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爱迪生发明电灯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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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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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爱迪生发明电灯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名人志立少年时——中小学励志教育读本》，
其中《发明大王爱迪生》的故事让我感触最深，他勤奋的一
生给予了我深深的启示。

爱迪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的每一项发明都是通过
艰苦劳动赢得的，都是他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为了发明电灯，
他试验了1600多种材料，爱迪生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使他找
到了非常合适的灯丝，最后成功地发明了电灯，给我们带来
了光明和希望。所以我们要以爱迪生为榜样。

记得第一次学自行车，我壮着胆子上了自行车，开始学骑车。
刚骑了一下，车子不听我使唤，马上开始晃动起来，我也跟
着车子摇摇晃晃的。一会儿冲向草坪，一会儿面向大树，可
是我一直坚持着没让车倒下。突然，不知怎么回事，车一晃，
我和车一起“亲吻”了地面。我拍了拍身上的土，又重新骑
上了自行车，继续学习。正当我觉得自己骑得很好时，车突
然再次摔倒了，当时我感到非常灰心，正准备放弃。这时爱
迪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又重拾信心骑上车，真是功
夫不负有心人啊!经过几个回合，我就掌握了骑车的要领，终
于把这头“铁牛”给征服成了温顺的小绵羊。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我曾听人说起，可这
句话的含义我只是似懂非懂，根本没有真正领会。看了爱迪
生的故事和我学会骑车这件事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深藏的



道理。(黄楚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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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发明电灯读后感篇二

在很久以前没有发明灯泡的时候，很多人晚上的照明一般是
使用蜡烛灯、煤油灯等，让人们生活倍感不便，那时候的爱
迪生内心十分的苦恼，他决心要发明一种能够耐用的光线明
亮的灯泡。于是爱迪生在实验室里面不断地进行各种材料试
验，使用了一种碳条进行试验可是这种材料十分的脆弱，根
本难以作为灯泡材料，失败之后又开始使用了钌和铬这些材
料进行试验，当灯泡亮起来时候他非常高兴，认为这种材料
十分适合用于制作灯泡的灯丝，可是大约几分钟之后灯丝也
烧断了。

几年之后爱迪生失败的经历被许多的人嘲笑，认为他是做白
日梦，尤其是认为爱迪生做了很多失败的实验。面对别人的
质疑和不信任，爱迪生却并没有放弃灯丝实验计划，反而以
此为动力继续展开自己的科学实验，于是又试验了一种碳化
棉签作为灯丝材料，把灯泡中真空花，这种材料还是坚持很
久，可是在四十五小时不久就烧断了，但是爱迪生已经兴奋
不已了，他已经尝试了超过六千多次的实验了，而这一次无
疑是找到突破点。

爱迪生又开始进行了灯丝实验，功不负有心人，他发现了钨
丝可以作为电灯材料，为此他欣喜若狂，这种材料是灯泡的
绝佳材料，发出的光线十分的明亮，又不易烧断适合长期使
用。如此灯泡便慢慢的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夜晚中
必备的照明工具。

爱迪生发明电灯读后感篇三

在灯光下读《发明的故事》，抬头看一眼给我带来光明的电



灯，又想起那个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

19世纪初，人们大多使用油灯，但这种灯不但光亮度不够，
还极容易引发火灾，这勾起了天才发明家爱迪生的兴趣，为
了把人类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爱迪生开始了整整30年的研究。

爱迪生发明电灯做了1500多次试验，都未找到合适的材料做
灯丝，为此他绞尽脑汁。一天，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灵
感，于是他就采用日本竹子里的碳丝做为灯丝，出乎意料的
是用这种材料做成的灯泡居然亮了1200小时，这使灯泡初具
了实用性。爱迪生并没有止步，为了灯泡能达到更长的使用
寿命，之后，他又研究出在灯泡中充进一种惰性气体，这就
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灯泡。

爱迪生说过：“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
的汗水。”这是他一生奋斗的总结。在学习中，我常常遇到
困难就打道回府，把逃避作为首选，害怕错误，害怕失败。
想着书中爱迪生对6000多种材料细致分析的介绍，我心中充
满羞愧，他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深深地感动，也让我知道无
论做什么事都要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才会有收获。

当爱迪生发明竹丝灯后，他不满足灯泡1200小时的使用寿命，
又对灯泡进行改进，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完成了一
项伟大的发明后，爱迪生并未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是给
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一个目标达成时，我们也不应松
懈下来，而应该像爱迪生一样，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努力。

我要学习爱迪生，学习他那热爱科学，顽强拼搏的精神；学
习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勇气；学习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精益
求精的态度，时时激励、鞭策自己，让自己有所作为。

爱迪生发明电灯读后感篇四

1878年9月，爱迪生开始研究电灯，但由于爱迪生经济问题不



得不寻找经济资助，于是成立一家股份公司，以便为实验带
给经济资助，不久洛雷找到了几个股东，他们愿意出钱资助
爱迪生研究电灯。但爱迪生屡屡失败，很快用完了五万美元
用完了，一部分股东的信念开始摇动，爱迪生苦苦劝诱，股
东们决定再拿五万美元资助爱迪生。

1879年10月21日，电灯研制成功，他为此试用了接近1600种
材料进行试验，连续用了45个小时之后这盏电灯的灯丝才被
烧断，这是人类第一盏有广泛实用价值的电灯，这种电灯
有“高阻力白炽灯”、“碳化棉丝灯”多种名称，用碳化棉
丝制成。

1880年，爱迪生派遣助手和专家们在世界各地寻找适用的竹
子，有六千种左右，其中日本竹子所制碳丝最为实用，可持
续点亮一千多个小时，到达了耐用的目的，这种灯称之
为“碳化竹丝灯”。

1881年，在巴黎世博会上，爱迪生展出一台重27吨、可
供1200只电灯照明的发电设备。

1883年，爱迪生在一次电灯试验中观察到在灯泡内另行封入
一根铜线，认为能够阻止碳丝蒸发，延长灯泡寿命，经过反
复试验，碳丝虽然蒸发如故，但他却从这次失败中发现碳丝
加热后，铜线上竟有微弱的电流透过，之后这种现象被称之为
“爱迪生效应”，19英国物理学家弗莱明根据“爱迪生效
应”发明了电子管。

爱迪生这时心中已有数。他根据棉纱的性质，决定从植物纤
维这方面去寻找新的材料。

于是，马拉松式的试验又开始了。凡是植物方面的材料，只
要能找到，爱迪生都做了试验，甚至连马的鬃，人的头发和
胡子都拿来当灯丝试验。最后，爱迪生选取竹这种植物。他
在试验之前，先取出一片竹子，用显微镜一看，高兴得跳了



起来。于是，把炭化后的竹丝装进玻璃泡，通上电后，这种
竹丝灯泡竟连续不断地亮了1200个小时！

这下，爱迪生最后松了口气，助手们纷纷向他祝贺，可他又
认真地说道：“世界各地有很多竹子，其结构不尽相同，我
们应认真挑选一下！”

助手深为爱迪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所感动，纷纷自告奋勇
到各地去考察。经过比较，在日本出产的一种竹子最为适宜，
便超多从日本进口这种竹子。与此同时，爱迪生又开设电厂，
架设电线。过了不久，美国人民便用上这种价廉物美，经久
耐用的竹丝灯泡。

竹丝灯用了好多年。直到19，爱迪生又改用钨丝来做，使灯
泡的质量又得到提高，一向沿用到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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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发明电灯读后感篇五

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
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
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
多做事情啊!”通过这件小事，我们不仅看到了爱迪生的睿智，
更多的是看到了爱迪生惜时间如生命思想，这也是为什么爱
迪生能够吧所有精力集中在试验上的原因之一吧!

爱迪生在为我们创造出那么多的新型发明的同时也教会了我
们许许多多的的人生道理。

众所周知，爱迪生未成名之前的生活并不富裕。一次，他的
老朋友在街上遇见他，关心地说：“看你身上这件大衣破得
不象样了，你应该换一件新的。”“用得着吗?在纽约没人认
识我。”爱迪生毫不在乎地回答。几年过去了，爱迪生成了
大发明家。有一天，爱迪生又在纽约街头碰上了那个朋
友。“哎呀”，那位朋友惊叫起来，“你怎么还穿这件破大
衣呀?这回，你无论如何要换一件新的了!”“用得着吗?这儿
已经是人人都认识我了。”爱迪生仍然毫不在乎地回答。

这篇《名人故事大全：爱迪生发明电灯》，是特地为大家整
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世界闻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
不耻下问的习惯被人们认为他是低能儿，而他的学问是靠母
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他的成功，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母亲
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

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



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
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他在新泽西
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
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
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

现在我为大家讲一下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趣事!

早在1821年，英国的科学家戴维和法拉第就发明了一种叫电
弧灯的电灯。这种电灯用炭棒作灯丝。它虽然能发出亮光，
但是光线刺眼，耗电量大，寿命也不长,很不实用。因此，爱
迪生就暗下决心:“电弧灯不实用，我一定要发明一种灯光柔
和的电灯，让千家万户都用得上。”

他的实验开始着手于灯丝的材料：用传统的炭条作灯丝，一
通电灯丝就断了。用钌、铬等金属作灯丝，通电后，亮了片
刻就被烧断。用白金丝作灯丝，效果也不理想。就这样，爱
迪生试验了1600多种材料。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失败，
很多专家都认为电灯的前途黯淡。英国一些著名专家甚至讥
讽爱迪生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一些记者也报道：“爱
迪生的理想已成泡影。”爱迪生面对失败，面对所有人的冷
嘲热讽，爱迪生没有退却。他明白，失败乃成功之母，每一
次的失败，意味着又向成功走近了一步。

1879年10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爱迪生的老朋友麦肯基
来看望他。爱迪生望着麦肯基说话时一晃一晃的长胡须，突
然眼睛一亮，说：“胡子，先生，我要用您的胡子。”麦肯
基剪下一绺交给爱迪生。爱迪生满怀信心地挑选了几根粗胡
子，进行炭化处理，然后装在灯泡里。可令人遗憾的是，试
验结果也不理想。“那就用我的头发试试看，没准还行。”
麦肯基说。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爱迪生，但他明白，头发与
胡须性质一样，于是没有采纳老人的意见。爱迪生走身，准
备为这位慈祥的老人送行。他下意思地帮老人拉平身上穿的



棉线外套。突然，他又喊道：“棉线，为什么不试棉线呢?”

麦肯基毫不犹豫地解开外套，撕下一片棉线织成的布，递给
爱迪生。爱迪生把棉线放在在u形密闭坩埚里，用高温处理。
爱迪生用镊子夹住炭化棉线。准备将它装在灯泡内。可由于
炭化棉线又细又脆，加上爱迪生过于紧张，拿镊子的手微微
颤抖，因此棉线被夹断了。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爱迪
生才把一根炭化棉线装进了灯泡。此时，夜幕正在降临，爱
迪生的助手把灯泡里的空气抽走，并将灯泡安在灯座上，一
切工作就绪，大家静静地等待着结果。接通电源，灯泡发出
金黄色的光辉，把整个实验室照得通亮。13个月的艰苦奋斗，
试用了6000多种材料，试验了7000多次，终于有了突破性的
进展。

但是，这灯究竟会亮多久呢?1小时，2小时，3小时时间一分
一秒的过去，这盏电灯足足亮了45小时，灯丝才被烧断。这
是人类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后来1879年10月21这一天
被人们定为电灯发明日，标志着可使用电灯的诞生。

虽然这样，爱迪生并没有满足，他没有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
中，而是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45小时，还是太短了，
必须把它的寿命延长到几百小时，甚至几千小时”。

有一天，天气闷热，他顺手取来桌面上的竹扇面，一边扇着，
一边考虑着问题。“也许千篇竹丝炭化后效果更好。”爱迪
生简直是见到什么东西都想试一试。试验结果表明，用竹丝
作灯丝效果很好，灯丝耐用，灯泡可亮1200小时。经过进一
步试验，爱迪生发现用炭化后的日本竹丝作灯丝效果最好。
于是，他开始大批量生产电灯。他把生产的第一批灯泡安装在
“佳内特号”考察船上，以便考察人员有更多的工作时间。
此后，电灯开始进行寻常百姓家。

后来，人们便一直使用这种用竹丝作灯丝的灯泡。几十年后，
又对它进行了改进，即用钨丝作灯丝，并在灯泡内充入隋性



气体氮或氩。这样，灯泡的寿命又延长了许多。我们现在使
用的这是这种灯泡。在爱迪生发明创造的过程当中，爱迪生
常对助手说：“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人生
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