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大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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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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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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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一

《乔治开启宇宙的神秘钥匙》这本书，讲了一个名叫乔治的
小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凭借自己超人的毅力，最后取得
成功的故事。

乔治是个爱幻想的小男生，很想拥有一台电脑，但是因为家
境贫寒，他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但在听说有一场科学知识
的演讲比赛，冠军可以获得一台电脑后，他在朋友们的支持
下，组成了一个参赛小队，一起为演讲比赛出谋划策。可是
乔治的物理老师嫉妒心强，一直处心积虑地进行阻挠，他的
梦想之路几经波折，三番五次被阻挡。但他并没有气馁，在
朋友们的帮助下，乔治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充分的想象
力，最终获得了演讲比赛的冠军，得到了那台梦寐以求的电
脑。

一个家境贫寒的小学生能获得科学演讲比赛的冠军，的确很
不可思议。如果他受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那他压根就不会
萌生去参加演讲比赛来获取成功的想法；如果他遇到老师的
阻挠就退缩，就不会有取得最后成功的可能。但乔治并没有
被现实打败，而是尽自己的全力去争取，他在获得冠军的同
时，也收获了大家的尊敬。

看了这本书，我知道了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与他的外在条
件没有关系，而是在于他有没有确立成功的目标，有没有坚
强的意志，以及一颗遇到任何困难都不动摇的决心。联系我



自己，我觉得自己不能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常在遇到困
难时，不是去想怎么克服，而是更换成功的目标，这样的我
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所以，在今后的学习中，我要向乔治学
习，向着自己设立的目标，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一直
走到终点。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二

刚开始读《宇宙简史》的时候，我觉得那些语言太深奥太专
业太生僻了，怎么也看不懂，那文字中蕴含著宇宙独特而神
秘的魅力，是在细细品味后才领悟到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霍金，全名史蒂芬・霍金，他生于1942年，
是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现为剑桥大学卢卡
斯数学系教授，被誉为继爱因斯坦后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
他用毕生精力研究黑洞和宇宙起源大爆炸原理，提出黑洞发
射辐射的预言，在科学界引起革命性的轰动。霍金因为患有
严重的肌肉萎缩症，只能无助的坐在轮椅上，但他克服了残
疾的障碍，让思想遨游到无限的时空，揭开宇宙之谜，霍金
既是残疾天才的典型，也是当代的大众文化偶像。他，是轮
椅上的攀登者！

《宇宙简史》用迷人的表达方式讨论了宇宙的历史和将来、
时间和时空的'本性、黑洞等令人敬畏的主题，霍金用敏锐的
直觉和坚定的推理直接挑战了已被广泛认同的传统量子学、
大爆炸理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探寻时间和空间核
心可望而不可及的秘密这一未竟之业中，它将引导世界各地
喜欢仰望星空的人探寻宇宙的秘密。

他认为的宇宙是一个或在膨胀或在收缩的空间，而且他还相
信，宇宙是在一次爆炸中诞生出来的。而宇宙的原型是什么
呢？在书中我找到了答案，宇宙原来只是一个星球，但它的
密度非常高，光亮很大，终于在某一天，它突然爆炸了，这
就形成了宇宙，虽然这只是假想之一，但这却是比较广泛的



一种说法。

宇宙所带给人们无限的诱惑力，它等著我们去探索，去挖掘
更多更多宇宙的谜底！霍金轮椅上的著作《宇宙简史》所不
能解释的宇宙的谜语就等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揭开！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三

《孩子的宇宙》是一本看似通俗、实则值得反复研读的书。
作者开篇即提到:“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个宇宙，
孩子的宇宙是美好的，充满灵性和神奇;但是由于我们的不理
解，而使得写孩子的宇宙也布满了失望。”这是一个需要我
们怀着敬畏之心，去认识和理解的宇宙。但是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由于不理解这个宇宙，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只观其表
面，而不顾其本质，在爱、教育等善意的名义下，作出了破
坏孩子宇宙，扼杀孩子心灵的事情。对于书中提到的一些观
点，我个人深表认同及赞赏。

第一种是:有些孩子觉得自己是个讨人嫌的孩子，觉得在家庭
环境中只有自己被当作外人。这种情形有时与父母对孩子的
态度并无多大关联，即使父母对孩子再疼爱，也会出乎意料
的出现这种情形。换句话说，这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可以
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把离家出走理解为对父母的一种抗议，
父母因此而就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进行反省，这种情况下亲
子关系会出现改善，哪怕再爱孩子，如果不去努力探索这种
爱应该怎样传达，或者只顾爱孩子，却不思考孩子会如何看
待自己的行为，都不能算是称职的父母。

第二种离家出走的情形，是和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有着密切的
关系的。书中列举了小女孩克劳迪的故事。克劳迪是这个世
界上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女孩儿，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非常
困难，如果只是每天重复千篇一律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过的
多么出色-是无法证明自己的独特性的。克劳迪的离家出走，
其实和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离家出走孩子一种情形，是为了寻找家庭而离家，或者说这
种离家出走是对自己的家已经不再是一个家所提出的警告。
因为他们是为了寻找家庭的替代品而出走，因此容易被一些
疑似家庭吸引，有些青少年加入一些不良组织就可能属于这
种情形。

对于孩子而言，秘密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可以说自我同一性
的确立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多重要，秘密就有多重要。秘密既
是独自保守才有价值的，同时也有通过与他人分享而增值的
一面。也就是说，一方面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另一
方面希望别的人也和自己一样。因此，秘密的处理，存在于
两种心情的矛盾之间，一种是想要拥有自己的秘密，另一种
是想要与什么人分享。作为大人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对孩子
的内心进行探索、测定或分析，而是对孩子心灵的细微动向
作出敏感的反应，尽可能在其所显示的世界中共同呼吸，是
一种感受性和参与姿态。而在这种姿态之下，秘密会自然而
然地被分享。

书中提到了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与动物。对于这些孩子，作
者认为最适当的做法是带着适当的期待对待孩子，不给孩子
带来太大的压力。只要用温暖的目光看着孩子，仔细观察孩
子，自然就会产生某种契机，找出通往孩子心灵的道路。另
外还提到动物作为孩子分身而存在。有的孩子非常喜欢猫狗，
家里的其他人稍微摸一下也会发脾气，突然之间却会对它拳
打脚踢。孩子对动物表现出爱憎两种态度时，大人不要觉得
孩子反常，而应该理解孩子心中无可奈何的内心纠葛。

人无论处在怎样优越的环境中，都有不得不体会排斥感和孤
独感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人类这一存在必然具有的东西。尤
其对于孩子来说，在走向自立的过程中，必然会意识到自己
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因而无论周围的人多么好，都会感到
说不出的排斥感和孤独感。那么，这时候的父母不是强行干
预，希望扭转孩子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会让孩子失去“破
茧成蝶”的机会，甚至让“蛹”死去。而是应该作为“蛹”



的外壳，保护孩子不受外界强烈的刺激。在一旁守护着孩子，
不失希望的耐心等待，就会有新的发展。

书中最后提到了“教”与“育”的关系。

无论是孩子与学校，还是孩子与家长之间，都涉及到教与育
的关系。学校的拉丁语原本有空闲的意思，与其说学问这东
西要在有空闲的时候去研究，也许不如说只有有闲才能产生
出真正的学问，所以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游戏，对于孩子的成
长非常重要。“育”既有培育的意思，也有发育成长的意思。
真正守护孩子成长，并不是在每件事上都去教导(这样结果不
过是变成了干涉孩子)孩子，而是相当需要付出精力的一件事。

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书中还有很多的观点及论述非常精彩，
很庆幸能读到这样精彩的书籍。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四

刚收到书，沉甸甸的，366页可谓长篇巨作了吧，银河行星的
作品说实话之前还没读过，所以这次很用心的感受了一次作
者的心路历程，看很多人的评价似乎都不太满意，可我却觉
得书写得挺好，每每都有反转，宇宙的规律也若隐若现的呈
现了出来，很有趣。

首先，书里的我——肖恩，在不同的宇宙形态间跳转，实现
不同的身份转换，面对信子，小小月，爷爷，妈妈，元首，
同伴等等，处理不同的关系，看似棘手的问题，却用他的睿
智与担当，忘我与无私，一次次的保护了人类。这是天性使
然吗，也许只有这样，才符合万物轮转的意义，一个自私贪
婪的生灵是不会永远长存于世的。

其次，不同意识形态你方唱罢我登场，智能机器人，bd人，鹞
羽人……看似脆弱的生命却最终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而霸道
残忍的下场，终将走向灭亡。宇宙钟摆让意识跳转，让生命



得以延续。两大高级文明从最初的争斗，到最后的融合，不
得不说，也是一种大团圆。

再次，书里暗含了许多不同时期的历史故事，读书的同时，
也可以对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基本的了解。这也算是一份额外
的收获吧。不仅有远古的钻木取火阶段，还有后期秦朝一统
天下，甚至后面的兄弟相残争夺王位……这一段段人类的发
展史与宇宙的发展史也同步进行。

所谓的宇宙钟摆的跳转，是一种神奇的力量，生命的意义和
价值在书里也有了阐述。

“生命没有大小轻重之分，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唯有活
着与繁衍，才是生命的全部价值和意义”。

生命的存在要靠希望来牵引，没有希望，生命就失去了存在
的理由和意义。

宇宙钟摆真的存在吗，我在心里也开始有了疑惑。记得之前
看过一篇文章说过一个孩子似乎有看穿万物的本领，知道我
们存在的意义，我们的肉身只是载体，命运被注定，可如果
真的这样就失去了意义。只有不断探索未知，拼搏努力才能
让生命闪光。书里的钟摆最后如何了，大家可以在书中找到
答案~宇宙的存在，也许就是创造一个个的出其不意。最后爆
个小料，开心一笑吧~信子（小小月）不断轮回到小棋，努力
拼搏，如愿考上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学——马津大学~这个大
学名字很熟悉吧~当然，这只是个花絮，书里还有许多精彩的
章节等待大家去探索哦。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五

爱默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感到孤独寂寞，就让
他看看天上的星星吧。这些从天国传来的光芒会将他与他所
触摸到的世界分离开来。”



我是一个喜欢看星星的人。在夜晚，仰望星空是一件很美好
的事。夜幕上星辰闪烁，璀璨而华丽，有着绚烂而迷幻人心
的美。伸出手才发现，它们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星辰是近乎
永恒的存在，它们将亿亿万万年地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中。而
我们，与这宽阔无际的穹宇相比，只是那样微渺的一点。很
好奇星辰所存在的神秘空间，那个我们不可捉摸的宇宙世界。

我常常去书店，想阅读那些有关科学的著作，可每次翻阅便
被上面晦涩的专业术语，难以理解的化学物理概念所困惑。
一次偶然，在一大堆书中看到了一本封面黯淡的，上面只有
两个简洁之字的《宇宙》。我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草草阅读
之下，并没有看那些纯学术的作品而感受到的生涩难懂，反
而走进了卡尔萨根所深爱的那个奇幻的宇宙世界。将书买回
家，我沉静地阅读了起来。小时候有梦想成为科学家，儿时
的认知中，科学是一个奇妙的词，可以创造发明出无数新奇
的东西，同样那些遥远星辰上的画面和故事也让我格外向往。
而长大以后才发现，科学是那样的深奥玄妙，梦想也早已不
知所踪。卡尔萨根的《宇宙》却让我重新陷入了那个梦境般
奇幻的世界，也燃起了我对科学的热情。书中并没有其新的
理论与知识的发现，但吸引我的是萨根那形象生动的描绘和
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

萨根笔下的宇宙是动态的，不是那些深奥的天文学宇宙学概
念，不是只有天文科学家们才能看懂读懂的独享事物。微观
粒子的奇妙和宏观宇宙的壮美，属于宇宙的秘密，那样清晰
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萨根的独特讲述，使我深深沉醉
其中，那些我所渴望知道的奥秘，从宇宙洪荒到如今科技时
代，从西方的文明到东方的历史，都一一得到了解答。在萨
根的《宇宙》中，我不再恍若一个旁观者，只能仰望着那一
门高高在上得学科，欣赏着别人津津乐道的天文事件；我感
到我成为了这茫茫穹宇中的一员，身处其中，探索着它那惊
心动魄的奥秘。紧紧缠绕主题的，不仅只有广阔宇宙之间的
奥秘，更有对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与宗教，命运与梦想
的探求与思考。其中萨根这样写道：“……宇宙中可能存在



许许多多有高级生命的世界。但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除地球以外，其他地方不存在人类。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地
球这颗小小的行星上才存在人。我们是珍稀濒危的物种。从
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珍贵的。如果有人
与你有隙，让他活下去吧！因为在1000亿个星系中，你找不
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人类的历史是缓慢地认识这样一个真理
的过程：我们都是一个更大家族的成员。” 这是萨根和平的
博大之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关怀。他不仅是科学知
识的普及者，更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即使在病重之时，他
仍然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倾其心血编著讲述着《魔鬼出
没的世界》中科学的蜡烛怎样照亮黑暗。

在全书的结尾萨根更表现了其对人类前途的深深担忧，并为
地球而呼吁着“我们应该忠诚于全人类，忠诚于整个地球。
必须由我们来为地球大声疾呼。维持人类的生存不仅是对我
们自己负责，也是对宇宙负责，对这个古老的、浩瀚的、孕
育了我们的宇宙负责。”伟大的萨根编写了一首真正的宇宙
史诗，深爱着宇宙星辰的他，追寻着自己的梦想而去。像萨
根一样“酷爱星辰，岂惧夜幕”，努力寻找生命中最璀璨的
亮点吧！

因为星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六

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对所有的未知世界都充满了好奇
和探知的欲望，对所有的`事情都想去问个为什么。

当我读完《神秘宇宙》时，突然间我好像懂得了好多知识，
知道了以前从未知道的关于天文方面的常识。宇宙中是否有
外星生命存在？ofo是否是外星人派来的使者？火星布满尘埃
的表面，曾经真的有水吗？带着这么多疑问，让我们来揭开
神秘宇宙的面纱吧。



宇宙是永恒不变的吗？宇宙有多大？他是啥时候诞生的，人
们提出了种种疑问，第一种假说是宇宙永恒论，认为它并不
是动荡不动的，其中的星体及数目和分布，以及空间运动从
开始就处于稳定状态，它是永恒的第二种假说，是宇宙分层
论，这种观点认为它的结构是分层次的，恒星是一个层次，
若干个星系团是一个层次，一些星系团在组成超星系，成为
一个更高的层次。

第三个假说是宇宙大爆炸理论，这是由美国天体物理学家伽
莫夫和佛里德曼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大约在200亿年前。咱们
所看到的天体物质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密度极大、温度
高达110度的原始火球。到处充满了辐射，恒星和星系并不存
在，后来因某种未知原因，这个火球发生了大爆炸。组成火
球的物质喷发到四面八方，并逐渐冷却下来，密度开始降低，
爆炸两秒后产生了质子和中子。11分钟之内形成了原子核。
大约1万年后，氢原子和氮原子形成。在这1万年时间里，散
落在空间的物质开始在局部联合凝聚成星云星系的恒星。大
部分气体在新民发展中变成了星体。因受星体引力的作用，
其中一部分物质变成了星介质哈勃。

后来，人们建造了哈勃太空望远镜，观察到了宇宙间的一切，
在以后的600亿年终将逐渐向一个中心点聚拢，当时空都到了
尽头。宇宙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过了160亿年，
我刚开始的疑问，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所以我们要好
好掌握科学知识，长大了去探索更深一层的科学奥秘。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七

宇宙苍穹，浩瀚星河，地球在宇宙中，就像连大海里的一滴
水都不到，正是因为它的虚无缥缈，才会让我们人类感到变
化莫测，不可琢磨。

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欧多克斯提出地心说。地心说就是猜测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后来在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



利略在17世纪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后来发现太阳以外还有无
数星系，日心说就这样被推翻。后来经过科学家的不懈探索，
推测出这个宇宙有无数的恒星有成亿的星系与银河系。

宇宙中有一个神奇的物质叫做黑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黑色
不知道有没有底的一个洞，不管什么东西靠近它都会被吸进
去，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很是神秘，光走到这都会被吸
进里面。

世间万物都因宇宙的形成，没有它就不会有现在的地球文明。

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后逐渐膨胀。爆炸起初，物质只能
以中子，质子等形态存在；随着温度的降低，冷却，物质复
合成为通常的气体。气体逐渐聚成星云，星云进一步形成了
各种各样的恒星和星系，后来就有了地球和一切动物的出现。
在这时文明就快要到来了。

随之地球出现了动物，几千亿年前霸王龙统领着世界，到不
知是什么情况全球变冷，正在面临冰川化，恐龙们无一生还，
这究竟是为什么还终究是个谜底，谁都不知道。恐龙灭绝后，
又出现了细小的生物，后经演变就出现了飞虫，海生物，两
栖生物，家禽，直到出现了人类，地球文明就在此开始了。
当人类的习性定下来了，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正在演变。第一
阶段：语言的使用。第二阶段：文字的出现和使用。第三阶
段：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第四阶段：电话，广播，电视的
使用，第五阶段：计算机互联网的使用（进入信息化时代）。
这么伟大的历史演变，都是来自于人类的智慧，才能有这样
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宇宙并非永恒存在，而是从虚无中创生。他还深藏着一些神
奇的无人知晓的秘密，让我痴迷，它越神秘就越值得我探索，
我在心中早已种下宇宙的种子，虽然书本上有很多学术语不
太懂，但我不会放弃。



满天星光就是我的希望它就如同我的天文梦，永不会灭。浩
瀚星河，茫茫宇宙，等我。

谈多元宇宙读后感篇八

关于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必是“盘
古开天辟地”以及“上帝七日创世”等各类神话故事吧！那
么，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更科学、更真实详细的描述呢？答案
是――有的。

霍金在《宇宙简史》的第一、二讲中以时间为主线，简明扼
要地通过亚里士多德在《天论》中提出地球是个圆球开始，
到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再到后来的弗里德曼模型等等一系列
天文学成就深入浅出地为我们阐述了宇宙大爆炸可能就是宇
宙的开端这个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理论是怎么形成的。里面虽
然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可是通过霍金的解说却也能让普通
大众所理解，毕竟霍金著本书的思想是为喜欢仰望星空、探
寻宇宙秘密的人提供一次最好的宇宙学启蒙教育。

又例如在谈论到黑洞安置问题上，霍金运用比喻的方式给我
们简单地做了回答：“安置这样一个黑洞的唯一地点是应当
把它放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而且，可以使它绕地球作轨道
运动的唯一途径是，在它的前方拖动一个大质量物体，以把
黑洞吸引到那里去，这种情况有点像在驴子面前放上一根胡
萝卜……”

如此形象的比喻，即说明了它的原理又让我们有了想象空间，
由此可见霍金才华与机智。

除此之外，书中还讲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知识之概念，并穿
插若干富于丰富想象力的精彩描述，使人阅后难忘，此书对
于想了解天文学的普通大众来说是极好的科普之作。

最后，关于本书的诸多精彩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希望大家



有时间可以自己翻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