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读后感(汇
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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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读后感篇一

【知识目标】

一、快速阅读，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二、理解作者回忆童年趣事对未来科学研究的意义与影响。

【能力目标】

一、能在整体把握文章内容基础上，联系个人学习、生活经
历，谈谈生活、学习与理想的关系。

二、能迁移拓展，培养观察自然与社会，科学探究的创新思
维与能力。

【情感目标】

一、培养强烈的求知欲与勇于探索实践的创新精神。

【课时】

一课时

【重点与难点】



一、快速阅读，整体把握文章内容。理解作者回忆童年趣事
对未来科学研究的意义与影响是本文的学习重点。

二、迁移拓展，联系个人学习、生活经历，谈谈生活、学习
与理想的关系，是难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自我介绍并提出要求。

2联系《动物游戏之谜》，导入新课，对作者进行简单介绍。

〖背景资料〗

加来道雄，美籍日裔物理学家、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理论
物理学教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哲学博士学位。加来道雄是著名的“超弦”理论创始
人之一。

〖名家导入〗

如果有人想了解现代物理学最艰深的理论，就去读《超越时
空》。它把“超空间理论”这种和者盖寡的“陽春白雪”淡
化到“下里巴人”也能欣赏的程度。……超越时空的探索，
乃20世纪人类的伟大智力壮举。

二整体把握，理清文章脉络

1、请同学快速浏览文章，文章重点讲述作者在教育历程中的
哪几个典型片段。

〖提示〗两件趣事，一是对鲤鱼世界的遐想，一是对爱因斯
坦未竟事业的向往。



〖提示〗一件事是否有趣，取决于一个人对事情的情感与态
度。作者自小喜欢思考问题，善于观察事物，并且能透过现
象去深入思考事物的本质，所以，对于鲤鱼在水中游这种现
象，对于老师讲的.一个探索宇宙本质的科学家的故事，他便
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这两件事都极
其平常。但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自然、对生命充满兴
趣与激*情。促使作者从小就对科学领域的事物有了浓厚的兴
趣，并且在高中阶段就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从此走上了科学
探究的道路。

〖提示〗他能超越一般世人所无法超越的世俗的约束，大胆
进行科学实验，这种敢于挑战勇于实践的精神，使他的科学
研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4、作者读完能够找到的所有有关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的书籍之
后，说：“我决定要对这一秘密刨根究底，纵然为此而必须
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也在所不辞。”

〖提示〗“这一秘密”指爱因斯坦的故事留给作者的悬念：
他未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他桌上论文的内容是什么?什么问题
可能会如此难以解决而又非常重要，值得他把有生之年花费
在这种研究之中?如果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为：“爱因斯坦一
生研究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纵然”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幽默：为了弄清自己所
想弄清楚的“上帝是怎样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和这个“世界
的内在规律”，作者“不得已”要做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实
际上，作者所要强调的是：要探索宇宙的本质，必须付出艰
辛的劳动，而自己为了追求真理，再艰辛也要奋斗下去。所
以，这句话表现了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学家的执着精神和坚强
意志。

三讨论交流



1、引导学生回忆讨论各自的童年时代对自然或动物世界的种
种奇思妙想。（联系《动物的游戏之谜》）

四迁移扩展

1布置一篇作文要求同学用动物的眼光去观察，研究人类的某
些行为。

2完成《学案》p150“课外延伸”

板书设计

童年青年成年

鲤鱼世界的幻想（高中）

（想象力乐趣）——建立实验室——理论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的故事(探究、创新)

（理论知识）

1．这道题的答案不惟一。因为作者小时候有强烈的好奇心，
蹲在小池边的“遐想”定很多，主要内容应该是小时候遐想
的；但是，作者写此文时，已经是在他对理论物理学有相当
研究之后了，所以在文章中—定带有成年以后的思想，其中
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作者后面用“我常想”引出的文字，这些
思想已经不完全是儿时的遐想，而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
所以，上面这段文字，更多的应该是作者研究理论物理学达
到一定境界之后的类比联想。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读后感篇二

一、知识教育目标



引导学生从生活出发，了解科学、认识科学。

二、能力培养目标

引导学生以“教育历程”为重点，探讨其中表现的思想内涵。

三、德育渗透目标

引导学生体会科学精神。

【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高维空间对普通人来说，是很难想像的。所以，教学重点是
文章内容，而不是相关的科学知识。相关知识教师有所了解，
能帮助教学课文即可，不必教授给学生。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导入新课

成为一位科学家是无数有志青年的梦想，对物理的探究更是
许多年轻的学子孜孜以求的，我们来看一下加来道雄的成长
道路，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读后感篇三

学习目标：

1.掌握运用一定的阅读技巧，提高阅读能力。

2.感悟科学精神，从中获取未来自己成长的启示。



3.培养学生相关科学精神。

重点：

1.运用一定的阅读技巧，梳理文章内容；

2.理解“教育”的内涵，领会科学精神，获取自己成长的启
示。

3.激发想象，培养学生相关科学精神。

难点：

理解“教育”内涵，具体把握三件经历对作者成长的教育作
用，以及三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2.作者及相关文体知识简介

加来道雄

科普文章

自读课文

二、感知文章内容

历程三件事：1.观鱼的遐想



2.探索爱因斯坦未竟事业

3.做实验建立原子对撞机

三、阅读探究

1.分组探讨三件事对作者的教育作用，初步了解文中的科学
精神。

2.建设性地回答钱学森之问。

3.把握三件事的内在联系，认清科学探索的过程，理解诸多
科学精神的整体作用。

四、课堂延伸拓展

分享想象故事，激发想象力，培养一种最基本的科学精神。

五、小结

六、布置作业

完成课时作业13的阅读题。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读后感篇四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从生活出发，了解科学、认识科学,体会科学的
精神。

2．引导学生以“教育历程”为重点，探讨其中表现的思想内
涵。

能力目标：在课堂中能够让学生学到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思维



习惯，培养筛选整合文章关键信息的能力，学会用结构分析
法来快速阅读文章和梳理文章的主旨。

情感、态度价值观：感受科学家在探求真理中所表现的人格
魅力，激发学生探求未知世界的兴趣，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
性格品质。

学情简析本节课是科普文单元的最后一课，学生对科普文有
一定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这类文章的阅读方法，在此基础
上引导学生自学本文比较容易，所以在教学中可以大胆放手，
让学生自己阅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以“教育历程”为重点，探讨其中表现的
思想内涵，引导学生体会科学精神。

教学难点培养筛选整合文章关键信息的能力，用结构分析法
来快速阅读文章和梳理文章的主旨。

课前准备学生提前了解有关作者加来道雄的作品及其为人，
了解课文涉及到的一些宏观宇宙学的理论，了解一点相关的
理论物理学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活动过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故事导入

又一次，爱因斯坦要把墙上的一幅旧画取下来，就搬来了一
架梯子，一步一步爬上去。突然他又想起了一个问题，沉思
起来，忘记了自己正在做什么，猛地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摔
到地上之后他顾不上疼痛，马上想到：人为什么会笔直的掉
下来？看来物体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线路运动的。他想到这
里，马上站立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前，提笔把自己的



这个想法记了下来。

了解作者

加来道雄，美籍日裔物理学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学位，后任纽约市立大学
城市学院理论物理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超越爱因斯坦》
（与特雷纳合著）《量子场论》《超弦导论》。

研究探讨课文内容，完成重难点的学习：

2、速读全文回答下面问题，感受结构内容

3．【提问】“鲤鱼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是怎样的？

4．【提问】作者想通过“鲤鱼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说明什
么？

（四）研究探讨：（开放型题目）

（五）总结

一名理论物理学家的成长历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大胆
的想象、怀疑和猜测，不要固步自封；兴趣在人的成长过程
中是不可或缺的，但要达到成功的.彼岸离不了坚定的信念、
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或许是作者要告诉我们后辈的，希望大
家能踏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取得进步。

学生作好笔记，识记基本的文学常识。

学生讨论回答：这里的教育不是受教育或者教育别人，而是
自主教育，自主发展。

学生回答：鲤鱼世界的幻想



爱因斯坦故事

建立实验室

主要有以下几点：（1）“水池之外看不见的世界没有科学意
义。”（2）“它们为睡莲自己能够运动而困惑不解”――它
们以神秘的“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3）“鲤鱼科学家”的
“消失”和“重现”――它们认为是“奇迹”，是“可怖的
事情”，而不肯去探究原因。（4）“鲤鱼科学”的“传奇故
事”，真实地证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它们却认为“胡说
八道”，荒谬绝伦，违背它们的“自然规律”。

学生回答：

说明“自以为是”的人类和“鲤鱼科学家”有相似之处。（1）
人类“一生就在我们自己的‘池子’里度过”，只要“超出
我们的理解力”的自然存在，他们就“拒绝承认”。
（2）“科学家发明像力这样一些概念……”，是因为他们只
愿意承认“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不肯改变思考问题
的方式。（3）“不能在实验室里便利地验证”的理论，他们
就加以“鄙视”，表现出思想上的保守和固执。

学生回答

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是抽象、枯燥的，受实验条件的限制，
自己的学说很难得到实验的证明，甚至可能到死也得不到成
就。这样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必须有奉献精神。“在所不
辞”意味着“理论物理学家”道路的艰辛。

学生回答：（1）想像力：科学是需要想像力的，想像力能带
来创造力。作者正是从对鲤鱼世界的想像中，认识到人类观
察空间的局限性，间接感悟到高维空间存在的可能。（2）乐
趣：科学不应该是枯燥的，而是应该充满乐趣的。



学生回答

作者进行艰苦枯燥的工作，体现了他对科学的热爱以及踏实
的性格，显露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潜能：人要想有所成就仅
仅空想是不行的，要有严谨、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从基
础做起，重在实践。

应具备下列品质：奇特的想象力；探究的精神；实验的精神；
自主创新精神；奉献精神；要耐得住寂寞；不要固步自封；
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的努力。例如华罗庚、爱因斯坦、钱
学森、牛顿、瓦特、居里夫人等。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初步明了课文内容。

引导学生抓住课文标志性语句，梳理课文结构，引导学生从
结构上去把握文章内容。

通过探讨研讨，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把握
文章的主旨。

感受科学家在探求真理中所表现的人格魅力，激发学生探求
未知世界的兴趣，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性格品质。

联系实际生活谈收获。

板书设计童年青年成年

鲤鱼世界的幻想（想像）

建立实验室（实践）理论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故事（兴趣）



科学精神：想像力乐趣实验精神

作业设计

作者关于“鲤鱼科学家”的幻想十分有趣，如果我们以动物
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假如有一位动物
（狗、猫、鸡、燕子等）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类的某些行为，
他写了一篇“科普文”：人类行为之谜。你替这位“动物科
学家”做一回代笔人怎样？（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换相思维）

教学思路这是一篇自传性质的科普文，课文是以“教育历
程”为重点来谈的。教学过程是从分析文章结构入手的，把
握文章主要内容及谋篇布局的特点，探讨“教育历程”的思
想内涵，引导学生体会科学精神，最后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学
习生活，了解科学，认识要成为一位科学家，实现自己的理
想，必须具备哪些品质。

教学反思

本文不象其它的科普文章向我们介绍大量的科学知识，而是
通过对童年的两件对自己启发很大的事情的追溯，告诉了我
们走上科学的道路的一些必备的因素（敢于质疑、对事物充
满兴趣、做事有毅力），思路很清晰，主要围绕两件事展开，
所以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从结构上去把握文章内容，期盼在课
堂中能够让学生学到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学生通过
本文应该学会用结构分析法来快速阅读文章和梳理文章的主
旨。

我认为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是教师的主要任务，所以能让
学生发现的，能让学生说的，都尽量把机会留给学生，给学
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对学士的发言给予鼓励，对他们说
的不准确的地方，及时予以引导纠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调动学生学习探究发言的积极性，使学生自己投入到课文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自读课文教学时应注意的。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读后感篇五

一、作者介绍

加来道雄，美籍日裔物理学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学位，后任纽约市立大学
城市学院理论物理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超越爱因斯坦》(与
特雷纳合著)《量子场论》《超弦导论》。

二、相关知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理论物理学
知识：

(1)统一场论

根据现代物理学知识，将我们的宇宙结合起来的力有四种：
引力、电磁力、强核力和弱核力。物理学家运用量子力学，
已经把后三种力统一起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他的学
生米尔斯提出杨一米尔斯场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被称
为“标准模型”。但是这一理论因为计算繁复无比而让人头
疼)，但是引力仍然游离在外。爱因斯坦毕终生之力想寻求四
种力的统一，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理论，最终也没有实现。

(2)高维空间

现代理论物理学认为，统一四种力的前景，在于高维空间(如
十维或更高)理论的确立。比如对于古人来讲，风暴是怎样产
生的，风暴会袭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袭来，什么时候结束，
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平坦的大地上，只能靠
肉眼从近似于二维平面的角度来观察，即使有简单的预报，
也都是靠经验来推测的。现在有了气象卫星，从太空这样三
维角度观察地球，在地面上看来神秘莫测的风暴被看得一清
二楚，可以精准地预报风暴的动向。同样，理论物理学家认



为，传统的四维(空间三维加上时间)理论太“小”，不能解
释宇宙中的四种力。当他们超越四维而在更高维(如十维或更
高)中寻求统一这四种力时，就能得到一种简单、漂亮的解决
模型(科学家认为宇宙应该是简单、合谐的)。

高维空间理论认为，宇宙大爆炸后10-43秒，十维宇宙分解成
四维宇宙和六维宇宙，四维宇宙暴胀，经过近一百五十亿年，
演变成今天我们生活的宇宙。大爆炸后10-35秒，大统一力分
开。但是高维空间理论很难在实验室中得到证实，因为要模
拟当时的环境，需要的能量太大，根本无法做到，所以现在
高维空间理论只能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