的构思就是如此巧妙，尼摩船长个性鲜
明，让读者感觉这不止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者把他写活了，
尼摩船长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同情弱小，善良却也会被
仇恨冲昏头脑，他强迫阿龙纳斯一行人睡觉，对战舰进行可
怕的报复。这时，他是冷漠、残酷的，但当所有都结束了，
他对着妻儿的肖像跪着、伸出胳膊并抽咽起来，让读者好像
感觉到他复杂的心情。复仇并没给他带来什么，愿所有些仇
恨都在这颗倔强的心中消失！

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是凡尔纳创作
《海底两万里》的导火索。尼摩船长的形象在大家的心中永
不倒塌！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六

旭日东升，巨大的鲸开始了游弋，凶猛的鲨在追逐，尼摩的



鹦鹉螺号在海浪中乘风破浪……，《海底两万里》仿佛把我
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科学殿堂，让我远离烦杂，沉下心来品味。

作者凡尔纳全书使用第一人称，以阿罗纳克斯教授的视角向
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未知、充满求知的“海底世界”。本书
讲述了“我”受邀带着仆人龚赛伊参加捕杀“海怪”，却意
外遭袭落入海中，与尼德。兰被“海怪”鹦鹉螺号的艇长尼
摩救出，经历了十个月不到的旅行。在一次大旋涡中，我、
龚赛伊和尼德。兰三人获救，尼摩艇长及其鹦鹉螺号却下落
不明。

一边阅读，我的脑中一边浮现着一张张执着的画面：在尼德。
兰准备离开之时，教授百般犹豫自己的海底研究，不甘放弃
揭开海洋神秘的面纱，每当碰到鱼群，龚赛伊便痴迷地为它
们分门别类，在分类中不断探求，开扩自己的.人生履历。尼
摩艇长在鹦鹉螺号中设置了博物馆、标本展，在一次又一次
的冒险中，深究海底两万里之无限奥秘。

哥白尼说过：“勇于探索真理是人的天职。”不光在科学中，
在生活里的每件小事，在学习上的每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去
不断发现，追寻。

意大利的伽利略就如同书中那样，充满了对未知事物的探寻。
在伽利略之前，亚力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快慢是不一样的，
多年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可伽利略却对此提出质疑，并在
比萨斜塔亲自实施实验，证明了它们几乎同时落地，也揭开
了落体的秘密。是啊，真理胜于雄辨！

思绪又飘向了烈日炎炎的那个午后，小牛顿在苹果树下打瞌
睡，突然，一颗苹果砸在了他的头上，于是，他便琢磨者为
什么苹果不落在天上而掉在地上？长大后，牛顿重新开始展
开探索这个问题，终子找到。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

蔚蓝的深邃，阳光的闪烁，我又被拉入《海底两万的世界》



中去了。或许，勇于探索真理，真的，会让人美好吧。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七

我总喜欢看冒险小说，这是一本《海底两万里》，才读几行，
我就爱不释手了。

主人公是一名资深教授，他每每因奇怪的海怪而大伤脑筋，
不久，国家就派他去调查清楚这个来者不善的海怪。

之后，他发现了那并不是什么海怪，而是一个巨大的形似鲸
鱼的潜水艇。他被这艘的主人发现，开始了海底两万里的冒
险之旅。

艇里有着十分先进的仪器，非常好，为冒险旅程的各方面都
能提供很好的保障。最让人惊讶的是那一个珊瑚树，美丽无
比。还有那一颗价值百万的珍珠，更是稀奇。海底世界是多
彩的，是千奇百怪的，还是危机重重的。

一艘潜水艇，一个神秘的船长，一个学富五车的科学家，一
个老实厚道的仆人，一个野性十足的捕鲸手，他们纵横海底
两万里，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个离奇而又动听的故事。让人能
在读后赞美探险者的勇敢，同时也惊叹大海的美丽，这就是
一本《海底两万里》。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八

英勇顽强，不畏艰险，这八个字是一部叫《海底两万里》的
书告诉我的。它给了我很多的勇气，它让我勇敢的应付现实，
在困难到来时去应付去战胜他。

读《海底两万里》，最使我惊叹的还是作者的幻想，记得科
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常识来自于想象，没想象力的人不可以
获得真的的常识，凡尔纳是19世纪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在他



那个年代，潜水艇这个名词可以说还是从未出现。其实这个
故事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1866年，有人声称在海上遇见了
独角鲸，并且大家觉得需要把它处置掉，可之后发现其实是
一艘潜水艇。。。从而展开了一系列朴素迷离的冒险故事。

《海底两万里》赞美了蓝宝石般的海洋，一个无忧无虑，与
世无争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珊瑚，植藻，游鱼，矿产，
我没办法用语言来赞美或形容它，连画笔都感到无能，语言
就更是苍白无力了！可是，我对尼摩船长这一人物影响十分
深刻，这个沉默内向的人物一样一样为此书灵魂所在。他可
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地落泪；会
把上百万的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
的采珠人；但对他憎恨的人亦会推行可怕的报复。他对人类
有根深蒂固的不信赖感，是个骄傲的弃世天才。对于尼摩船
长无尽的痛苦，我想对其深深的认知，我想了解是哪种生活
和经历磨练了如此一个人，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善良，勇敢的
人。我期望在第二次翻开这本书时，会有更深的领悟。

书中的科技变化更是令我应接不暇，这样有气势的科技后台，
若在日常需要大为震惊。写于19世纪的书竟有这样魄力，而
这部分陌生的名词在今日也已经不再稀奇，这愈加坚定了世
界的进步定会像腾龙通常迅猛，以后的以后，人民的生活水
平需要会有所发展。

《海底两万里》这部书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在生活道路上
教会我披荆斩棘，确定善恶的良师益友，但对于世界进步来
讲，这是十二点的鸣钟。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九

在五一节假期里，我读完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著作
《海底两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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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怪物”。于是，美国的“林肯
号”逐洋舰特地去追捕这个“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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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救起，这时他们
才发现，原来海洋中出现的“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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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本书，我好像跟着书中的主人公探险者博物学家阿龙
那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
海地之旅。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
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物，还有
海底洞穴、暗道、遗址和火山，还亲手和大鲨鱼搏斗。

说到故事的主人公尼摩船长，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可以为
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的落泪，并且亲
手埋葬在海底，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
厌恶的陆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
逃避人类，施行可怕的报复。虽然他厌恶人类，不信任人类，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不然也不会收留阿龙纳斯，康
纳尔和尼德兰。

我非常佩服他们的是他们都不自私不自利，佩服阿龙纳斯教
授的乐观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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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



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篇十

我非常喜爱阅读，我觉得阅读能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最近
我看到一本书，书名叫做《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写的非常
的好。

《海底两万里》讲述了阿隆纳斯教授的仆人康塞尔去参加一
个捕杀海怪的行动，最后才发现海怪是一个被人操纵的大潜
艇。“鹦鹉螺号”他是一个类似潜水艇的机器，那时还没有
潜水艇。随着他的出现人们才制造出了潜水艇。

读完小说后，我总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结局，作者凡尔
纳还给我们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鹦鹉螺号”在接下来会
怎样呢?这是一个疑问。我们对此还是满头雾水，一无所知。

这本书就是想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还有许多知识不懂得，就
拿题目来说。我们根本就无法解释，人类至今发现最深的地
方是一万多里。而这里所写的是两万里，这是一个多么惊讶
的深度，那里还有多少我们未知的领域，实在让我们感到不
可思议。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不仅神秘而且耐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