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菌儿自传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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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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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一

《菌儿自传》是一本十分有趣的科普童话书。作者是中国著
名科普作家高士其。这是一本传播医学与公共卫生知识的科
普读物。

在《菌儿自传》里，主人公菌儿是千千万万细菌中的一员，
全书以菌儿自述的方式写成。在作者高士其爷爷笔下，菌儿
时而在呼吸道里冒险，时而在腔肠里开会，时而在水国游历。
他把细菌对我们的危害写得淋漓尽致。菌儿还偷偷告诉
我：“人类的肚肠，是它的天堂，在那儿，没有干焦冻饿的
恐慌，那儿只有吃不尽的食粮。”难怪人们常说“想要长寿，
肠中常清”啊！

从这本书中，我懂得了很多知识。以前我一直以为蚂蚁是最
小的生物，但是读了《菌儿自传》后，我才知道最小的生物
是细菌。就算是几十万个细菌挂在苍蝇身上，苍蝇也不觉得
重。菌儿还对我说：“我那酵儿，小山芋似的身子，直径不
到5微米，体重只有0.00000981毫克。然而算起来他还是我族
里的胖子。”高士其爷爷这种生动有趣的写法，让我在不知
不觉中就懂得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知道了在我的肉
眼看不到的世界里，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生命存在，细菌家
族里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荣盛兴衰。

读完了这本书，我也感受到了高士其爷爷对祖国的热爱，我
对他非常敬佩。因为高士其爷爷不仅是一位科普作家，更是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读后感·在他23岁时，因为研究病毒而
导致他的脑部被病毒入侵，最终全身瘫痪，他是真正为科学
事业献了身！这个结局真让我感到伤心，但高士其爷爷却以
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几百万字的科普作品，影响了无数人，影
响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小学生开始慢慢喜欢上科学。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二

目的：

1.了解并掌握“自传”这种文体的'相关常识及写法。

2.了解鲁迅先生1881―1930的人生经历和著述情况。

3.结合时代背景理解课文内容，体会鲁迅的伟大抱负和崇高
思想。

4.培养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意识与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1.引导学生按时间顺序梳理鲁迅先生1881―1930年间的人生
经历。

2.理解并认识鲁迅弃医从文，实现思想转变的深刻原因。

3.认识“自传“的文体特点及写法。

4.指导学生怎样收集资料及怎样确定选题。

教学设想：

1.三课时

2.运用多媒体课件



教学内容及步骤：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解题、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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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三

霍金的全名是史蒂芬 霍金，曾担任过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
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人，虽不幸的命运几乎使他全身瘫
痪，不能发音，但却没能击倒这位敢于同命运抗争的巨人。

坚强的霍金从不畏惧身体上对自己造成的阻碍。虽然把他束
缚在了轮椅上，可他的'思想却飘出了房间，飘出了地球，飘
向了宇宙，自由的翱翔着。

霍金仅靠两根手指头撰写的世界名著不计其数，如1988年仍
出版《时间简史》，至今已出售了1000万册，成为了全球最
早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

渺小的身躯里，却蕴藏着一名庞大的巨人，他的知名度仅次
于牛顿，而对于他的绯闻却又接二连三的冒出来，可这又磨
灭不了人们对他的赞赏。在我眼里，霍金就是一位光辉的伟
人，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不可磨灭。

这本书生动的反映了霍金一生的故事，让人不得不感叹到霍
金的命运坎坷。他启发了我，使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都不向
困难低头，遇到挫折不要放弃，向霍金学习，只要做到这一
点，人人都是伟人。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四

昨夜熬夜将《伊莎多拉。邓肯自传》看完了，想到了林语堂
的评论“这本书直率得让人发指”。一直都被作者那种坚持
不懈地追求梦想，追求自由的精神所鼓舞，为自己这么大年
龄了还一事无成而自惭形秽，为自己现在依然年轻却还在等
待而心潮澎湃。她是一名有着高贵的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
她的一生都在尝试着突破某些枷锁，她是那样的富有冒险精
神。也只有像她这样的人才能找到自己，才能看到被人常人
看不到的地方。

虽然作者一直在书里面讲自己没有很好的文学才华，可是作
为读者的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更是一部充满浪漫
色彩的欧洲20世纪初的旅游传记，是一本充满文学描述和风
景描绘的散文。所有的景物总是被赋予了生命，所有的话语
总是充满的深情。她不允许自己的生活平淡，快乐和苦难至
于她都是生命中最美的色彩。我被其中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了，
以至于对欧洲产生了无限的遐想。欧洲是孕育了美景，更加
孕育了20世纪初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作家，画家，诗人等
等，当然还有舞蹈戏剧，这里是艺术家的乐园，如果时光可
以倒流，我真的很希望自己也可以到那里畅游一番。

她能够穿越整个美国到达巴黎，到达伦敦，到达希腊，那种
对艺术对文学的痴狂有时会让我这个读者喘不过气来，因为
这感情来的太热烈了，太不真实了。但是我却又接受了，我
知道这里面就算有夸张的成分，但这就是最真实的伊莎贝拉。
她可以没有金钱，可以没有爱情，可以没有孩子，可是她不
能没有艺术。每一次到人生的最绝境的时候，他总能在艺术
中找到令自己振作的东西。她的一生就是为舞蹈，为整个人
类的舞蹈而生。她总是在巡回演出的路上，其实她一生都是
一部传奇都是在进行巡回演出。

艺术家总是孤独的，纯粹的艺术家都是被饿死的，我们经常
这么认为。他们看到的东西都太深刻了，他们领悟的都是这



个世间最珍贵的情感。我们这些俗人又是如何能够理解呢？
他们的孤独时幸运的，因为他们获得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艺
术家们往往处于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的境地，并不是因为他们
不会挣钱，而是因为他们太会花钱，说得现代一点就是不会
理财。伊莎多拉每次总是会在自己经济状况较好时开始疯狂
地痴迷艺术，然后又在自己身无分文时回到现实。她一生挣
得的财富不计其数，但是却一直处于穷苦的状态。就如同比
她早了几个世纪的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换个角度讲，也许金
钱对于她只是负累，都是她登上艺术的天堂路上的尘埃。

我其实很不想谈论她的爱情，我觉得其实爱情给了邓肯灵感，
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磨难。虽然也给她带来了许多幸
福时光。她在爱情与艺术之间的抉择也更凸显了她对艺术的
执着甚至说是偏执。

《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本貌似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到的书籍，
是一直激发作者创作灵感的书籍。没有看过，现在想去看看。
书中提到了太多关于欧洲艺术的东西了，作为一个门外汉，
我一次一次地感受到自己的浅薄。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五

"天气看看渐渐的夜了下来，有些人已经在船头烧火煮饭，有
些人已蹲着吃饭，我却坐在岸边一块大石上，发呆发愁，想
不出什么办法。那时阔阔的江面，已布满了薄雾，有野鹜鸂
鶒之类接翅在水面向对河飞去，天边剩余一抹深紫。见到这
些新奇光景，小小心中升起一分无言的哀戚，自己便微笑着，
揉着为长途折磨坏了的两只脚。"

读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却忘不了上面这个场景。当时
尚不足5岁的沈先生走出家庭到广大社会学习生存，途中有次
不知该上哪艘船，怯怯借问一声，得到硬邦邦一句"已经坐
满"，而后少年从文便坐在了沅水边的大石上，看着想着。为



少小离家惶惑，但并不惶恐；为前途茫茫忧愁，但并不忧怨；
为人世艰难自怜，但并不自弃。《从文自传》成于沈从文而
立之年，三十岁的文字竟如深山枯井，老僧入定，字里行间
的静水流深着实令人沉醉。

犹记得"清乡所见"篇里的惊骇故事：商会会长年纪极轻的女
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被一个卖豆腐的青年从坟墓里挖
出，背到山洞中睡了三天，后又送回坟墓。此时被人发觉后，
这卖豆腐青年便被押解到衙门随即就地正法。临刑前沈先生
问他脚被谁打伤的，那卖豆腐青年把头摇摇，放佛记起一件
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轻轻地说："那天落雨，我送她
回去，我也差点儿滚进棺材里去了。"沈先生又问他为何做这
件事，青年依然微笑，望了沈先生一眼，好像说他是个不明
白爱的小孩子，不理会先生，但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轻
轻地说："美得很，美得很。"旁边的兵士直斥青年是"疯子"，
可是少年从文却深深记得了那个微笑，十余年来在记忆中竟
还异常明朗。

不曾忘沈先生写其二姐的死："那年我死了一个二姐，她比我
大两岁，美丽，骄傲，聪明，大胆，在一行九个兄弟姊妹中，
比任何一个都强过一等。她的死也就死在那分要好使强的性
格上。我特别伤心，埋葬时，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的
土坎上。过了快二十年从北京第一次返回家乡上坟时，想不
到那株山桃树已成了两丈多高一株大树。"寥寥数语，托物抒
情，不禁联想起归有光《项脊轩志》文末"庭有枇杷树，我妻
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所表达的同样思念。

颇回味"怀化镇"篇中那个意味深长的妓女："那个烟馆门前常
常坐了一个年纪四十来岁的妇人，扁扁的脸上擦了很厚一层
粉，眉毛扯得细细的，故意把五棓子染绿的家机布裤子提得
高高的，露出下面水红色洋袜子来。见兵士同火伕过身时，
就把脸掉向里面，看也不看，表示正派贞静。若过身的穿着
长衣或是军官，她便很巧妙的做一个眼风，把嘴角略动，且
故意娇声娇气喊叫屋中男子为她做点事情。我同兵士走过身



时，只见她的背影，同营副走过时，就看到她的正面了。这
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

不激烈，不控诉，不呐喊，却无时不刻不在向我们倾诉一个
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
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的生活"。沈从文自称是"不想明白道理
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自言"不安于当前事物，却常常
为人生远景而凝眸。"幼时上学沿途，俨然一段爱丽丝漫游记，
不是流连于伞铺、针铺、剃头铺、铁匠铺，就是沉迷于制浆、
破篾、扎花轿、杀牛。军旅中既见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场面，
又会为了看一座山洞，寻一种草药而走十多里路。没有丝毫
的猎奇与炫耀，亦没有十分的残酷与冷血；见不着咬牙切齿
的愤怒与仇恨，亦嗅不到十分的懦弱与卑微。静静地看，淡
淡地想，默默地忆，自自然然，从从容容。一切都像那条伴
随他很长一段时间的辰河，暴涨时像受惊的野马，平静时似
温顺的小鹿，动静之间是如此的自然。

然而从文先生文字里流淌的这股静气并不仅仅是文气，尚饱
含着硬气和韧气。硬气或许因着他真个是军人世家子嗣的气
魄，晓得一个真正的男子该是什么样子，所以面对杀戮和死
亡不焦不惧；韧气或许因着他自小对看遍世间奇人奇事的心
愿，乐意执着地去探寻追究。无论是奸淫艳尸的年轻男子、
富于人性表现的妓女，还是最下等的士兵，他只观察他们的
生活，感受他们的心性，只静静地看，实实地写。

沈从文是独特的，他的文学世界亦是独特的。他非科班学院
派出身，但是浩瀚的社会给了他深味人世、纵横天地的格局；
他非大富大贵出身，但是"乡下人"的身份给了他善待万物、
亲近底层的情怀。

从文先生的这份静气实难以追，然我辈身上的种种怨气、怒
气、躁气甚至戾气，却是真真要丢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