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万物杂志读后感(优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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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一

《万物简史》这样的书名，在西方有着非常古老的传统。古
代和中世纪的`许多着作，都喜欢从“天地开辟”时谈起，一
直谈到那时的当下，搞得象一部百科全书。如果仅仅从形式
上与那些古代着作相比，本书也可以视为一部关于现代科学
的通俗百科全书。

本来是介绍现代的科学知识，包括宇宙的结构、地球和其它
行星的状况、核物理、相对论、生物、生命、进化、遗传等
等。科学知识难免有抽象枯燥之处，但是作者在叙述中不时
穿插着大量科学家、发明家的遗闻轶事，让你读起来能够兴
味盎然。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就是更愿意读遗闻轶事而不是
读科学定律。

这本书谈不上精深，读过之后也就是可以对现代科学有个大
概的了解，也不见得可以弄明白多少科学概念，但可以给你
提供许多与科学有关的谈资，让你看起来象是对科学相当了
解的样子。也许正是这一点吸引了读者吧。这样看来，本书
将书名取作《万物简史》，其实实在有点夸大其词。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作者在叙述那些科学概念时，确实能够
做到简洁明快，让人能够比较容易理解；有些比喻细究起来
也许不甚准确，但确实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效果。比如谈到爱
因斯坦著名的质能公式的意义时，作者说，一个中等身材的
普通人，他的血肉之躯中蕴含着30颗氢弹爆炸的能量，“要



是你知道怎么释放它”的话。

书中那些科学家的遗闻轶事，有时相当夸张（当然也有价
值），比如说著名的埃德温·哈勃“是个顽固不化的说谎大
王”、“英俊到了不适当的程度”，而达尔文的父亲因为达
尔文学习成绩平平愤怒责备他“什么都不挂在心上，你将丢
你自己和整个家族的脸”之类。以前我们国内的普及读物习
惯于将科学家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道德高尚，
作风正派，一心为人类的福祉而奉献。而读读这本《万物简
史》，你就会深感“科学家也是人”这句话是多么实在了。

这就是《万物简史》，一本既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有一点系统
性的普及读物，同时又可以说是一本颇具人文关怀的现代科
学史着作。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部有关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书，
作者用清晰明了、幽默风趣的笔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
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繁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一一收入笔下。

书中回溯了科学史上那些伟大与奇妙的时刻，引用了近年来
发现的最新科学史料，几乎每一个被作者描述的事件都奇妙
而且惊人：宇宙起源于一个要用显微镜才看得见的奇点；全
球气候变暖可能会使北美洲和欧洲北部地区变得更加寒
冷……。

本书在讲述科学的奇迹与成就的同时，还侵润着浓郁的悲天
悯人的人文关怀。全书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对“我们从哪里
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千古命题作了极为精
当的阐释。每个人在阅读此书之后，都会对生命、对人生、
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全新的感悟。

一位美国小读者的父亲说，读过《万物简史》之后，他对死



亡不再感到恐惧……。这是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

我喜欢这本书。有时候我会静静地翻看一会。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三

“人是从地球上第一批动物演化而来的吗？一个人的dna有多
少个亿的密码字母？一个普通身材的成年人，躯体怎么可能
包含着30颗氢弹爆炸的能量？”带着一连串疑问，我翻开了
这本厚厚的《万物简史》。

科学从未如此引人入胜，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也从未如此充满
惊奇和美妙。

《万物简史》大大的拓展了我的视野，它引领我去探索宇宙，
地球，生命和人类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进程。使我感受到
生命的伟大和神奇，让我对人类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充满敬
意。唤起了我对生命的崇敬之情。

“一个星球，一次试验”。我想对待对待生命的最好方式是
珍惜她的美好，并要为她创造更多的价值！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四

竟然到失去知觉的地步；卡尔·威尔海姆·舍勒习惯亲
自“品尝”一下发现的化学元素，最后死于：汞中毒” ；爱
因斯坦在还是专利局三级审查员时，发表了几篇足以改变历
史的论文，但却没有一位物理尝家去重视他，原因是因为他
们不重视专利局发表的东酉，于是，爱因斯坦就遭到后来在
申请大学讲师，中学教员的拒绝。

《万物简史》这本书深深的吸引着我。寥阔的空宇，新时代
的黎朋，处境危险的行星，人类的进化史……这本书讲述了
许多我不知道却十分有趣的逗物，我觉得这是一本十分有用，



让我们学习科学的好书，值得我们去读。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五

在悠闲的周末，手捧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在阳台的躺椅上，
随意的翻翻，是何等幸福的事，我现在就是最幸福的人。

在吉米·哈利的笔下，每一个生物是如此值得敬畏和用心呵
护，每一处的乡野自然是那么优美和谐，每一个与他接触的
人和动物是那么的多姿多彩、有趣可爱，说他妙笔生花一点
不为过，平凡的兽医生涯在他的叙述中妙趣盎然，述说的故
事至美至真让你会忍不住的笑出声来：

把追车当做一门艺术的狗，策划群猫乱动的精灵古怪的老
猫……动物们的温馨感人喜剧在轮番上演着；和恶犬贴身肉
搏，随时准备应对母马的“无影脚”……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
“惨痛”遭遇层出不穷。在美丽的约克郡乡下，年轻的他遇
上有生以来最困窘的.时刻：没有家，没有钱，只留下一个怀
孕的妻子的他要去服兵役。同时他也享受到最温暖动人的真
情：曾是老板曾是合伙人的最亲近的挚友，友善热情好客的
农人，极度热情的白葛福等等。

作者以轻松幽默的笔触，记录乡间行医的点点滴滴，满溢着
兽医生活的笑与泪，朴实的人情和土地的智慧。即使是冰天
雪地的三更半夜，因客户的一个电话，哈利毫无怨言的前往
出诊，这样的情况并且是经常的，这种敬业精神让很多很多
人会相形见拙心存愧疚。

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在哈利的笔下随处可见，他尽情地享受
着大自然的恩赐，并赞颂着生命的奇迹。对比我国高校发生
的一起又一起的投毒案件，我们应反思的很多很多，犹其是
我们的教育，我们应该从小教给孩子什么，教给孩子哪些善
的美的东西，哪些是做人的底线，特别是要教给孩子对生命
的尊重和敬畏！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六

《万物简史》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作者比尔布莱森把19~21
世纪的科学发展进程记录了下来，让人们明白科学家以前的
猜想和创造，更加深入的把大自然的几番不同的模样描述了
一遍。全书分为六部分：寥廓的宇宙、地球的大小、一个新
时代的黎明、处境危险的行星、生命本身、通向我们的路。

正像《出版商周刊》说，阅读布莱森的作品，就像是在聆听
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他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让
我了解了爱因斯坦、牛顿、弗里茨兹威基等科学家。知道原
子、铅、细菌的组成、形成部分。可以说是这本书让我受益
匪浅。

这本书的有些内容让我非常地震惊，原来自己有那么多知识
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迷，必须精通各种科学奥秘，但这本
书有些让我晕晕乎乎，有好多都是我看不懂的，我也没办法，
只好囫囵吞枣，那些疯狂的科学家，为了荣誉而不择手段，
甚至拿自己做实验，我也不敢相信牛顿也在内。毕竟这是全
国著名的，特别是书背后的那些好评，让我有信心读下去，
我想一生都看着这本书。买来时嫌它厚，没有图，但在看了
它之后，我动心了，改变了主意，我要一辈子收藏。

其实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它能告诉我关于地球多大
多重多老，它能抛开所谓的科学体系的划分甚至抛开科学这
个概念大一统的说事儿，它还讲了很多科学家的趣事儿，他
更加激发了我热爱科学的热情，让我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
更加浓厚。虽然已经读过很多的科普书，但我要说，《万物
简史》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最打动人的'一本科普书。

放下手中厚重的书籍，却久久不能忘怀，是科学的神奇？还
是对自身的探索？在这本被美国著名媒体纽约时报称为“为
万物写史，为宇宙立传”的书中，作者以一种区别于普通科
普图书的通俗易懂和引人入胜方式让我们折服。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七

读完厚厚的一本《万物简史》,我感到意犹未尽.这真是一本
最打动人的科普书.

时空的隧道,去与达尔文、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巨匠一起遨
游科学的海洋,探索宇宙和世界的奥秘.在这本书里,作者不是
在陈列知识,而是用满腔热情把知识做成工艺品,让人读来舒
畅,有时忍不住要拍案叫绝.

16xx年见到的那颗彗星,就是别人分别在14xx年、15xx年
和16xx年见到的同一颗彗星.这颗彗星直到1758年才被命名为
哈雷彗星,那是在他去世大约16年之后.

类似的幽默有的时候近乎调皮(这种表达方式语文老师可不怎
么喜欢),也许正是在这样一支笔下,才有如此生动立体的一个
个科学巨人款款走来,一幅幅科学的图景才如此瑰丽而妙不可
言.

其实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它能告诉我关于地球多大多
重多老,它能抛开所谓的科学体系的划分甚至抛开科学这个概
念大一统的说事儿,它还讲了很多科学家的趣事儿,他更加激
发了我热爱科学的热情,让我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更加浓厚.

虽然已经读过很多的科普书,但我要说,《万物简史》是到目
前为止,我读过的最打动人的一本科普书.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在科技的道路上探索。

纵观千古，哪朝哪代不是重视科技的发展?回首过去，看四大
发明，独具鳌头;看天文历法，为之惊叹;览赵州拱桥，设计
精妙;窥《本草纲目》，东方巨典;眺丝绸之路，发展经济;端
青花瓷，扬名海外。



在我们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每个事物随着科技都在潜移
默化的变化着。

轻轻翻开这部书，轻盈跳跃的小字符门带我穿越了时光隧道，
来到了上亿年前。

这是一部有关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书，
作者用清晰明了、幽默风趣的笔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
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繁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收入笔下。

惊奇和感叹组成了本书，历历在目的天下万物组成了本书，
益于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无穷奥妙，掌握万事万物的发展脉
络。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万物简史》的.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大至
宇宙，小至微粒子的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现象。

感谢《万物简史》的作者比尔?布莱森以生动活泼，幽默轻松
的语言把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史产生的历程展现在读者面
前，同时也将近现代自然科学史巧妙地镶嵌在其中，读来令
人顿生“阅尽世间万物万象，纵横上百亿年上亿万光年之感。

难怪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教授在书中的序言中说：“十分乐意
向中国的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妙趣横生有令人大开眼界的书，
希望它能唤起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在他们的心里播种
下热爱科学的种子。

我是一名从小热爱科学的青年学生，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真正的记住的知识并不多，我一路惊叹和感叹于大自然的
种种神奇和奥妙，我与生俱来的的求知欲，好奇心和想象力
不断被激发出来。

当然，还要感谢作者和我们分享关于某些科学家的令人诧异
又忍俊不禁的奇闻轶事。



《万物简史》大大的拓展了我的视野，它引领我去探索宇宙，
地球，生命和人类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进程，它使我感受
到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种种伟大和神奇，它让我对人
类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充满敬意。

《万物简史》唤起了我对生命的崇敬之情。

生命在它长达四十多亿年的时间里，虽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
和灭顶之灾，但是却能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她的光辉史不得
不使我从心底升起敬畏和崇敬之情。

事物的发展和完善是靠着许多人努力奋斗来完成的。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要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发
明创造更多更好的事物。

最近读了一本著名的科普书——《万物简史》，作者是美国
的比尔·布莱森。

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切都无比的神秘，无比的复杂，但这
本书却从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物理等多个方面来讲述
这些事物，使它们成为有趣的知识。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部——地球的大小，讲述了很多的
科学家不畏艰辛、不断的对地球进行研究，这是人类的好奇
心理造成的。

诺伍德为了测量地球1度经线的长度历时两年走了330多公里;
布格和孔米纳花了10年的时间证明了地球赤道略鼓，两极稍
扁;马斯基林为了测量山的重量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不断的计
算;玛丽·安宁为了挖一块蛇劲龙化石花了10年时间。

多亏第一代原子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不畏高度危险的工作，
现在的我们才越来越清楚，地球是古老的。



通过阅读，我懂得了地球的形成;懂得了地球的周长;懂得了
地球的质量;懂得了地球的年龄;懂得了地球的结构，而这一
切，都是科学家们通过不断的努力得来的!

生命!地球!宇宙!很多的知识都被作者用清晰的笔法汇集到此
书。

通过这本书，我发现了科学的有趣，我了解了宇宙，了解了
地球，了解了生命，了解了万物!越了解生命，我越觉得生命
的不易，越了解地球，我越觉得地球的珍贵，正因为科学家
们的努力，我才能懂得那么多的知识。

事物的发展和完善是靠着许多人努力奋斗来完成的，在这个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要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发明创造
更多更好的事物!

万物杂志读后感篇八

绝对静止的不存在意味着不能像亚里士多德相信的那样，给
事件指定一个绝对的空间的位置。

所以，没有理由以为一个人的处境比他人更优越。——时间
简史?霍金

昨晚深夜，小涛很兴奋的给我推荐了一本好书，那就是比尔?
布莱森著作的《万物简史》。一看名字我就喜欢，好的科普
读物完全可以当作哲学书来读。就像霍金著名的《时间简
史》，在这方面的造诣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

《万物简史》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精彩呢？作者比尔是个
著名的旅游家，相信他独特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