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海洋读后感(大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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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一直在读《海洋动物》这本书，简直就是爱不释
手。这是一本关于海洋动物的科普读物，内容非常生动有趣。
通过这本书，我不仅认识了最小的成年脊椎动物菲律宾虾虎
鱼、漂亮的蝴蝶鱼，还有更多千奇百怪的海洋动物。

第六章《水鸟》告诉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有鸟类。世界上第
一只鸟是始祖鸟，虽然它不是水鸟，但是1.5亿年前，它死后
掉进了湖里，保存下的骨骼证明它长着牙齿，尾巴上还有骨
头，是笨拙的飞行家。8500万年前的黄昏鸟，有两米长，会
游泳，因为它们完全依赖水生环境，便丧失了飞行能力。而
鱼鸟体积小，就是不错的飞行员。水下最可爱的是企鹅，它
的翅膀又短又硬，身体又笨重，所以它们不会飞，可企鹅的
潜水本领很高。除了这几种水鸟，我还认识了火烈鸟、剪嘴
鸥、塘鹅……最可怜的是大海雀，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捕杀，
它们已经灭绝。

我是出生在黄海边的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大海。每次在海
水中畅游，我都感觉自己像一条小鱼。今天，这些可爱的动
物们带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海底世界，可是想到有那么多海洋
动物已经灭绝或是濒临灭绝，心情就难以平静。还记得上次
去南通科技馆看到的有关小企鹅的故事：由于地球温度逐年
升高，冰层越来越薄，小企鹅即将失去最后的家园。

海洋养育了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包容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



生物，它是生命的摇篮。我们青少年应该从自身做起，多学
习了解有关海洋的知识，充分认识海洋对我们人类的重要性。
我作为南通主城区的环保小志愿者，更加深刻的理解海洋对
于人类的意义。保护地球，保护海洋，多植树造林，减少污
染，不随地乱扔垃圾，不往大海里扔垃圾，不污染水源。还
海洋动物一个纯净的生活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海洋生物会
为人类展示更加缤纷的精彩世界。

保护海洋，人人有责。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二

哦，魅力无限的海洋！

——读《海洋探秘》有感

在这不可思议的蓝色星球，超过70%的面积被水覆盖，其中大
部分为蔚蓝色的海洋。读了《海洋探秘》这本书，使我开阔
了眼界，对这神秘深邃的海洋世界有了全新的了解。

海洋的平均深度为3796米，相当于10座帝国大厦的总高度。
几十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在海洋中出现。今天，海洋已成为
无数动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家。各种承载着游客或货物的
船只在海上航行，同时又为我们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食物、矿物及其他多种产品。

从海面到海底深渊，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人们通过一
座海上的钻井平台去开发海洋中的种种资源——石油、天然
气、海盐和矿物质等等。海洋中的生物也有许多用处：科学
家通过海兔的神经对人类紧张情绪的形成有了更多的认识；
通过海螺研究出用于人类的强效止痛药；又通过胎贝胶开发
出了强力胶商品。科学家们正尝试着把海风、海浪和潮汐转
换为能源。在许多实验性的设计里，人们利用流动的风或旋
转的水带动发电机，从而产生电。这一切都是海洋给我们的



恩赐。

哦，富饶、美丽、神秘、危险的海洋！《海洋探秘》告诉了
我海洋的真面目：那平静的海面，时而掠过阵阵海风，海浪
拍击沙滩清脆悦耳，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这则是海
洋温柔的一面；而狂风巨浪、暗礁险滩、汹涌不可抗拒的海
啸与飓风，都是海洋凶残的一面。细细品读了这本《海洋探
秘》，了解了一些我心中对海洋的疑问，更引发了我对海洋
的莫大兴趣。

海洋深不可测、奇妙至极，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物在这广
阔的蓝色区域，等着人们带着好奇、探究的那颗心去观察、
探索、发现。让我们努力保护这片深邃的大海，使地球永远
蔚蓝。

海洋，魅力无限；海洋，魅力永在。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三

海洋中不时泛起翻腾的浪花，不是的惊涛拍岸，发出“咚
咚”的声音，仿佛是音乐家在弹奏乐曲，悦耳动听；一艘艘
迎风招展的轮船在大海中破浪远航，壮观极了！一只只海鸥
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仿佛一个个小天使降临人间，在
大海中嬉戏，给大海添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湛蓝湛蓝的
海洋，如同是一颗颗蓝宝石，镶嵌在地球上，她的美丽，让
人陶醉，她的神秘，让人神往。

海洋大家都知道，却未必了解海洋的奥秘，而我更是对海洋
一无所知，所以就迫不及待的翻开了《走进海洋》这本书。
读着读着，我仿佛到了海底，看到一只只五彩缤纷的鱼儿在
海洋中游来游去，美丽的珊瑚让人目不暇接，憨厚可爱的海
龟让人不禁绽开了笑脸……不久我便把《走进海洋》这本书
读完了，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原来人类和大海是密不
可分的，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她孕育了地球上的生物，使一



个毫无生机的地球变得了生机勃勃，若不是大海，哪里来的
我们呢？她还是一个“聚宝盆”，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矿产
资源，比如说海底石油、天然气、可燃冰等等都是海洋的贡
献。

另外海洋给予我们食物资源――海洋生物，但由于海水污染
和海洋开发导致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再加上人类肆无忌惮
的猎杀，很多海洋生物已经灭绝或走向灭绝的边缘。正是人
类的贪婪无度，使大海雀、史德拉海牛……动物灭绝，破坏
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还有人类任意
的污染，使美丽的大海消失无踪。比如工业废水如果携带着
硝酸盐和磷酸盐大量流入大海，就会发生赤潮，毒杀鱼、虾、
贝、蟹等海洋生物，再通过食物链的作用导致人类消化系统
或神经系统中毒，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让人类自食恶果，还
有干旱、洪涝、海啸等，这都是破坏自然环境的“回报”。
所以说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1994年11月16日，现行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这是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
会议的硕果。

科学家说“如果海洋死亡，人类便不能生存。”地球只有一
个，同样海洋也只有一个。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四

关于《海底两万里》这部不朽的名著——同时也是一部出色
的悬念小说——我小学的时候就曾领略到它的风采，不过那
时候，我只会沉迷于凡尔纳谱写的神奇、美丽又充满大大小
小的谜团的那片海底风光，以及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
现在重读一次，发现了与小时候相比更深刻的东西，与作者
的感情和思想的共鸣又多了一分。

显然这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有曲折的情节，丰满的人物，
难得的是还有丰富的知识。《海底两万里》这部名著写于140
多年前却至今经久不衰，这就足以证明它的故事情节以及作



者的魅力了。

在作者的笔下，每一个虚构的人物在我们眼里都是有血有肉
真实存在的人。尼摩船长如大海一般兼具热情、冷酷、和善、
危险……他根据自己设计建造了“鹦鹉螺”号潜水艇，潜航
在海底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
在海底探寻自由，又对自己孤独的生活深深感到悲痛。阿龙
纳斯教授博学多识，在他们在海底遨游时，把海洋的.趣事向
我们娓娓道来，康塞尔是个忠实的仆人，尼德兰的暴躁的脾
气同时也显露无遗。作者对他们的完美构设，使人类未知的
海底增添了好多灿烂的感情色彩。

除此之外，作者的丰富的想象力也为那时的人们构造了一个
奇幻的未来，虽然现在这东西大多已经实现甚至也不足为奇，
但是在那时他的影响力还是十分大的。人类最大的爱好莫过
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而在那时的条件不足现实不允许的情
况下，作者通过对已知知识的总结，再加上自己的想象，使
我们见识到了一个独一无二充满未知之谜的海洋，这也是作
者思想和情感宣泄的海洋。

在这部小说中，我最赞赏的就是尼摩船长，他是一个在反抗
殖民主义斗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志士。作者借他之口，
怒斥了对外殖民者的暴行，宣扬了和平自由民主的思想。尼
摩船长曾经说到：“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在海中我
完全是自由的。”为了自由他对肮脏的大陆连“一寸土地也
不靠近”。他让我佩服也让我深思。

在作者笔下的海洋是一片和谐自由之地，我爱慕那片土地，
也希望在海平面以上的我们的社会也能呈现出作者希望的那
个样子，没有战争，没有侵略，只有爱与和平。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五

20xx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船



‘神舟五号’冲破大气层。遨游太空。宇航员杨利伟心情自
豪回望渐渐离开的地球然而在凝目的瞬间，有一丝惊讶的表
情。他看到的地球并非想象那样，是一个土黄色，混沌的星
球，恰恰相反，那是一个湛蓝色，晶莹剔透是球体如果用语
言来表达准确地说它不应该叫‘地球’，而应该叫‘水球’
才更合合适。现在，我们要调整目光。

重新来看待我们脚下的地球了。这里有一组数字对比可以证
明在太空所见的是事实地球表面面积大约占5亿平方千米，海
洋约53.61立方千米为地球表面面积的78/海洋的平均深度
为3729米总体面积为13.75亿平方千米,水量大约占地球水圈
中总水量的97.2/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吧海面上的全部陆地加
起来投入海洋也只能充填/18的海。什么是海洋?从广义上
讲‘海洋；是辽阔深邃，紧密相连的咸水水体的总称，分开
来说“海洋”是由“海”与“洋”两大部分内容所组成。

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正在迎来开发海洋，
利用海洋的新时代。现在科学家发现，海洋是个聚宝盆，它
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铁锡锰硫都在闹能源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便把目光转向海洋。致力于海洋矿
产能源的开发。不过人类要开发和利用海洋，首先必须保护
海洋珍惜海洋资源。只有这样海洋才会乐于作出它的奉献，
但也不要过度开发，过度开发也会导致能源危机。海洋是宝
藏从现在可以去利用这样祖国就可以强大了！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六

幼时，是天真幼稚的时候，对什么新鲜事物都感兴趣。大概，
不接触海洋，所以对海洋有些陌生，对它没有一点了解。直
到10月15日，神舟五号带着杨利伟在太空中遨游，我才渐渐
对海洋产生兴趣，又多了些对海洋的了解。今年寒假正好要写
《走向海洋》的读后感。



人类生生不息，从猿到人类，从古代的进步到如今的发展。
这些都离不开两样都离不开两样东西—水和空气。水最重要，
生灵万物受惠于海洋。海洋就像是一个无微不至的摇篮，是
人类的发源地。人来经过三四十年亿年曲折漫长的过程。至
今还保留着海洋的某些胎记。自从生命诞生在海洋以后，荒
芜寂寞的地球就迎来了枯木逢春的时节，海洋事业蓬勃发展。

通常来说，人类形成海洋意识经历的第一阶段是对海洋的恐
惧和崇拜。对于早期的人类而言，海洋充满了神秘，充满了
危机。正因为他们有这种观念，才有了后来精彩的神话故事，
启迪人类智慧并激励他们扬起风帆，奋勇出航。

第二阶段是对海洋的探索。直到15、16世纪，人们才真正冒
着生命危险，才开始出发，穿过蔚蓝，投向深蓝的大海。马
可?波罗是领头人，大家受他的影响，才有后来哥伦布﹑郑和﹑
麦哲伦的故事。

最后一阶梯为占有和开发。海洋对人类已经变得不再陌生，
神话成为遥远的逝去，探索也成为日常单调生活的浪漫点缀，
海洋成为融合的疏通网，财富的运送带，同时也是欲望的决
斗场。

海洋拥有悠久的历史，在这期间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人物和
军队。同时，海洋埋藏了形形色色的“发财梦”,因为它是人
类最大的淡水库，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海底分布着富饶
的汽油田。是大自然最大的宝藏。

时间逝去，不可再回。从前的，让它成为历史吧!让我们放眼
未来去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商业文明的时代。中国
可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是东方弱者，也不是任谁都能捏
的软柿子了，让中国领海成为和谐的洋海，国泰民安，欣欣
向荣。

海洋是一座桥梁，承接着历史和未来。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的



人们，保护海洋的观念逐渐增强。我们深信：海洋会伴随着
我们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七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星球，在这个星球上，无论是人、
动物还是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植物都离不开生命之源――水。
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有着美丽的海洋，也有着人们生活的陆
地。自古以来，从湛蓝无比的海洋到厚实的陆地，人类的发
展史真可谓是绚烂多姿啊！可是归根结底，海洋才是我们真
正的老家。在这片充满着蓝色的世界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一
幕幕精彩的大戏。

说到海洋，就不得不谈谈她那源远流长的辉煌历史了。人们
殷人东渡到徐福出海，然后再到海上丝绸之路，各种各样于
海洋有关的事情层出不穷。

不过虽然有这千种万种不同的事件，我最喜欢的却是郑和下
西洋的史事了。这次史事意义重大，为中国的文化交流，经
济发展和友好往来等各方面都做出了一系列功不可没的贡献。

在海上，也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动听的故事。从那美丽女孩
精卫的事件精卫填海到哪吒闹海；从人鱼公主到海的女儿等
家喻户晓的美丽故事都让人感动之至啊！

展望未来，海洋将继续和我们一同前进，在这神秘的蓝色世
界中，还有很多充满奥秘的东西等我们去发现。

揭秘海洋读后感篇八

通过读《走向海洋》这本书，让我对向往已久的蓝色王
国——海洋，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家都知道，我国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可谁知道我



国还有300万平方千米的蓝色海洋呢？海洋的面积占地球总面
积的7成。难怪杨利伟叔叔说：地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
是个土黄色的、浑浊的星球。恰恰相反，它看起来更像一个
湛蓝色的、晶莹剔透的“水球”。

海洋里不但有丰富的生物、石油、天然气资源，还有占全
球90的淡水资源和几万只沉船中的宝藏。

在这本书里，我还认识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的著名人物，如郑
和、郑成功、魏源、毛泽东，他们对祖国的海洋事业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海事兴，万事兴，民族兴这三句话，给我的感
触最深！

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海洋里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去
探索的东西。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才能探索出更多的海洋奥秘！长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海洋，
保护我们的家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