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旅鼠行动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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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鼠行动读后感篇一

旅鼠属于啮齿目仓鼠科，共有四个属：环颈旅鼠属，旅鼠属，
林旅鼠属和沼泽旅鼠属。

目录形态特征主要分布生活习性繁衍生殖收缩展开形态特征

旅鼠是一种极普通、可爱的哺乳类的小动物，常年居住在北
极，体形椭圆，旅鼠腿短，耳朵小，毛软。除尾巴外，全身
长10-18厘米。毛上层为浅灰色或浅红褐色，（有时也会成橘
红色），下层颜色更浅，有的旅鼠在冬天时毛色变为全白，
有利于保护自己。

主要分布

挪威北部和亚欧大陆的高纬度针叶林，以根，嫩枝，青草和
其他植物材为食，天敌有猫头鹰，贼鸥，灰黑色海鸥，粗腿
秃鹰，雪鹗，北极狐狸，黄鼠狼，北极熊等。

生活习性

在北极苔原地区，数量过多和食物缺乏导致大量的旅鼠快速
迁徙。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小动物能在一天内迁徙10英里。
对一些弱者来说，这种迁徙的速度太快，而一旦落后就会死
亡。旅鼠在春天时会由冬天时的干燥地区移往夏天的潮湿地
区，其数量约三~四年达到族群颠峰，在巅峰那年的夏末或秋
季时会由高密度的地区迁往低密度的地区。



繁衍生殖

概述

旅鼠从春到秋均可繁殖，繁殖力极强，妊娠期20-22天，一胎
可产12仔，一年7~8胎，且其雌雄比例占约3:1，但在早春时
的比例约1:1。雄性的染色体只有xy一种形式，但雌性
有xx，x'x和x'y等三种型态，其中x'y有较高的生殖潜能。旅鼠
的寿命通常不超过一年。活动领域方面，雄性约o，雌性
约300o。旅鼠的成熟期，雄性为44天以上，而雌性为20~40天，
若旅鼠在夏季时体重未达到20克时，他们在冬季时便会停止
成长直到春天时，才性成熟。

繁殖之谜

旅鼠是世界上已知的所有动物中繁殖力最强的，它们一年能
生7－8胎，每胎可生12个幼崽，而且只需20多天，幼崽即可
成熟，并且开始生育。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它的繁殖能力：如
果一对旅鼠从3月份开始生，假使它们一年中共生了7胎，每
胎12只，一共就是84只，这是它们的第二代，也就是儿子和
女儿。再假设每胎都是6公6母，则为6对。20天后，第一胎
的6对开始生育，每胎12只，一下子就可生出72只，一共可以
生6胎，则为432只。40天后，第二胎的6对也投入了生育大军，
它们一共可以生5胎，若每胎12只，则为360只。以此类推，
那么，它们的孙子和孙女能有多少呢?一共可以有2160只。这
是第三代。40天以后，第三代的第一胎共36对也开始繁殖了，
它们的第一胎就可以生432只，共可生5胎，为2160只。还有
第三代的第二胎到第七胎呢，所以第四代总数为15120只旅鼠。
照这样推算下去，第五代为90720只，第六代为326592只，第
七代为653184只，第八代，也就是这一年的最后一批
为559872只。从3月份的两只，到8月底9月初就会变
成1647086只的庞大队伍!就是由于气候、疾病和天敌等原因
中途死掉一半，也还有82万只。密度竟能达到每公顷有250只
之多。这堪称旅鼠的一大奥秘。



暴露之谜

当旅鼠的数量急剧地膨胀，达到一定的密度，例如一公顷有
几百只之后，奇怪的现象就发生了：这时候，几乎所有的旅
鼠一下子都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它们东跑西颠，吵吵嚷嚷，
且停止进食，似乎是大难临头，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似的。这
时的旅鼠不再是胆小怕事，见人就跑，而是恰恰相反，在任
何天敌面前它们都显得勇敢异常，无所畏惧，具有明显的挑
衅性，有时甚至会主动进攻，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更加难以解释的是，这时候，连它们的肤色也会发生明显的
变化，由灰黑变成鲜艳的桔红，使其变得特别突出。所有这
些奇怪的现象加在一起，唯一可能而且合理的解释是，它们
为了千方百计地吸引猫头鹰、贼鸥、灰黑色海鸥、粗腿秃鹰、
北极狐甚至北极熊等天敌的注意，以便多多地来吞食消耗它
们，与自杀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旅鼠的第二大秘密。

死亡之谜

当旅鼠的`数量实在太多，而天敌数量总是有限，无论怎样地
暴露自己都收效甚微。因此它们会显示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迁
移意识，聚集在一起，渐渐地形成大群，开始时似乎没有什
么方向和目标，到处乱窜，就像是出发之前的乱忙，正在准
备似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是谁下了命令，也不知谁带头，
它们却忽然朝着同一个方向，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往往是白
天休整进食，晚上摸黑前进，沿途不断有老鼠加入，而队伍
会愈来愈大，常常达数百万只，逢山过山，遇水涉水，勇往
直前，前赴后继，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奋勇前进，决不绕道，
更不停止，一直奔到大海，仍然毫无惧色，纷纷地跳将下去，
直到被汹涌澎湃的波涛所吞没，全军覆没为止。这就是旅鼠
的第三大奥秘。网上流行一篇署名“桑内斯”的“美文”
《浩荡祭大海――奔赴死亡之约》，转自《读者》第15期，
据说是一位挪威癌症病人在追随旅鼠奔向死亡的旅途中，顿
悟了生命的真谛：无须畏惧死亡，因为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一
部分。但从内容和文笔看，不像是翻译作品，当是某个国内



作家的假冒之作，里面绘声绘色地描绘自己跟踪目睹数百万
只旅鼠为了物种的利益，在浩浩荡荡的长途跋涉之后集体跳
海自杀的场面，其实是从国内介绍“旅鼠之谜”的科普文章
改编而来。传说，当旅鼠数量达到顶峰时，它们就会自发地
集体迁移，奔赴大海自杀，只留下少数同类留守并担当起传
宗接代的神圣任务。迪斯尼在1958年拍摄的记录片《白色荒
野》中，就记录了旅鼠成群结队地迁徙、最终跳海自杀的场
面，配上了非常煽情的解说。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影响深远，
使旅鼠奔赴死亡之约的动人传说在西方家喻户晓。不过那部
记录片的场面是伪造出来的。那部影片是在加拿大的阿尔伯
达省拍摄的，那个地区并不产旅鼠。摄影组到北极地区向因
纽特小孩买了几十只旅鼠，让它们在一个覆盖着雪的转盘上
奔跑，从各个角度拍摄，剪辑后就出现了成千上万只旅鼠大
迁移的情景。之后，摄影组把这些旅鼠带到悬崖上，希望拍
摄它们跳到悬崖下的河中淹死的场面。不料旅鼠却不愿往下
跳，在等了两天之后，不耐烦的摄影组把这些旅鼠赶下了悬
崖，人为制造了跳海自杀。旅鼠的数量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
的变化，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生物学课题，可能与天敌、食
物、气候、季节等因素有关系。例如，一个很明显的但还未
得到证实的解释是，旅鼠数量的剧增破坏了植被，出现食物
匮乏，导致大批旅鼠被饿死。然后植被开始回复，出现了新
一轮的循环。实际上这并非旅鼠特有的现象，在严酷条件下
生存的其他一些小动物，其种群数量也会出现类似的周期性
变化。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专家们在
这一点是一致的：旅鼠不会集体自杀。在旅鼠数量剧增，当
地的食物变得稀少时，旅鼠和其他动物一样，会向其他地方
扩散。人们观察到，在挪威山区，山上的旅鼠向山谷扩散，
有一部分会逐渐到了湖边和海边，在那里安置下来。但随着
后来者越来越多，有些就会试图游到对岸去，有的就被淹死
了。这可能就是旅鼠集体自杀的神话的源头。近年来也有些
专家试图从旅鼠自身的变化解释其数量减少之谜。例如，随
着鼠口密度的增大，旅鼠彼此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社会交流和
压力，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出现变化，从而使其繁殖力下降，
变得更有攻击性。在群体密度过大时，旅鼠的反应不是牺牲



自己，而是更倾向于攻击其他旅鼠，乃至出现自相残杀。旅
鼠奔赴死亡之约的神话不会像旅鼠从天而降的神话那样轻易
消失。不管专家们如何澄清，这个神话会一直被当成一个科
学事实、做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奇观流传下去。毕竟，
对许多人来说，一个美丽的谎言胜过冷酷的事实。

旅鼠行动读后感篇二

旅鼠—旅行的老鼠，一种生活在北极草原的啮齿类小动物。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并且认识到这种动物。

旅鼠之“谜”，唔，小小的旅鼠有什么难以破解的奥秘，竟
让人们困惑了整整几个世纪呢？作者位梦华向我们讲述了旅
鼠的神奇！

第一个奥秘就是：旅鼠的繁殖能力惊人。它的繁殖速度竟能
与细菌的分裂生殖相媲美。作者用真切的数字证实了这一点，
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最初的.两
只旅鼠就演变成了一支1647086名成员的庞大队伍，真是令人
难以置信！如果将世界所有的旅鼠集结在一起，也许可以轻
而易举的毁掉整个地球。

旅鼠行动读后感篇三

读完《旅鼠》，我的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酸酸的、涩涩的。
我的眼眶也随着这种感情而发热了，泪水打湿了我的脸颊。

文章讲述了作者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和朋友一起目睹了旅
鼠为了种群繁衍，千里迢迢奔赴死亡的'壮举，顿悟了生命的
真谛??面对死亡也要有一种昂扬向上，前进、前进、再前进
的精神。

生老病死，在每个人或动物的一生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没
有人可以长生不老，也没有人能够永生不死，死亡是每一条



生命的最后终点，迟早是要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应
该坦然面对终点的到来，走好这一次生命的旅程。不能因为
知道终点就快要来临而消极懈怠，而是应该乐观面对，充满
激情地渡过每一天。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太
太，身患多种疾病，但她一点没有悲观退缩，而是每天坚持
去登山，非但一直没有犯病，最终还成为了世界上年龄最大
的登山爱好者。老太太正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死亡，最终取
得了成功！

遇到困难，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颗昂扬乐观的平常的心，前
进，前进，再前进！

文档为doc格式

旅鼠行动读后感篇四

读完《旅鼠》，我的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酸酸的、涩涩的。
我的眼眶也随着这种感情发热了，泪水打湿了我的脸颊。

文章讲述了作者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和朋友一起目睹了旅
鼠为了种群繁衍，千里迢迢奔赴死亡的壮举，从而顿悟了生
命的真谛―面对死亡也要有一种昂扬向上，前进，前进，再
前进的精神。

生老病死，在每个人或动物的一生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没
有人可以长生不老，也没有人能够永生不死。死亡是每一个
生命的终点，它迟早是要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
坦然面对终点的到来，走好这一次生命的旅程。我们不能因
为知道终点快要来临了，就消极懈怠，而应该乐观面对，充
满激情地过好每一天。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位90多岁的高龄老
太太，身患多种疾病，但她一点都没有悲观退缩，而是每天
坚持去登山，非但一直没有犯病，最终还成为了世界上年龄
最大的登山爱好者。老太太正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死亡，从
而最终取得了成功！



遇到困难，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颗昂扬乐观的平常的心，像
旅鼠一样，前进，前进，再前进！

旅鼠行动读后感篇五

旅鼠――旅行的老鼠，一种生活在北极草原的啮齿类小动物。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并且认识到这种动物。

旅鼠之“谜”，唔，小小的旅鼠有什么难以破解的奥秘，竟
让人们困惑了整整几个世纪呢？作者位梦华向我们讲述了旅
鼠的神奇！

第一个奥秘就是：旅鼠的繁殖能力惊人。它的繁殖速度竟能
与细菌的分裂生殖相媲美。作者用真切的数字证实了这一点，
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最初的两
只旅鼠就演变成了一支1647086名成员的庞大队伍，真是令人
难以置信！如果将世界所有的旅鼠集结在一起，也许可以轻
而易举的毁掉整个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