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几何原理读后感 趣味几何学读后感
(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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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
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几何原理读后感篇一

在基德科普视频里听说了《趣味物理学》系列，买了中国妇
女出版社2015年版2019年再印的一套12本趣味系列。

因为自己几何图形特别不好，空间想象力差，一直也没找到
好的学习方法，就从《趣味几何学》开始。

看了一部分，可能年龄比较大了，没有惊艳和受启发的感觉。

最大的感受就是“很直接的证明”，而我更想在一个一个问
题里受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看到解题思路，为什么
要证明这个。这可能也是我上学时期一直缺少的一环，我这
样天资不够聪颖的人，需要有这样一环，至少是最开始给到
这种启发，事后自己再慢慢建议自己的逻辑世界。

希望再往后的译者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思路的引导，从目标
出发，接下来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证明。

也希望有缘看到这个评论的人，恰好您遇到好的带有启发逻
辑思维，科学思维，几何思维的书，请您推荐给我。谢谢！



几何原理读后感篇二

《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能够代表整个古希腊人民，那
么我可以说，古希腊是古代文化中最灿烂的一支——因为古
希腊的数学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数学，还有着难得的逻辑，
更有着耐人寻味的哲学。

《几何原本》这本数学著作，以几个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
定义、公设和公理，互相搭桥，展开了一系列的命题：由简
单到复杂，相辅而成。其逻辑的严密，不能不令我们佩服。

就我目前拜访的几个命题来看，欧几里得证明关于线段“一
样长”的题，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便是画圆：因为，一
个圆的所有半径都相等。一般的数学思想，都是很复杂的，
这边刚讲一点，就又跑到那边去了；而《几何原本》非常容
易就被我接受，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欧几里得反复运用一种思
想、使读者不断接受的缘故吧。

不过，我要着重讲的，是他的哲学。

书中有这样几个命题：如，“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将
腰延长，与底边形成的两个补角亦相等”，再如，“如果在
一个三角形里，有两个角相等，那么也有两条边相等”。这
些命题，我在读时，内心一直承受着几何外的震撼。

大多数现代人，好奇心似乎已经泯灭了。这里所说的好奇心
不单单是指那种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同样指对平常的事物
感兴趣。比如说，许多人会问“宇航员在空中为什么会飘起
来”，但也许不会问“我们为什么能够站在地上而不会飘起
来”；许多人会问“吃什么东西能减肥”，但也许不会
问“羊为什么吃草而不吃肉”。

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太习以为常了，以致不会对许多“平常”
的事物感兴趣，进而去琢磨透它。牛顿为什么会发现万有引



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有好奇心。

如果仅把《几何原本》当做数学书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古希腊的数学渗透着哲学，学数学，就是学哲学。而哲
学第一课：人要建立好奇心，不仅探索新奇的事物，更要探
索身边的平常事，这就是我读《几何原本》意外的收获吧！

几何原理读后感篇三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概括文章基本内容。

2.勾画外貌、动作、语言描写的句子，了解其对刻画人物形
象的作用。3.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感受人物的人格魅力。教
学重点：目标2、3教学方法：朗读法、圈点勾画法、精读法
课时：1课时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接触到了两位老师：蔡芸芝
先生和莎莉文老师。她们一个温柔美丽，深受学生爱戴；一
个用自己的爱心、耐心与智慧为盲聋哑的孩子开启知识的大
门。她们都让人喜爱、难忘。有时在我们的求学生涯中也会
遇到一些另类的老师，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赢得学生
的青睐，今天我们就要看到这样一位老师——王几何。

二、了解作者

马及时(1946--),笔名小非，四川都江堰人。著有散文诗集
《最后一片树叶》，诗集《泥土与爱情》《树杈上的月亮》
《中国孩子》等。

三、检查预习



须臾斜翘屏息绰号叛逆持之以恒

四、读课文，整体感知

1、快速浏览全文，说说本文主要写的是谁？

2、王几何本来叫什么名字？“王几何”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3、本文主要写了王几何的一件什么事？请用一句话简要回答。

4、本文描写的是一节充满笑声的数学课，说说这节课上令人
发笑的源头有哪些？

明确：（1）王老师哑笑。（2）王老师公布自己的绰号。（3）
王老师让同学们到黑板上画圆和三角形。（4）同学们在黑板
上画圆和三角形，却画成了鸡蛋、鸭蛋、苹果、梨和丑陋的
三角架。

明确：反手画圆和三角形。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向大家说明一
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只要功夫深，铁杵可以磨成针!要大家
牢记的是一种热爱知识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这段描写在
结构上总结了上文，在内容表达上点明了主旨。

五、研读课文，咀嚼精华

明确：外貌描写、动作描写。一个“挤”字，突出了老师的
胖；“眨眼功夫”写出了老师虽然胖而动作却十分敏捷的特
点。

明确：夸张。突出了老师“笑”的姿态之特别，读后让人忍
俊不禁。

明确：通过对学生的动作、神态等描写从侧面烘托王老师的
与众不同，突出了老师的风趣与幽默。



明确：神态描写。极其生动逼真地写出了老师得意洋洋的神
态。

明确：语言描写。突出了王老师语言幽默、风趣的风格，也
表现了王老师的思想的民主与开放。

7、“同学们对王老师第一堂课的评价只有两个字：痛快!”
结合课文内容，．．说说你对“痛快”的理解。

明确：王老师通过富有感染力的微笑、绝活表演、公布自己
的绰号、让学生到黑板上画圆和三角形等，制造了喜剧效果，
使学生身心彻底放松，情感得以自由发泄，充分享受了课堂
带来的乐趣。

六、归纳主旨，拓展延伸

1、结合全文，说说王老师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明确：王老师是一位业务水平极高，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笑和严肃集于一身，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好老师。

2、你喜欢王老师的这种教学方式吗？为什么？

七、课堂小结

《王几何》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几何老师的
教学态度。告诉我们一个人想要成功，必须在自己喜欢的事
业上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一个人想要成功靠的就是对
自己事业的坚持。所以无论你遇到怎样的困境都必须坚持自
己的事业。王几何能够反手画圆做到常人所做不到的事就是
因为他二十几年如一日的专研几何教学。

八、作业：

请模仿本文的写法，写一写你所熟悉的一位老师，不少于500



字。板书：王几何

自我介绍平凡一起画圆业务精湛解说道理

幽默风趣

示范课教案《王几何》

东买里乡中学

吴秀萍2015年1月

几何原理读后感篇四

古希腊大数学家欧几里德是和他的巨著——《几何原本》一
起名垂千古的`。这本书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而且流传最
广的数学著作，也是欧几里德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

在《原本》里，欧几里德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和学者
们在实践和思考中获得的几何知识，欧几里德把人们公认的
一些事实列成定义和公理，以形式逻辑的方法，用这些定义
和公理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
定义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得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
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而这本书，也就成了欧式几
何的奠基之作。

两千多年来，《几何原本》一直是学习几何的主要教材。哥
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许多伟大的学者都曾学习过
《几何原本》，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作出了许多伟
大的成就。

从欧几里得发表《几何原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
尽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由于欧氏几何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
有着严密的逻辑演绎方法相结合的特点，在长期的实践中表



明，它巳成为培养、提高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好教材。历
史上不知有多少科学家从学习几何中得到益处，从而作出了
伟大的贡献。

少年时代的牛顿在剑桥大学附近的夜店里买了一本《几何原
本》，开始他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没有超出常识范围，因而并
没有认真地去读它，而对笛卡儿的“坐标几何”很感兴趣而
专心攻读。后来，牛顿于1664年4月在参加特列台奖学金考试
的时候遭到落选，当时的考官巴罗博士对他说：“因为你的
几何基础知识太贫乏，无论怎样用功也是不行的。”这席谈
话对牛顿的震动很大。于是，牛顿又重新把《几何原本》从
头到尾地反复进行了深入钻研，为以后的科学工作打下了坚
实的数学基础。

但是，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无论怎样高明的前辈和名家，
都不可能把问题全部解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欧几里得在
《几何原本》中提出几何学的“根据”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
的解决，他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对直线的
定义实际上是用一个未知的定义来解释另一个未知的定义，
这样的定义不可能在逻辑推理中起什么作用。又如，欧几里
得在逻辑推理中使用了“连续”的概念，但是在《几何原本》
中从未提到过这个概念。

几何原理读后感篇五

只要上过初中的人都学过几何，可是不一定知道把几何介绍
到中国来的是明朝的大科学家徐光启与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
利玛窦，更不一定知道是徐光启把这门“测地学”创造性地
意译为“几何”的。从166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译完至今
已有四百年，11月9日上海、台湾等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
活动。来自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比利时、
芬兰、荷兰、中国等9个国家及两岸四地的60余位中外学者聚
会徐光启的安息之地——上海徐汇区，纪念徐光启暨《几何
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徐光启家世平凡，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破产后在上海
务农，家境不佳。徐光启19岁时中秀才，过了16年才中举人，
此后又7年才中进士。在参加翰林院选拔时列第四名，即被选
为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是明帝国皇家学院的博士研究生。
二名，名次靠后，照理没有资格申请入翰林院。他的同科进
士、也是他年满花甲的老师黄体仁主动让贤，把考翰林院的
机会让给了他。

《明史·徐光启传》中开篇用33个字讲完他的科举经历，紧
接着就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
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可见如果没有跟随
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徐光启只是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官
僚中不出奇的一员。但是因为在1600年遇上了利玛窦，且在
翰林院学习期间有机会从学于利玛窦，他得从一干庸众中脱
颖而出。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1571年在
罗马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教会里接受了神学、古典文
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训练，又在印度的果阿学会了绘制地图
和制造各类科学仪器，尤其是天文仪器。

利玛窦于1577年5月离开罗马，于1583年2月来到中国。8月在
广东肇庆建立“仙花寺”，开始传教。可是一开始很不顺利。
为此，利玛窦转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为了
接近中国人，利玛窦不仅说中文，写汉字，而且生活也力求
中国化。正式服装也改成了宽衣博带的儒生装束。

1598年6月利玛窦去北京见皇帝，未能见到，次年返回南京。
在南京期间，利玛窦早已赫赫有名，尤其是他过目不忘、倒
背如流的记忆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传十，十传百，
已神乎其神。加之利玛窦高明的社交手段，以及他的那些引
人入胜的、代表着西方工艺水平的工艺品和科学仪器，引得



高官显贵和名士文人都乐于与他交往。利玛窦则借此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推动传教活动。

也正是利玛窦的学识和魅力吸引了徐光启。根据利玛窦的日
记记载，约在1597年7月到1600年5月之间。徐光启与利玛窦
曾见过一面，利玛窦说这是一次短暂的见面。徐光启主要向
利玛窦讨教一些基督教教义，双方并没有深谈。与利玛窦分
手之后，徐光启花了两三年时间研究基督教义，思考自己的
命运。1603年，徐光启再次去找利玛窦，但利玛窦这时已经
离开南京到北京去了。徐光启拜见了留在南京的传教士罗如
望，与之长谈数日后，终于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

1601年1月，利玛窦再次晋京面圣，此次获得成功，利玛窦带
来的见面礼是自鸣钟和钢琴，这两样东西是要经常修理的，
于是他被要求留在京城，以便可以经常为皇帝修理这两样东
西。正好1604年4月，徐光启中进士后要留在北京。两人的交
往也多起来。在此之前，徐光启对中国传统数字已有较深入
的了解，他跟利玛窦学习了西方科技后，向利玛窦请求合作
翻译《几何原本》，以克服传统数学只言“法”而不
言“义”的缺陷，认为“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
利玛窦劝他不要冲动，因为翻译实在太难，徐光启回答
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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