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达尔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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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达尔读后感篇一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
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
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
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
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
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
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
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
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
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
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
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
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
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
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
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



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
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
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
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
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
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
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
亲的兔子繁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
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
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
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
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我把长达268页的《达尔文传》读完了。这本书以传
记的形式记录了达尔文的一生：先在牛津上学，然后随贝格
尔号进行了长达5年的航海冒险，然后出版诸多著作，与教会
进行斗争，创立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直至在73岁离开人
世。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推翻了盘踞好多世纪的神学说，还为
生物学打开了一片光明。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达尔文
《物种由来》成，举世震动，盖生物学界之光明，扫群疑之
一说之下者之。”

达尔文一生出版了许多著作：《物种起源》、《人类的起
源》、《兰花的传粉》、《蔓足亚纲》……不仅如此，达尔
文还完成了一件对他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事情：随贝格尔号航
海冒险5年。

他的《物种起源》、《人类的起源》出版时，引起了不同的



反响，有惊讶，有赞成，有愤怒……一石击起千层浪。教会
是最反对达尔文的组织。他们对达尔文进行了严厉地抨击。
但这时，带病的达尔文及其朋友郝胥黎、华莱士、莱尔、虎
克……以真理驳倒了教会，使教会承认了达尔文理论——进
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自然选择。

年过花甲的达尔文，名利浮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要封其为
爵士，被达尔文拒绝了。由于父母是近-亲，达尔文身体为欠
佳，尤其是他完成了贝格尔号的航行后。一种“神秘的胃
痛”与心脏病，伴随了达尔文一生。尽管达尔文即将去世，
他仍然在坚持在工作，他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为了探求真理，达尔文向科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完成了自己辉煌的，长达73三年的一生。

按照兴趣发展，不但快乐，而且更容易成功。达尔文的祖父、
父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医生，他的祖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继承祖业，但达尔文的兴趣却不在这儿，
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观察动植物，制作各种小标本。小学时
他的成绩并不好，中学时学古典文学，大学时读神学，他都
没兴趣，他最终成为一个博物学家，是与小时候的兴趣一致
的。

大师的指引很重要。达尔文中学时学数学不是只听老师上课，
然后埋头做题，而是自己阅读数学家的著作，直接向大师学
习，这是现在的中国学生无法做到的。达尔文大学时读的专
业是神学，但是却跟学校里年轻的自然科学家来往密切，听
他们的讲座，得到了很好的指点和帮助，这对达尔文后来的
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离不开长期艰苦踏实的科学考察和实验。达尔文跟
随贝格尔号巡洋舰到南美、非洲各地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科学
考察，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记下了翔实的考察日记。回



国后长期坚持动植物的养殖栽培，以研究自然选择对遗传变
异的作用，还广泛地向有经验的养殖人员请教，虚心地向同
行请教，他能做出惊人的成绩是很自然的事，不像我们时下
许多人的研究，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耐不得寂寞，坐不住
板凳，恨不得一年能出几项成果。这样所谓的成果除了能评
个职称，混个头衔，骗点经费之外，对于社会，对于真理毫
无价值。

热爱科学，尊重他人的成果。达尔文热爱的科学本身，热爱
的是提示真理，他能从科学研究中得到乐趣，而对于名利并
不看重。

达尔读后感篇三

小说《达尔文》读后感 "与生具有的"离奇"和"怪异"，伴随
了他的童年生活。一生对科学的执着追求，是他认识到生命
是那么的神奇。五年的远航生活，解开了物种进化和人类起
源的秘密。学习、学习、在学习，求索、求索、再求索，是
他一生唯一的事业，最大的乐趣。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
像是枯萎的叶子，不再有生命的意义。"你们猜到这个人是谁
了么?对了，他就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昆虫学家、生物学
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达尔文的童年和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爱迪生、诺贝
尔的童年一样，都很平常，可谁能想到，他们长大后，经都
成了改变世界的伟大人物呢?没准哪一天，像你我一样普通的
孩子，也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肯努
力，有毅力，做自己喜欢的，我们一定能行！达尔文从小就
喜欢在大树上爬上爬下，树枝常常把衣服割坏，他的房间里
堆满了各种标本、石块，弄得就像一个小小博物馆。他在家
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能提出许多古怪的问题，对大自
然、动物有着独特的感情。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他的实验室，
经常能吸引来好奇的同学们，可是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并不理



想，被看成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 我觉得达尔文很有毅
力，其实他的毅力也相当于是执着。就是因为他的执着，才
造就了他今天伟大的业绩。他做自己喜欢的，并且执着的去
做，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他父亲曾经让他去学医学，以便
子承父业，但他执着做自己喜欢的；他曾经也学过神学，他
父亲要他当牧师，但也是执着做自己喜欢的。

达尔文读后感

达尔文传记读后感

小说读后感

动物小说读后感

英文小说读后感

达尔读后感篇四

1.“我先是学习，尔后是环球航行，然后又是学习，这就是
我的自传。”这就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

这几天，我把长达268页的《达尔文传》读完了。这本书以传
记的形式记录了达尔文的一生：先在牛津上学，然后随贝格
尔号进行了长达5年的航海冒险，然后出版诸多著作，与教会
进行斗争，创立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直至在73岁离开人
世。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推翻了盘踞好多世纪的神学说，还为
生物学打开了一片光明。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达尔文
《物种由来》成，举世震动，盖生物学界之光明，扫群疑之
一说之下者之。”



达尔文一生出版了许多著作：《物种起源》、《人类的起
源》、《兰花的传粉》、《蔓足亚纲》……不仅如此，达尔
文还完成了一件对他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事情：随贝格尔号航
海冒险5年。

他的《物种起源》、《人类的起源》出版时，引起了不同的
反响，有惊讶，有赞成，有愤怒……一石击起千层浪。教会
是最反对达尔文的组织。他们对达尔文进行了严厉地抨击。
但这时，带病的达尔文及其朋友郝胥黎、华莱士、莱尔、虎
克……以真理驳倒了教会，使教会承认了达尔文理论――进
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自然选择。

年过花甲的达尔文，名利浮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要封其为
爵士，被达尔文拒绝了。由于父母是近-亲，达尔文身体为欠
佳，尤其是他完成了贝格尔号的航行后。一种“神秘的胃
痛”与心脏病，伴随了达尔文一生。尽管达尔文即将去世，
他仍然在坚持在工作，他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为了探求真理，达尔文向科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完成了自己辉煌的，长达73三年的一生。

2.达尔文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物种起源》改变了人
类对于世界的认识，除此以外，他还有二十多种著作。他的
一生能给人许多启示和教益。

按照兴趣发展，不但快乐，而且更容易成功。达尔文的祖父、
父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医生，他的祖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继承祖业，但达尔文的兴趣却不在这儿，
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观察动植物，制作各种小标本。小学时
他的成绩并不好，中学时学古典文学，大学时读神学，他都
没兴趣，他最终成为一个博物学家，是与小时候的兴趣一致
的。



大师的指引很重要。达尔文中学时学数学不是只听老师上课，
然后埋头做题，而是自己阅读数学家的著作，直接向大师学
习，这是现在的中国学生无法做到的。达尔文大学时读的专
业是神学，但是却跟学校里年轻的自然科学家来往密切，听
他们的讲座，得到了很好的指点和帮助，这对达尔文后来的
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离不开长期艰苦踏实的科学考察和实验。达尔文跟
随贝格尔号巡洋舰到南美、非洲各地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科学
考察，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记下了翔实的考察日记。回
国后长期坚持动植物的养殖栽培，以研究自然选择对遗传变
异的作用，还广泛地向有经验的养殖人员请教，虚心地向同
行请教，他能做出惊人的成绩是很自然的事，不像我们时下
许多人的研究，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耐不得寂寞，坐不住
板凳，恨不得一年能出几项成果。这样所谓的成果除了能评
个职称，混个头衔，骗点经费之外，对于社会，对于真理毫
无价值。

热爱科学，尊重他人的成果。达尔文热爱的科学本身，热爱
的是提示真理，他能从科学研究中得到乐趣，而对于名利并
不看重。

达尔读后感篇五

“达尔文是1809年——1882年的一位名人。，他是《进化论》
创始者。”前几天我在哥哥的书柜里发现这样一句话，便把
这本书借走了。

达尔文小时候经常被同学玩弄，可他一点儿也不生气，。他
的父亲想让他专攻医学，可达尔文怕血，父亲又想让他当牧
师，可达尔文对学校的教育方式非常厌恶，但对昆虫植物标
本却非常感兴趣，这让父亲与老师很苦恼。1831年12月27
日22岁的达尔文在经过父亲的同意后，开始环游地球。1839
年，年仅30岁的他被评为皇家会员。1842年，他迁居道文，



开始作书。1844年，他以25时在火地岛探险的经历出版了
《火山地质岛研究》一书。之后，他还出版过：《南美地质
研究》，《物种的起源》，《蓝的受精》······18/82
年4月19日，73岁的达尔文病逝于道文。

我感觉：达尔文这位伟大的博学家，永远的“活”在了世上，
“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因为他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不是他那坚定的意志，探究科学的精神，等等重要因素，
才铸造出了今天这个闻名世界的博学家，达尔文！

人们常说：“一本优秀的传记不仅能让我们熟悉世界，还会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生。”

《名人传》即：“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
传”三篇传记。他们的主人公分别为音乐家、雕塑家和小说
家，不过，虽然他们的职业和所处的年代各不相同，但他们
所追求的理想却是相同的——为了真理和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面对痛苦、面对孤独，贝多芬选择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作为
一个听不到任何声音的音乐家，他给人一种傲慢的错觉，对
于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无情的战乱，他却选择了反抗，为了
和平，贝多芬曾说：“只要是为了获得更美的事物，任何规
律都可以破除。”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反对专制的心
理，而米开朗基罗又何尝不是呢？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
杰作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
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破精神上
的束缚，本想他的人生理想中。而托尔斯泰则用他的笔杆描
写除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对神的信仰是他坚持不懈地用笔尖
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