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读后感(精选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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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一本数学家的故事里面介绍了一位著名的数学
家―祖冲之。

祖冲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父
亲和祖父都爱好数学，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
读了很多书。他特别爱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经常观察太阳
和星球的情况。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很喜欢他。派他去
做官，但是他对做官不敢兴趣，还是专心的研究数学，这种
精神多值得我们学写呀！他还创制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大
明历。他为古代数学着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了一本
缀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可
见祖冲之是多么伟大。

我要学习祖冲之这种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学习和研究精神。

数学读后感篇二

数学，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科，但却是我们生活里最为有用
的工具之一，它是物理化学生物的摇篮，是政治经济学的基
础，是市场里的公平称，是我们量化自己的必要工具...是的，
数学是一个“工具箱”!那么，前人是怎么样把这个工具弄得
更为人性化，更能让我们好好地使用呢?看完《这才是好读
的'数学史》后，我知道了许多。



《这才是好读的数学史》介绍了数学从有记载的源头，到最
初的算数，再到代数、几何等领域不断地深入化发展的历史
过程。本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先后介绍了数学的开端，古
希腊的数学，古印度的数学，古阿拉伯的数学，中世纪欧洲
的数学，十五和十六世纪的代数学。

在人类对于数学漫漫求索之路上，诞生了许多古代文化，而
这些古代文化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数学。其中，古代伊拉克的
历史跨越了数千年，它包括了许多文明，如苏美尔，巴比伦，
亚述，波斯和希腊文明。所偶有这些文明都了解并使用数学，
但有很多变化。在这儿不得不提到的是古希腊数学。在此之
前，各个文明运用数学仅仅是用来协助、解决一些简单的生
活问题，有时不就此满足的人们也会有简单的探索，但希腊
的数学家们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将逻辑推理和证明作为数学
中心，也是正因如此，他们永远改变了运用数学的意义。

数学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如今的数学在生活中被广泛的运
用，一起热爱数学吧!向为数学做出巨大奉献的前人们致敬!

数学读后感篇三

今年的寒假出奇的漫长，在这漫长的寒假里，我读了一本我
不怎么喜欢的书――《数学史》，为什么不喜欢呢?是因为我
很多不懂，但是读着读着我就喜欢上了，《数学史》记录着
人类数学历史发展的进程，读了它，我有一点肤浅的体会。

书中写到：人类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具有识辨多寡的能力，从
这种原始的数学到抽象的“数”概念的形成，是一个缓慢渐
进的过程。人们为了方便于生活便有了算术，于是开始用手
指头去“计算”，手指头计数不够就开始用石头，结绳，刻
痕去计计数。例如：古埃及的象形数字;巴比伦的楔形数字;
中国的甲骨文数字;希腊的阿提卡数字;中国筹算术码等等。
虽然每种数字的诞生都有不同的'背景与用途，以及运算法则，
但都同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数学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

历史学家往往把兴起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等
地域的古文明称为“河谷文明”，早期的数学，就是在尼罗
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黄河与长江，印度河与恒河
等河谷地带首先发展起来的。

数学读后感篇四

首先，看到这本书后，第一个感觉是这本书太厚了，肯定无
聊。而第二个印象是在每一个概念后的“见数学概念小史某
某页”，然后这最重要的事是这书讲了这我不曾了解的事。

从过去到现在，先是古埃及人，他们的方法对于现代太不实
用了，但是他们还是聪明，知道用符号，用两个符号来表
示1()和10()，这东西就是幂，在生活中肯定很少用，而且我
还发现这数学呢我一直认为是想从简单到复杂，但是并不是
如此，可以说是相反的。

比巴伦的数学家们特别有趣，造的题目也有趣，不实用，但
是很好玩，在本书的15页，有这原题，这大概就是用一根芦
苇去测量田有多大，其实就是二元一次方程，但是看完头都
大了，不知到底在讲什么。

继续读着，诶!看见了老熟人——欧几里得，从小学周围的人
都在谈论着他，给我讲他的旷世巨作《几何原本》，过去经
常说“好，好，好，《几何原本》好。”但是我并不知道这
书居然是公元前三千多年左右写的，我一直认为他是希腊人，
但是他居然是埃及人，这好奇怪，据书中说有很多的希腊数
学家都不是希腊人。

继续读，数学也和天文学有关，从天文学中又出现了三角学，
原来三角学是从天文学出来的，在读阿拉伯数学时，看见
了“杨辉”三角形，但是这书中的是“帕斯卡三角形”，其



实也是“杨辉”三角形，所以后者好记些。

微积分里面看见了伽利略，但是似乎不是他的主场，所以不
管他，微积分这里知道了流数和微分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所
称的导数。他们的发明者分别是牛顿和莱布尼茨。牛顿这特
别熟悉了，这莱布尼茨是个律师和数学家，他最可以的是他
的公式几乎都是在颠簸的马车上写下。在各个学科每每留下
了著作。

还有一个人让我记住了，叫做欧拉，不光名字好记，他自己
也是一个喜欢记的人，据书上所说，他可以说是一个论文天
才也是数学天才，因为只要他有一个好的方法，自己马上就
写一篇论文，来记下自己的观念。

这便是这《这才是好读的数学史》上篇的读后感，不是特别
无聊，反而还有一些有趣，整体的布局也不错，让读者一步
步深入，有特别强的吸引力，可能因人而异吧，下篇就是纯
数学了，所以这便是我的读后感了。

数学读后感篇五

数学是一门枯燥的学科，我从小就这样认为。但是通过这个
寒假，这本《这才是好读的数学史》，打开了知识文化的一
扇大门，让我对数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思考，并且领悟到
了其中的魅力。

数学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数学。那
时候的人们刚刚接触到了它，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数学的文
化越来越博大精深。正是因为那些伟大的数学家们所做出的
巨大贡献，才让后代的人类将数学发展得越来越好。例如一
位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他从一小部分公理中总
结了欧几里德几何的原理，还写了另外五部关于球面几何、
透视、数论、圆锥截面和严谨性的作品。欧几里得因此被人
们称为“几何学之父”。



数学文化奇幻无穷。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阿拉伯数学文化。
阿拉伯数学家不仅让代数成为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
在几何学和三角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帕斯卡
三角形”也就是“杨辉”三角也被他们所了解。阿拉伯数学
文化的特点则是能够从其他数学的知识中汲取到最有用的精
华，并且发展它。

数学的发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而是经历了无数
的困难和挫折，才成为了我们现代的数学。它的成就则是数
学家们日日夜夜的研究与思考所造就的，让数学真正地显露
出了它的价值。中国的数学源远流长，拥有着它自己的特色
与意义。重大的数学定义、理论总是在继承与发展原有的理
论的基础所建立起来的，它们不但不会改变原本的理论，而
且经常将最初的理论思想包含进去。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为
它注入灵魂力量，它才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辉煌!

数学史的学习让我们更加理解数学的意义，从而在知识的海
洋中不断发现、不断进取、不断研究，逐渐形成对数学的热
爱!

数学读后感篇六

本来我并不知道这些，或者用词恰当一些，数学对于我来说
是熟悉却陌生的：说熟悉，从最初的小学一年级接触数学，
可以说到现在时间已经蛮久了;说陌生，从最初接触数学以来，
我并不了解关于数学的发展经过以及数学的由来。

《数学史》这本书概括了数学的出现以及发展，将数学发展
的几千年的历史写以书的形式，让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同时，
《数学史》也在讲述发展史的`同时，将数学概念本身讲解的
十分清楚。

从希腊人到哥德尔，在数学的发展中一直人才辈出。数学的
发展虽追踪欧洲数学的发展，但也不失中国，印度和阿拉伯



文明。《数学史》将世界上的数学文明都总结在了书中，十
分经典。

在书中，我了解到：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数学史抽象的科学，
恩格斯指出：“数学在一门科学中的应用程度，标志着这门
科学的成熟程度。”到现如今，数学对科学和社会提供着不
可缺的技术与理论支持。

数学也是一门累积性强的学科，重大的数学理论总是在继承
和发展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不仅不会推翻原
有理论，反而总是包容它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做更多的钻
研。

读了这本书，让我对数学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也让我从更
深层次了解到了数学的魅力与伟大以及对前辈的深深崇敬。
《数学史》这本书是一本十分难得的记录数学发展史的书，
它不仅条理清晰且易读，实为优秀的数学史教材。

数学读后感篇七

有关数学的故事跨越了几千年。本书分为数学简史和数学概
念小史两部分，在介绍数学的知识的同时又讲述了各个时期，
各个地区的数学历史与发展，并且解决了很多的'数学题目。

数学简史这部分介绍了许多地区的数学历史与发展。数学的
开端、希腊数学、印度数学、阿拉伯数学等等。数学概念小
史这部分则通过事例，介绍了数学界许多重要人物的成果和
相关题目。数字“0”的故事就很有趣。四世纪的时候，巴比
伦人用一个小点来避免楔形文字记数混淆，“0”作为占位开
始了它的生命。但这时候，它还只是一个跳过某些东西的符
号。公元九世纪的印度开始把0作为一个数字来对待。当时在
东方国家数学是以运算为主，而西方是以几何为主，所以当
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初引入0这个符号和概念到西方
时，曾经引起西方人的困惑，把0本身作为一个数字看待的想



法花了很长时间才确立。

读完这本书，我对古人先辈的智慧感到敬佩，对数学历史的
源远流长感到惊叹，更对数学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数学源
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如今，数学在生活中被广泛的运用，很
多事情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我们不说对数学进行什么更深
层次的研究，而是应该更加热爱它。并且我们要学习前人那
种对未知事物的坚定、执着的探索精神，对当下学习的数学
知识学懂、吃透。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