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趣味物理读后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趣味物理读后感篇一

我阅读了一本很有趣的关于物理学的书，它是前苏联的
雅·别莱利曼所写的《趣味物理学》了。这本书作于二十世
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这本书很老，但它很经典，读起来更兴
趣盎然，如饮甘露，如食甘贻。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象宝贝似的亮出一本书，说值
得一读。我一看：《趣味物理学》，书很厚，翻了翻，足足
有 550 页。细细一看，每一页都有一个物理知识的讲解，还
有很多黑白插图。我立刻被吸引，竟一口气看了将近 100 页。
全书大致分为 19 章，有的章节会专门对一个问题进行讨论。
每一则知识都会举一个例子或者讲一个故事，不像很多教科
书那样地只讲抽象的、空洞的概念。里面提到了一些很典型
的问题：如十月的铁路那么长？为什么电线在冬天长 300 多
米，电线冬天会比夏天短 200 多米；由于惯性，地球如果突
然停止，地球上的所有物质都会被甩向太空 …… 在读书的
过程中，其中有一章尤为吸引力我的注意力，那就是“视觉
错觉”这一章。这一章中图片丰富，主要为试验图片。比如
有一幅测试错觉的图片，是黑格被白线开成许多块，结果看
时发现白线交叉点居然有灰点闪现，定眼一看，又不见了。
作者还特意提到当时印这一章时，查锌板的人居然会让人把
白线交叉点上的灰点去掉，正好作者进去，跟他讲明白了才
避免一场误会。

读着这书，我发现物理和生活息息相关。一些我以前不知道



的`知识，读完它，我全都了如指掌。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
它枯燥无味，反而对它爱不释手。正作者在自序中就提
到：“我所努力希望做到的，不是要‘教会’读者多少新知
识，而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他所知道的事物’”。读完这本
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一旦对于一门学科发生兴趣，
就会加倍注意，也就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习，在兴趣
的引导下，所学到的知识才更加“牢固”，更加有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伴我如痴如醉汲取知识。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一本很有趣的关于物理学的书，它便是
前苏联的雅·别莱利曼所写的《趣味物理学》了。这本书作
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这本书很老，但它很经典，读
起来更兴趣盎然，如饮甘露，如食甘贻。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象宝贝似的亮出一本书，说值
得一读。我一看：《趣味物理学》，书很厚，翻了翻，足足
有550页。细细一看，每一页都有一个物理知识的讲解，还有
很多黑白插图。我立刻被吸引，竟一口气看了将近100页。

在读书的过程中，其中有一章尤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就是
“视觉错觉”这一章。这一章中图片丰富，主要为实验图片。
比如有一幅测试错觉的图片，是黑格被白线分开成许多块，
结果看时发现白线的交叉点居然有灰点闪现，定睛一看，又
不见了。作者还特意提到当时印这一章时，查锌版的人居然
让人把白线交叉点上的灰点去掉，正好作者进去，跟他讲明
白了才避免一场误会。

读着这本书，我发现物理和生活息息相关。一些我以前不知
道的知识，读完它，我全都了如指掌。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
得它枯燥无味，反而对它爱不释手。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就提
到：“我所努力希望做到的，不是要‘教会’读者多少新知
识，而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他所知道的事物’”。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一旦对于一门学科
发生兴趣，就会加倍注意，也就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
习，在兴趣的引导下所学到知识才更加“牢固”，更加有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个暑假我用了许多时间认真地读完了《趣闻物理学》这本
书。很不错，对于当时刚接触物理和化学知识的我，这本书
是很神奇的，还有趣味化学等一系列的，类似的，都不错，
可以给有好奇心和不满足课本知识的学生，我以前还对物理
没有什么了解，对这门科目还不是很感兴趣，可是读完这本
书后，才真正的了解物理，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物理
真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生活的每个方面，
和一些奇特的现象。

复杂或者出人意料的物理现象，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内
容涉及到物理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
学、声学的 基本定律和各种现象。

这本书让我更加喜欢物理，喜欢生活。

趣味物理读后感篇二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此时需要
认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哦。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趣味物理学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
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阅读了一本很有趣的关于物理学的书，它是前苏联的
雅·别莱利曼所写的《趣味物理学》了。这本书作于二十世
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这本书很老，但它很经典，读起来更兴
趣盎然，如饮甘露，如食甘贻。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象宝贝似的亮出一本书，说值
得一读。我一看：《趣味物理学》，书很厚，翻了翻，足足
有550页。细细一看，每一页都有一个物理知识的讲解，还有
很多黑白插图。我立刻被吸引，竟一口气看了将近100页。全
书大致分为19章，有的章节会专门对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每
一则知识都会举一个例子或者讲一个故事，不像很多教科书
那样地只讲抽象的、空洞的概念。里面提到了一些很典型的
问题：如十月的铁路那么长？为什么电线在冬天长300多米，
电线冬天会比夏天短200多米；由于惯性，地球如果突然停止，
地球上的所有物质都会被甩向太空……在读书的过程中，其
中有一章尤为吸引力我的注意力，那就是“视觉错觉”这一
章。这一章中图片丰富，主要为试验图片。比如有一幅测试
错觉的图片，是黑格被白线开成许多块，结果看时发现白线
交叉点居然有灰点闪现，定眼一看，又不见了。作者还特意
提到当时印这一章时，查锌板的人居然会让人把白线交叉点
上的灰点去掉，正好作者进去，跟他讲明白了才避免一场误
会。

读着这书，我发现物理和生活息息相关。一些我以前不知道
的.知识，读完它，我全都了如指掌。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
它枯燥无味，反而对它爱不释手。正作者在自序中就提
到：“我所努力希望做到的，不是要‘教会’读者多少新知
识，而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他所知道的事物’”。读完这本
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一旦对于一门学科发生兴趣，
就会加倍注意，也就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习，在兴趣
的引导下，所学到的知识才更加“牢固”，更加有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伴我如痴如醉汲取知识。

趣味物理读后感篇三

我阅读了一本很有趣的关于物理学的书，它是前苏联的
雅·别莱利曼所写的《趣味物理学》了。这本书作于二十世



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这本书很老，但它很经典，读起来更兴
趣盎然，如饮甘露，如食甘贻。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象宝贝似的亮出一本书，说值
得一读。我一看：《趣味物理学》，书很厚，翻了翻，足足
有550页。细细一看，每一页都有一个物理知识的.讲解，还
有很多黑白插图。我立刻被吸引，竟一口气看了将近100页。
全书大致分为19章，有的章节会专门对一个问题进行讨论。
每一则知识都会举一个例子或者讲一个故事，不像很多教科
书那样地只讲抽象的、空洞的概念。里面提到了一些很典型
的问题：如十月的铁路那么长？为什么电线在冬天长300多米，
电线冬天会比夏天短200多米；由于惯性，地球如果突然停止，
地球上的所有物质都会被甩向太空……在读书的过程中，其
中有一章尤为吸引力我的注意力，那就是“视觉错觉”这一
章。这一章中图片丰富，主要为试验图片。比如有一幅测试
错觉的图片，是黑格被白线开成许多块，结果看时发现白线
交叉点居然有灰点闪现，定眼一看，又不见了。作者还特意
提到当时印这一章时，查锌板的人居然会让人把白线交叉点
上的灰点去掉，正好作者进去，跟他讲明白了才避免一场误
会。

读着这书，我发现物理和生活息息相关。一些我以前不知道
的知识，读完它，我全都了如指掌。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
它枯燥无味，反而对它爱不释手。正作者在自序中就提
到：“我所努力希望做到的，不是要‘教会’读者多少新知
识，而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他所知道的事物’”。读完这本
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一旦对于一门学科发生兴趣，
就会加倍注意，也就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习，在兴趣
的引导下，所学到的知识才更加“牢固”，更加有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伴我如痴如醉汲取知识。



趣味物理读后感篇四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象宝贝似的亮出一本书，说值
得一读。我一看：《趣味物理学》，书很厚，翻了翻，足足
有550页。细细一看，每一页都有物理知识的讲解，黑白插图。
我被吸引，竟一口气看了将近100页。

在读书的过程中，章尤为吸引了注意力，那“视觉错觉”这
一章。这一章中图片丰富，为实验图片。比如幅测试错觉的
图片，是黑格被白线分开成许多块，结果看时发现白线的交
叉点居然有灰点闪现，定睛一看，又不见了。作者还特意提
到当时印这一章时，查锌版的人居然让人把白线交叉点上的
灰点去掉，正好作者进去，跟他讲明白了才避免一场误会。

读着这本书，我发现物理和生活息息相关。一些我不知道的
知识，读完它，我全都了如指掌。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它
枯燥无味，反而对它爱不释手。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就提
到：“我所努力希望做到的，要‘教会’读者多少新知识，
而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他所知道的事物’”。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道理：人一旦对于一门学科发生兴趣，
就会加倍注意，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习，在兴趣的引
导下所学到知识才更加“牢固”，更加有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趣味物理读后感篇五

暑假，我阅读了一本很有趣的关于物理学的书，它便是前苏
联的雅·别莱利曼所写的《趣味物理学》了。这本书作于二
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这本书很老，但它很经典，读更兴
趣盎然，如饮甘露，如食甘贻。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象宝贝似的亮出一本书，说值



得一读。我一看：《趣味物理学》，书很厚，翻了翻，足足
有550页。细细一看，每一页都有物理知识的讲解，黑白插图。
我被吸引，竟一口气看了将近100页。

在读书的过程中，章尤为吸引了注意力，那“视觉错觉”这
一章。这一章中图片丰富，为实验图片。比如幅测试错觉的
图片，是黑格被白线分开成许多块，结果看时发现白线的交
叉点居然有灰点闪现，定睛一看，又不见了。作者还特意提
到当时印这一章时，查锌版的人居然让人把白线交叉点上的
灰点去掉，正好作者进去，跟他讲明白了才避免一场误会。

读着这本书，我发现物理和生活息息相关。一些我不知道的
知识，读完它，我全都了如指掌。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它
枯燥无味，反而对它爱不释手。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就提
到：“我所努力希望做到的，要‘教会’读者多少新知识，
而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他所知道的事物’”。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道理：人一旦对于一门学科发生兴趣，
就会加倍注意，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习，在兴趣的引
导下所学到知识才更加“牢固”，更加有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