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底两万里第五章的读后感(实
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海底两万里第五章的读后感篇一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都长见识了，需要写一篇读
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好怎么合理摸鱼的来写读后感了
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海底两万里第五章读后感作文，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话说尼摩船长带我们一行人，去观摩了那个价值千万的大珍
珠后，便带着我们返程了，可是没想到的是返回的路程竟是
如此的凶险。

返程中尼摩一行人遇到了一个采珠人，采珠人下海时被鲨鱼
击昏，尼摩立马前去帮忙杀鲨鱼，最终在兰德大人的帮助下
成功救下采珠人，过程非常血腥。作品通过对鲨鱼的怪物形
象的刻画，生动地描绘出人鲨大战的激烈，营造了生死存亡
的气氛。

这次人鲨大战中，尼摩的人物形象又丰富了。之前的故事中，
尼摩曾击沉了来自许多国家的船只，丝毫不顾及船上人的死
活，他是冷酷、不讲任何道理（大陆上的道理）的，类似杀
手般的人物。但这次却义无反顾地救了一个印度采珠人，这
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到从这一章的最后一段，谜底就会



被揭开。尼摩说自己反对压迫，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拥护者，
他反抗的都是一些殖民资本主义国家，也由此呼吁那些在压
迫下生活的人民要勇敢地去抗击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并告诉
人们，“鲨鱼”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有对自由的信仰，总有
一天，一定能获取真正的自由。尼摩船长就是这样一个对自
由有坚定信仰的人，或许那个价值千万的珍珠，就喻指宝贵
的自由吧！

鹦鹉螺号穿过了地中海，来到了汹涌澎湃的大西洋，这一天
教授接到了尼摩的邀请，去到海底进行一次有趣的游览。

他们翻过了海底上的山峰，跨越了干枯的树林，来到了一座
已经被火山、地震所毁的城市，那便是亚特兰蒂斯，一个原
本灿烂无比的文明。作者通过“我”的心理活动，对那个消
逝的文明表达了无尽的惋惜，也由此阐述了亚特兰蒂斯的历
史。这里的心理描写在描述这个宏伟场景时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让读者深刻体会到那宏大磅礴的气势。

另外，作者他通过对尼摩船长的描写，借机抒发了自己的情
感，表达出了对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不满，并想用古人的历
史来烛照出人类的未来。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一下，若人类仍
采用旧制度，让战争与压迫继续在各地发生，或许人类很快
就会如同这座大陆般，便消失干净，了无痕迹。

历史是条长河，值得人们去追溯，鉴往事，知得失。科幻小
说里也有一条河，它是由无比瑰丽的想象组成，溯流而上，
我们会看见未来。

最近，我读了“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
万里》。打开它，我带着好奇，与书中的主人翁探险者博物
学家阿尤那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一次海底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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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艇而幸免于难，将所知道的海底世界公布于世。

书中刻画了这样一群人物：勇于探索的阿龙纳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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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康
纳尔，他十分熟悉动物的分类，任何动物只要提到名字，他
就能说出它属什么类，哪一科……十分详细。脾气暴躁但却
十分善良的尼德兰，曾勇敢地救了尼摩船长的命。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他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虽
然性格阴郁，却又知识渊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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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逃避人类，施行可怕的报复……尼摩船长对人类有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的心中充满无尽的痛苦，却也是一
个善良的人。

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引
人入胜，构思很精巧，而且这些幻想都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随着科学的进展，很多都得到了验证。比如潜水艇、探照灯、
潜水衣、电等，这些设想非常成功。

若你想去纵观海底的奇妙，看鱼儿遨游海洋，了解从未见过
的事物，却没有空闲时间。在学业的压力下，不防去阅读



《海底两万里》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与凡尔纳先生一起畅游
海洋。沉下心来，翻开书本，度过一段奇妙的时光。

首先，你会跟随阿罗纳克斯一起去捕“怪物”，却不幸落
入“怪物”的.口中，不用担心那并非什么怪物，而是鹦鹉海
螺号。你会好奇那是什么，如果我说那是十九世纪的潜水艇，
你信吗？你会觉得不可思议，那时的科技水平并没有达到这
个高度，怎么会出现在书中呢？说到这，不得不提到《海底
两万里》的作者凡尔纳先生，凡尔纳先生被誉为“科幻和探
险小说之父”，凡尔纳先生的幻想以科学为依据，有许多幻
想现在已经实现了，还有一些在未来也会成为现实。

凡尔纳先生的小说有一个特点代入感很强，我想分享一下我
最喜欢的一个片段《缺氧》，那个片段虽然有些让我感到紧
张，但我仍然很喜欢。因为它让我看见了人间自有真情，爱
超越所有限制包括生命。在生物学家阿罗纳克斯缺氧时，他
的举动在我脑海中呈现，他想获得空气的心让我越发紧张，
我并不希望他就此灭亡，可一切似乎看不见希望。正当他就
快撑不住时，他的仆人用自己仅剩的氧气为他换来喘气的机
会，我的心放松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感动让人措手不及，我
也不知为何，只知自己代入进了生物学家的角色。这哪里是
仆人分明是最纯洁的友情，为了朋友的生命甚至放弃自己的
生命，这是朋友之间的爱，跨越职业，跨越生命，跨越一切
的友情！

我不知自己是否能收获这种友情，但他们双方的友情是我一
辈子追求的。《海底两万里》会带你见热带鱼，让你体验畅
游大海，也许“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一定是成绩上的
进步，但一定是心灵上发现美的进步！

这部小说的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本书主要讲述了1866
年——茫茫大海中出现了神秘的“海怪”.为了驱赶“海
怪”,人们出动了“林肯”号驱逐舰，作为教授的“我”参与
了这次行动。在途中，“我们”发现了庞大的“海怪”,于是



便想一曲消灭它，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神秘“海怪”的
庐山真面目竟然是一艘不为人知的潜水艇!“我”与助手康塞
尔和水手尼德意外地登上了这艘潜水艇——鹦鹉螺号，认识
了尼摩船长，并随着他一起在不可预料的海底世界里自由地
遨游，看见了壮观的海底，见识了许多种海洋生物，同时也
经历了不少磨难……可是到最后，鹦鹉螺号被强烈的大漩涡
所吞噬，但“我们”三个人却由于被人救出而幸运获救。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各有千秋，重要的是让我学习到了他们身
上的优点。书中的“我”——阿尤纳斯教授是一位博古通今
的人，他能乐观向上地面对自己的处境;助手康塞尔做事有条
有理，并且能忠心耿耿地陪伴自己的先生走过酸甜苦辣的人
生;尼德是一位技术高超的捕鲸手，他虽然勇敢机智，不怕困
难，但是他却是个鲁莽，冲动的人，很容易发脾气，不过尼
德一心向往无限的自由，一心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鹦鹉螺号
的建造者尼摩船长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能在危险的面前临
危不惧，挺身而出，但又能在潜艇上神不知鬼不觉。他自己
是船长，可是他却平等对待他人。当自己的船员不幸牺牲的
时候，他会潸然泪下，把船员静静地埋葬于美丽的珊瑚群里，
然后依依不舍地跟他告别。

鹦鹉螺号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周游，经历了万水千山。海底
火山、珊瑚礁、孤岛野人、海蜘蛛、大章鱼……一个个不可
预测的灾难考验着鹦鹉螺号。在这极其险峻的情况下，尼摩
船长不畏艰险地勇往直前，永远不向困难屈服。他一直保持
着镇定自若的态度，一直保持着他那不变的心。

关于《海底两万里》读后感6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作者儒勒.凡尔纳在写这本
小说时，电灯还没有发明出来，他却能写出海底探险的故事，
而且写得栩栩如生，让读者沉浸在书中的海底世界。我想就
是在现在这个发达的年代，也是很难找出像书中所写的“鹦
鹉螺”号一样的潜水艇出来。



《海底两里》主要说的是阿龙那斯教授一行人去捕捉传言中的
“海怪”。当见到“海怪”时，“海怪”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船沉没了。除了阿龙纳斯和随从、捕鲸手尼德外，其他人都
死了，他们三个人也被捉去。那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传言
中的“海怪”就是“鹦鹉螺”号，他们在尼摩舰长的带领下，
游遍了世界上的海洋。最后，在大西洋的一次旋涡中，他们
三人回到了陆地，其他人全都失踪了。

什么使这本书栩栩如生?

知识，要利用语言来创造一艘潜水艇，需要十分广博的科学
知识，书中对描写潜水艇使用了许多关于潜水艇的数据，表
现了作者渊博的科学知识，也使原本虚幻的潜水艇渐渐变的
真实起来。

幻想和知识的结合，成就了一本我喜欢的书《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个想象
力惊人的作家，他的惊人之处是他所写的资料很夸张，动人
又富有科学好处的小说，更惊奇的是这本节中所写的故事，
在我们此刻的时代已是不足为奇，但在他那个时代里还没有
潜水艇吧!但是凡尔纳以他惊人的想象力与丰富的知识底蕴这在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中成功也塑造了“鹦鹉螺号”潜水艇，
还有兰可夫探照灯。

作者领着读者进行了一次动人心魄的海底旅行，鹦鹉螺号以
飞快的航速，让读者随着尼摩船长和他的“旅客们”饱览了
海底变幻无穷的奇异景观和各类陆地上所没见过的生物:最远
的极地、最大的珍珠、最深的海沟、大蜘蛛、章鱼、鲨鱼和
我们没见过的种种……让人目不暇接的同时还耳目一新。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了大海里面是多么的惊险、多么的美丽、
多么的有趣。惊险的海底风波、有意思的鹦鹉螺号。



我现在要发奋努力学习，长大后立志也像尼摩船长那样去海
底探索更多的海洋之谜，让它更多的真面目展现在我们大家
面前。

海底两万里第五章的读后感篇二

我非常喜欢看科普类的书籍，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海底两
万里》这本书。这是法国的作家儒勒。凡尔纳写的。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海底也有森林，它们长得高大、笔直。
还有美丽的孔雀彩贝，它们迎风招展，像打开的扇子一样。
而珊瑚丛是一种动物，但它们却像美丽的花圃一样绚烂。海
底还有美丽的珊瑚王国，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海底煤矿。

正是因为我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了更多的关于海洋和地理的
知识。这真是一本令人百读不厌的书啊!

海底两万里第五章的读后感篇三

《海底两万里》文中彼埃尔·阿龙纳斯是个生物学家，博古
通今，乘潜艇在水下航行，让他饱览了海洋里的各种动植物，
《海底两万里》这真的是一部值得我们阅读的作品，有兴趣
的人可以读读。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海底两万里第五读
后感3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暑假里，我看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讲的是这样一个故
事：以前人们经常在海上发现一个“怪物”，于是，由阿罗
纳克斯教授、孔塞伊和内德·兰德还有其他人登上了一艘船，
去驱逐这个“怪物”。但是他们反而被“怪物”所俘获。原
来那“怪物”是一艘潜水艇，潜水艇里的尼摩艇长为了保密，
不让他们离开潜水艇。因此他们一起随潜水艇游历各个海洋。



后来，他们终于逃脱，把这一海底秘密公诸于世。

这本书是法国作家凡尔纳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科幻小说家，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世上还没有潜水艇，这完全是他根据科
学推理想象出来的。他在书中描写了许多志趣高尚的人。尼
摩艇长是鹦鹉螺号潜艇艇长，他是一个身份神秘、知识渊博、
富有智慧的人;而阿罗纳克斯教授为人正直、仁慈、学识丰富、
热爱科学考察事业。他们全身心地献身科学，从不计较个人
利益，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代表人物。

看完这本书，我对海洋的了解增进了不少，我以后会看更多
的关于海洋的书，继续去认识海洋，获取知识。

这些天，我读了一本书叫《海底两万里》。

这本书的主人公有：阿罗纳克教授、尼摩船长、内德。兰德。

这本书主要讲了：有一艘潜水艇巨大无比，但被人们看做怪
物。阿罗纳克找怪物，却发现这个怪物是一艘潜水艇。就坐
上尼摩他们的潜水艇一步步向北走，在向北的路上发生了许
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感到尼摩船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船长，还是一个智勇双全
的人，还很团结人。他不想看到任何人死去，最终他失去了
两名水手。虽然尼摩船长最终是下落不明，但我还是很佩服
他。

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为国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
之才，也要向尼摩船长学习。

我喜欢这本书，我希望自己也像尼摩船长一样到海底去自由
自在的游行，看看海里最大的章鱼，看看海底火山、还有冰
山，那多有意思啊。



这本书写的是，在大海上发现了海怪，一个教授和其它人一
起去找，谁知道那海怪不是海怪，是一艘非常厉害的船，他
们在船上一起到海底研究，他们在海底看到了许多神奇的东
西，还遇到了许多困难，最后终于又回到了陆地上。

书里说他们在去南极时撞上了冰山，大家齐心协力，想尽办
法，自告奋勇轮流去凿冰，把新鲜的空气留给凿冰的人，到
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希望，最后终于穿过冰山，来到海面上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们遇到大章鱼时也是齐心协力才把章
鱼打败。

这本书告诉我们大多力量大。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主要讲了凡尔纳先生和他的朋友
们——仆人康塞尔、鱼叉手奈得兰、船长尼摩四人寻找海怪
的经历。其中最精彩的一篇叫“血战章鱼”：在美洲海岸，
那里的水很浅，只能淹没船的龙骨，突然一只大章鱼从深海
里跳出来，那只大章鱼就像一只怪物，这只怪物的身体竟然
比一座山还要大!最后，它斗不过凡尔纳先生他们，因为，浅
海里的水很少，没过几天，这只章鱼活活被烤死了。

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之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越是
到危险的地方冒险，就越是不可以使用蛮力解觉眼前的问题，
不然，可能会惹来更糟糕的问题。所以，作者凡尔纳先生在
书里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越是在危险的地方，就越
是要学会如何冷静下来。”如果你选择使用智慧，你可以在
一段时间内风平浪静; 如果你选择使用蛮力，你就等着受灾
难吧。你的一切，你掌控，你必须对自己负责。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法国科幻小说，书中的故事惊险曲折，
我非常爱读。

这个 故事讲是世界各地的海洋中出现了一个怪物，引起了一
片恐慌。于是，美国的 “ 林肯号 ” 逐洋舰特地邀请阿龙



纳斯先生一起去追捕这个怪物，开始了两万里的海上航行，
发生了无数个惊险的事情，怪物原来是一艘潜水艇，阿龙纳
斯他们跟着潜水艇开始了奇幻的航行，。

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故事，都很惊险，让人都身临其境，对
海底世界又写得很优美，让人回味无穷。

我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看了这本书能让我
们勇敢面对困难，面对危险。一个历险的人，一定要有足够
的勇敢，才能成功。有没有勇气成功，是对我们的挑战。通
过这本书，我学会了坚强。

海底两万里第五章的读后感篇四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像没有阳光;智
慧里没有书籍，就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来自莎士比亚的名
言。

我读了法国作家儒勒 凡尔纳写的《海底两万里》之后，我深
深地被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和他忠实的伙伴康塞尔，还有
尼摩船长探险精神吸引住了。《海底两万里》主要讲述了，
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与他的两个忠实的伙伴遭遇“海
怪”——诺第留斯号，在海底旅行的故事。

看了这本书整个航程高潮迭：海底守猎，参观海底森林，探
访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打捞西班牙沉船的财宝，目睹珊
瑚王国的葬礼，与大蜘蛛、鲨鱼、章鱼搏斗，反击土著人围
攻等等。书中还包容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学。看
完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更多海底世界的神奇和美丽，还知
道了许多关于海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让我更
想去探求海洋的秘密，了解大洋深处扑朔迷离的海底世界。
这个故事同时在告诉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
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和地球，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物，切勿



滥杀滥捕的观念。才是此书让我们感受丰富多采历险和知识，
启发我们心灵更大的收获。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精神的食粮，终生的伴侣，最真挚的
朋友。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来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吧!让
我们在书的海洋里遨游，获得更多更多的知识吧!

海底两万里第五章的读后感篇五

《海底两万里》这本名着是凡尔纳叙述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
斯在海洋旅行的所见所闻!

1866年海上的人们发现了一只所谓独角鲸的大怪物，阿龙纳
斯接受了邀请并参加捕捉行动，在捕捉过程中却不幸与其仆
人康塞尔掉入水中，却意外游到了这只怪物的脊背上。后来
得知这只惊动一时的独角鲸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
这潜水船是尼摩船长建造的，其船身坚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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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入大西洋，看到
许多罕见的底动物、植物和水中奇异景象;这本书中还写到了
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多种险情。这些故事情节都是写得非
常曲折紧张，扣人心弦。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尼摩船长，他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人。
他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精心研究、设计、建造了这艘潜水船，
他驾驶着潜水船在海底进行大规模的科学探索。他机智地躲
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搜寻自由，对自己孤僻的生
活感到悲痛。在这孤独的生涯中他巧遇了阿龙纳斯并与他共
同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

其中有几处是我觉得比较引人入胜：托里斯海峡：“鹦鹉螺
号”第一次遭受困境碰触到海峡的礁石而被迫停下来。然而
这对阿龙纳斯，他的仆人康塞尔和鱼叉手尼德?兰却是一件好



事。因为他们能在旁边的小岛上逗留了两天，这对一个原来
生活在陆地上却因为某种原因而留在海上2~3个月的人来说是
上天何等的优厚待遇啊!然而，在他刚想享受战利品时却遇到
了土人围攻。最终以尼摩船长沉着冷静去对付土人围攻而告
一段落。

一颗价值千万法郎的珍珠：这一章叙述尼摩船长，啊龙纳斯，
他的仆人康塞尔和鱼叉手尼德?兰在收集珍珠时发现一位印度
采珠人遭到黑鲨的袭击，幸亏尼摩船长以无以匹比的勇敢和
尼德?兰对鲨鱼身体结构的熟识，用鱼叉刺中鲨鱼的心脏而完
结生命为告终。在细节可以看出尼摩船长他，作为逃到海底
的人类种族代表之一，而对人类表现出无私的奉献精神。不
管他平时嘴上怎么说，但这个奇怪的人善良之心至今还未完
全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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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