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宇宙读后感(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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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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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读后感篇一

《宇宙的奥秘》是法国巴亚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主角有怪博
士、祖祖小姐和扎克教授。

书里面怪博士的回答很好玩，而扎克教授把怪博士的答案给
纠正过来。书中的问题有：为什么太空是黑色的、星星是怎
样诞生的、什么是陨星、为什么月亮会发光、什么是臭氧层、
什么是光年、什么是星空、什么是失重状态……什么是陨星
这个问题，怪博士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火星人很喜欢玩
滚球游戏。只是在火星上，他们不能像地球人那样玩金属球，
所以只好玩那些在火星上找到的石头。问题是，火星人不像
人类那样灵巧。他们把石头砸在地上的时候用力太大了，以
至于石头又弹起来，然后飞向太空。在太空当中，地球在火
星的下面，所以这些飞离火星的小球最终都会冲向地球。那
些火星人丢掉的小球就是我们所说的陨星!”

看了这本书，我的收获是科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一个东西。

宇宙读后感篇二

近些晚上与儿子一同看了几本书，其中《宇宙奥秘》引起了
儿子的极大兴趣。此书不错，内容全面，深入浅出，图文并
茂，我看过后也受益匪浅!



浩瀚无际的宇宙，令人仰而望止!随便一个数字，都表现着无
穷的大，难怪世人将难以形容的大都比喻为“天文数字”!

我把其中的一些宇宙与地球的比例关系给儿子做了部分形容，
儿子直听得目瞪口呆，其惊奇无以复加，引起他对天文知识
的极大兴趣。这本书是我去年给他买的一套《儿童百科全书》
其中一本，有《科学知识》、《宇宙奥秘》、《植物天地》、
《动物世界》、《地球家园》、《人体卫生》六本，深得他
的喜欢。儿子说：“这些书的知识很深奥!爸爸买的这些书
值!”

我们所存在并认为很大很大的地球，在宇宙中只不过是数万
个星系中一个银河系里的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一，显得是那
么的渺小，而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也只是一次偶然
的“奇迹”!

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我们可爱的地球显得那么脆弱，随便
一次偶然的事故或者宇宙变化，都足以让我们这些寄居在地
球上的人类失去宝贵的栖息之所，乃至消亡!

在对天文知识了解的过程中，让人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入。
我们一定要珍爱生命，珍爱我们宇宙中最大的奇迹——地球!
要珍惜她，呵护她!

而如今的人类，在本应该小心翼翼倍加呵护我们所赖以生存
的地球时，却只顾眼前一时之需，导致了温室效应、大气污
染等不正常现象，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这些目光短浅之举，
已经使我们人类自己通过世界各地经常出现的“地
震”、“海啸”、“瘟疫”、“水源枯竭”等现象付出了惨
痛的代价!如果我们人类再对此熟视无睹，不去反省与补救，
真到火近眉毛之时，我们可怕已经没有机会去后悔了!



宇宙读后感篇三

淼叔介绍，我们的宇宙起源起一场大爆炸。这个观念是由天
文学家乔治勒梅特于1927年首次提出，爆炸，是一种急速膨
胀。勒梅特认为，宇宙膨胀意味着当时间回溯时，他会发生
坍缩，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变小，再变小，一直到它
不能坍缩为止。此时宇宙中所有质量都会集中到一个极小
的“原生原子”上，宇宙的空中结构就是从“原生原子”产
生的。

在大爆炸后的扩散膨胀，宇宙迅速冷却下来，物质来源于宇
宙大爆炸。在大爆炸的10-秒后，所有的粒子形成了质子，中
子和电子等等的基本粒子。但是这时的宇宙还是过于炽热和
稠密了。这些等离子体没办法形成原子，随着宇宙膨胀，温
度下降，质子和中子开始核聚变，结合更大的原子核。自由
的质子和中子形成氘，氘再迅速融合成氦-4，这个过程持续
了7分钟。因为宇宙的温度与密度迅速下降到核聚变无法继续
的程度，这时，所有中子都已经纳入氦原子核，留下质量是
氦原子核3倍的氢原子核，氢和氦刚开始处于电离状态，也就
是说他们周围没有被束缚的电子。随后，宇宙持续冷却，电
子被离子捕获，形成原子，这个过程被称为复合。在复合结
束后，宇宙大部分质子被捆绑成了原子，这时离大爆炸已
近38万年了。

后来，有了恒星，行星，星系，生命，人类……

可以说，我们来自于宇宙诞生后迸发的尘埃，我们命运和宇
宙变迁连在了一起。淼叔的《宇宙的一生》让我了解到了宇
宙的奥秘。

宇宙读后感篇四

在这个假期里，我看了一本《宇宙的奥秘》这本书。这本书
讲述的是科学秘密，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恒星会发



光”，“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等等系列问题，围绕每个问题，
风趣幽默的怪博士会抢先给出一个极具想象力跟怪诞意味的.
答案，令人捧腹大笑。接着聪明博学的扎克教授会给出正确
而详细的解答，从而让孩子懂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和道理。

看了这本书我知道了在我们所处的太阳系中，一共有8大星，
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
和海王星。其中，距离太阳最近的是水星。距离太阳最远的
是海王星。体积最大的是木星，体积最小的是水星。

恒星是一种比地球大得多的巨大星体，恒星是由气体构成的。
在恒星的中心，比如太阳的中心，温度可以达到1500万度。
在这个温度下，气体都会燃烧，并且向四周释放大量的光和
热。这就是恒星发光的原因。

这本书不仅启发了我的认识科学能力，还懂得了很多知识，
所以提议大家都来看看。

宇宙读后感篇五

宇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古埃及
人认为宇宙像一个箱子，埃及在箱子底部。他们也觉得天空
是一块深蓝色的布，盖在箱子的顶端。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从
盘古开天辟地而来。以色列人认为是上帝耶和华创造宇宙、
地球、人和世界万物。

在我更小的时候，我还以为宇宙是一条河流，地球和太阳都
只是河流两岸的房子，星星是天空上的亮片。这个想法让我
一直想要到宇宙其他的房子去探险，并幻想把天空上的亮片
抓下来编织成一顶王冠。

经过科学家的推论，宇宙是个有数千亿个星系的大空间，我
们住的地球在太阳系，每个星系大约有一千亿个星。目前观
测到的整个宇宙约有1千亿个太阳系。我们住的太阳系中间是



太阳，绕着太阳运转的有八大行星，这些行星都有卫星在周
围运转。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距离地球约8。5分钟的
光速，光速一秒钟大约跑三十万公里。银河系还有许多恒星，
但是现在的科技仍然只能看到宇宙的一小部分，希望随着科
技的进步，我们能更深入的了解宇宙。

人常觉得自己很伟大，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觉得他们是世
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人。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人
类连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都谈不上。就算万里长城很长，
在外太空也只看得到一点点。宇宙是无限的，而它也不断的
继续扩大，没有人会晓得未来的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人其
实应该更谦虚才对。

宇宙读后感篇六

在这个假期里，我看了一本《宇宙的奥秘》这本书。这本书
讲述的是科学秘密，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恒星会发
光”，“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等等系列问题，围绕每个问题，
风趣幽默的怪博士会抢先给出一个极具想象力跟怪诞意味的
答案，令人捧腹大笑。接着聪明博学的扎克教授会给出正确
而详细的解答，从而让孩子懂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和道理。

看了这本书我知道了在我们所处的太阳系中，一共有8大星，
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
和海王星。其中，距离太阳最近的是水星。距离太阳最远的
是海王星。体积最大的是木星，体积最小的是水星。

恒星是一种比地球大得多的巨大星体，恒星是由气体构成的。
在恒星的中心，比如太阳的中心，温度可以达到1500万度。
在这个温度下，气体都会燃烧，并且向四周释放大量的光和
热。这就是恒星发光的原因。

这本书不仅启发了我的认识科学能力，还懂得了很多知识，



所以提议大家都来看看。

当读完《宇宙的奥秘》这本书时，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奥秘太
多了。茫茫宇宙自古是最令人类产生无限遐思的地方，宇宙
的庞大至今仍然让一般人难以想象。

作为我们全部能量来源、给予我们全部生命基础的太阳，对
于我们的理解能力而言已经是庞大无比，可是它同我们如今
已经观测到的宇宙相比又不过是沧海一粟。

172019年，天文学家哈雷发现三颗最亮的恒星——天狼星、
南河三和大角星的位置与希腊时代天文学家的记录有较大的
偏差并且不可能是正常的误差，于是得出结论说恒星并非不
动，只是因为与我们的距离相当遥远而显得运动相当缓慢，
所以看上去好像不动一样。

在19世纪，人们发现宇宙中的恒星具有不同的光谱，于是有
人提出，恒星是否也发生演化。对于这个问题，直到20世
纪50年代才找出答案。在这期间，美国天文学家史瓦西经过
系统研究，将恒星的能源和恒星的结构与恒星的演化结合了
起来。

弗里德曼·霍伊尔对恒星演化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将恒星生
命周期划分为起源、主序星、红巨星、矮星等几个阶段。其
中恒星在主序星阶段停留的时间最长，我们的太阳现在正处
于这一阶段。对恒星的演化过程，科学家以赫—罗图描述。
对恒星演化过程的研究是人类迄今为止对天体问题最精确的
科学研究。

宇宙读后感篇七

近几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快到难以想象。但是，
放眼浩瀚的宇宙，我们人类，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粒微尘而已。



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从江流和云帆的偶遇开始，到齐飞与
常天的加入，再到神秘的冒险之旅，一路上的重重关卡，最
终到圆满的大结局——向遥远的宇宙跃迁而去，踏上未知的
旅途，从头到尾，有无数情节引人深思。

它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不仅仅是一本科幻小说。从洛书河
图到阴阳八卦阵，从“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到《山海经》奇
珍异兽，从禹铸九鼎到秦始皇铸十二金人，从一篇《阿房宫
赋》到一队“秦陵兵马俑”，古往今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尘封千年的谜题，究竟解开它们的，会是
谁？但是，时至今日，人们经过无数探索，却仍然没能找到
完美的答案。

宇宙浩瀚，星辰璀璨，刹那之间，不知有多少复杂的变化。
谁又能说清，不断变化的日月星辰间，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无数恒星的诞生与衰老、行星运动牵扯出的科学未解之
谜——三体问题、仍未揭开神秘面纱的地外文明、神秘
的“平行宇宙”高维领域……据记载，宇宙文明分为不同的
等级。如今，人类文明正立于第三级，离第四级似乎只有一
步之遥，但这一步，似乎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向最高
等级——第十级的顶点仰望，谁也不知道，这一路上究竟会
有什么样的挑战等着我们；放眼那无穷远的未知领域，谁也
不知道，光年之外，那未知的遥远彼方，等待着我们的究竟
会是什么。

历史的车轮永远没有终点，放眼那更遥远的未来，没有人能
知道，在不断流淌的长河中，时间会给我们设下什么样的激
流险滩；更没有人能知道，在一年又一年的洗礼之下，世界
文明在不断的演化之中，何时能走到那“最高级文明”的顶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