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菌儿自传读后感(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一直在读一本很有意思的科普书，叫做《菌儿自
传》，它是一本专门写给青少年的书，作者是高士其爷爷。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经去过美国留学，精通四门外语，曾
从师于陶行知。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这本书以菌儿自述的方式写成，在高士其爷爷的笔下，菌儿
们时而在呼吸道里探险，时而在肠腔里开会，时而在空气中
漂泊，时而在水里游荡。高士其爷爷以生动活泼的描写形式，
妙趣横生的比喻向我们传播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的知识。
虽说这是一本科普书，但高士其爷爷的文笔充满了诗意。比
如说这句:“静静的，平平的，明净如镜，树影蹲在那儿，白
天为太阳哥拂尘，晚上给月儿姐洗面，没有船儿去搅它，没
有风而去动它，绝不起波纹。”在每一章的开头，都会有一
首或长或短的诗歌，例如这首：“人类的肚肠，是我的天堂
那儿没有干焦冻饿的恐慌，那儿有吃不尽的食粮。”高士其
爷爷把原来让人觉得恶心、惧怕的菌儿们描述得可爱又生动，
让我们有兴致去阅读。

通过对《菌儿自传》这本书的深入阅读，我还懂得了许多知
识。比如，平时我们最爱喝的酸奶，我原以为是在牛奶中加
入一些酸性液体，可是看了这本书后我得知，它是通过在牛
奶中加入菌儿发酵而成，这些菌儿被称为“益生菌”，特别
有利于肠道的消化和身体的健康。这本书虽然写于四、五十



年前，但现在读来还是一点儿也不过时。好书是经典的、是
永恒的！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作者让我用如此可爱和有趣的心情来感
受原来意识中认为厌恶和可怕的细菌，将我带入神秘的微生
物与细胞的世界。

曾经我以为我能接触到的菌就是蘑菇和乳酸菌吧，还有那些
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总之都是大坏蛋，会让我们生病，会
让食物腐败，“菌字，口之上有草，口之内有禾，十足地表
现出植物中的植物。这是寄生植物的本色”原来，细菌是植
物啊，曾经我以为微生物就应该是动物呢。

“因此，自我的始祖，一直传到现在，在生物界中，混了这
几千万年，没有人知道有我。大的生物，都没有看见过我，
都不知道我的存在”这浅浅的一句带过，即彰显了作为生物
的细菌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地球一共经历了五次生物大灭
绝。最近一次发生在距今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在那场
旷世浩劫中，约75%--80%的物种灭绝，长达14000万年之久的
恐龙时代也在此终结，连海洋中的菊石类也一同消失，而菌
儿却如此悠悠闲闲的混了几千万年还没被发现。

“无情的火”这一篇章，用生动幽默的语句，让我们了解了
人类对细菌研究，探索，发现，认识的过程，“水国纪
游”“清水和浊水”告诉了我们水是生物生存必不可少的条
件，也嘲讽了人类自己恶化水源和环境的现状，水可以活人，
也可以杀人。清水包含细菌，便是包藏祸心的假清水，于人
便是假君子，多么有哲理的话。

作者在他23岁时因为研究病菌而导致脑部被病毒入侵，最终
导致全身瘫痪，却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几百万字的科普作品，
还用如此生动的语言描写给他致病的细菌。这本书让我对微
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间的时候，我还要多去做些学
习和了解。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二

《菌儿自传》是一本十分有趣的科普童话书。作者是中国著
名科普作家高士其。这是一本传播医学与公共卫生知识的科
普读物。

在《菌儿自传》里，主人公菌儿是千千万万细菌中的一员，
全书以菌儿自述的方式写成。在作者高士其爷爷笔下，菌儿
时而在呼吸道里冒险，时而在腔肠里开会，时而在水国游历。
他把细菌对我们的危害写得淋漓尽致。菌儿还偷偷告诉
我：“人类的肚肠，是它的天堂，在那儿，没有干焦冻饿的
恐慌，那儿只有吃不尽的食粮。”难怪人们常说“想要长寿，
肠中常清”啊！

从这本书中，我懂得了很多知识。以前我一直以为蚂蚁是最
小的生物，但是读了《菌儿自传》后，我才知道最小的生物
是细菌。就算是几十万个细菌挂在苍蝇身上，苍蝇也不觉得
重。菌儿还对我说：“我那酵儿，小山芋似的身子，直径不
到5微米，体重只有0.00000981毫克。然而算起来他还是我族
里的胖子。”高士其爷爷这种生动有趣的写法，让我在不知
不觉中就懂得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知道了在我的肉
眼看不到的世界里，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生命存在，细菌家
族里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荣盛兴衰。

读完了这本书，我也感受到了高士其爷爷对祖国的热爱，我
对他非常敬佩。因为高士其爷爷不仅是一位科普作家，更是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读后感·在他23岁时，因为研究病毒而
导致他的脑部被病毒入侵，最终全身瘫痪，他是真正为科学
事业献了身！这个结局真让我感到伤心，但高士其爷爷却以
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几百万字的科普作品，影响了无数人，影
响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小学生开始慢慢喜欢上科学。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三

在寒假中，我读了《菌儿自传》这本书。《菌儿自传》是由
中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写成的一本科普读物，是一部权威
科学与较高文学品味的经典，是一部传播医学科学与公共卫
生的知识，思想和精神的科普著作。

在《菌儿自传》里，主人公菌儿是千千万万细菌中的一员，
全书以菌儿自述的方式写成。在作者笔下，菌儿时而在呼吸
道里探险，时而在腔肠里开会，时而在水国里游历，把细菌
对人类的危害和预防表现地淋漓尽致，全书以生动活泼的形
式和妙趣横生的比喻来向人们传播医学科学与公共卫生的知
识思想和精神，无疑是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

有意思的是，菌儿给我介绍“菌儿”名字的由来，它对我说，
“我原想取名为微子，可惜中国的古人已经用过了这名字，
而且我嫌‘子’字有点大人气，不如‘儿’字谦卑”“真
是‘子’字未免太名贵了，太大模大样了，不如‘儿’字来
得小巧而逼真。”

菌儿在自述中，还不忘为自己平反昭雪，它对我说，并不是
所有的“菌众”都是在跟人类作对，并不是所有的细菌都会
带来疾病，只是‘菌群’中的一群野孩子不听话，令人类陷
入了深沉的苦痛，并败坏了它菌儿的名声。事实上，有好多
菌儿都是人类的朋友。比如说，人们做酸奶就要用到菌儿中
的乳酸杆菌；而做酒和面包也需要菌儿的帮忙。所以，人类
的'生活离不开菌儿。在荒郊野外，菌儿不声不响地清除了动
植物的尸体，因此赢得了“大自然的清道夫”的美誉。因此，
菌儿还有不少的功绩，人类不应该把它当做“过街老鼠，人
人喊打”。

菌儿还偷偷地告诉我：“人类的肚肠，是我的天堂，在那儿，
没有干焦冻饿的恐慌，那儿只有吃不尽的食粮。”它强调跟



我说，“在平时，我和食道的老板都能相安无事。我吃我的，
它消化它的。”

在这本书中，我还懂得了很多知识。在以前，我总是认为那
些小虫子、小甲虫是最小的生物，但是自从读了《菌儿自传》
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原来最小的生物是菌儿，就算是几十
万挂在苍蝇身上，那苍蝇也不觉得重。它说道：“我那酵儿，
小山芋似的身子，直径不到5微米（1微米是千分之一毫米），
体重只有0.0000098175毫克。然而算起来，他还是我族里的
大胖子。”

读完这本书后，我发现，书中处处充满着作者高士其浓浓的
爱国之情，同时也对高士其产生出由然的敬佩之情。高士其
不仅是一位科普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科学家。在他23岁时
因为研究病菌而导致脑部被病毒入侵，最终导致全身瘫痪，
却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几百万字的科普作品，影响了无数人。
他的《菌儿自传》更是教给了我无数的科学知识，给我带来
了对科普读物的阅读兴趣，甚至会影响到我的一生。正如冰
心奶奶所说：“假如儿童文学作者是儿童精神食粮的烹调者
的话，那么高士其就是一位超级厨师。”最后，我想：一个
国家要想兴盛起来，就在于人们对科学的热爱程度，在于人
们对科学的不懈努力。所以，我们应该好好阅读科普读物，
努力增长知识！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四

有一本令我印象颇为深刻的科普书，名字叫《菌儿自传》。
书中的内容，我还依稀记得。

高士其爷爷的文章，向来都很吸引人，而他恰好就是《菌儿
自传》的作者。文章的主人公，是千万个细菌当中的一个，
它以自述的方式，为介绍了细菌的各种知识，也讲了冒险时
的所有有趣的经历。



细菌是有害的，它侵入人体，并在人体里做繁殖。它们的繁
殖速度很快，以平均每二十分钟增加两倍的速度繁殖，光是
想想，都觉得可怕。不过它的生命力很弱，一下子就死掉了，
我们并不用太担心。细菌一旦沾上人体，便有可能生病。严
重一些的，还可能会得永远也治不好的病。不过，主人公菌
儿说，它们细菌也是为了生存，在人身上待，也是没有办法
的事。

因为细菌对人，或者对其它一些东西，都有许多坏处。所以，
人们普遍认为，细菌有害无益，都非常讨厌、抵制细菌。其
实，大多数人对细菌的认识有些扭曲。菌儿告诉人们，细菌
虽然有害，但也有许多好处。比如，生活中的酸奶，在制作
的过程中，就有细菌的功劳，而酸奶还对人体的健康有好处
呢；不仅是酸奶，就连面包，在加工的时候，也需要菌；在
大自然里，菌儿还能清除掉动植物的尸体；人的肠道，如果
没有足够的细菌，还可能会导致人体新陈代谢过慢，或者，
让人变得过于瘦弱。所以说，细菌没有那么的可恶，在生活
当中，有些时候，人们还离不开细菌呢。然而，细菌也有分
好和坏，并不是所有细菌都是一样的。

对人来说，有害的细菌要更多一些，它们会形成病毒，滞留
在人体上，从而发展成各种各样的病。人的死亡，有一些是
细菌导致的。有益的细菌也不会少，它们给人的生活上带来
许多方便，算是“一功抵一罪”。

我敬佩故事中的菌儿，它顽强不屈的精神，不是每个人都能
够有的。

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对事物的认知，不能仅仅是单方面
的，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去了解。这样，才能够完善自己
对事情的看法和理解。



菌儿自传读后感篇五

《菌儿自传》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高士其爷爷写的一
篇经典科普作品。高士其爷爷生于1905年，自幼喜爱文
学。192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23岁时，因实验发
生意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留下了后遗症，以后病情日
益加重，最终导致全身瘫痪。25岁，他学成回国。从此他在
轮椅上开始了科普创作。整整60年他孜孜不倦地为青少年传
播科学知识，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菌儿自传》
就是其中之一。

高爷爷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妙趣横生的笔触，幽默、风趣地
介绍了一个菌儿世界。这是一个由世界上最小最小、最轻最
轻的生物组成的大家庭，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人国”。
它们小得让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灰尘的纷飞，却看不见它们也
夹在里面飘游，它们将好几十万挂在苍蝇的脚下，而苍蝇也
不觉得重。最小的细菌，长约0.5微米，宽约0.3微米。1微米
等于壹千分之一毫米，所以科学家必须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
细菌。

《菌儿自传》让我探索到了微生物世界的奥秘，太神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