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据宇宙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据宇宙读后感篇一

关于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必是“盘
古开天辟地”以及“上帝七日创世”等各类神话故事吧！那
么，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更科学、更真实详细的描述呢？答案
是――有的。

霍金在《宇宙简史》的第一、二讲中以时间为主线，简明扼
要地通过亚里士多德在《天论》中提出地球是个圆球开始，
到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再到后来的弗里德曼模型等等一系列
天文学成就深入浅出地为我们阐述了宇宙大爆炸可能就是宇
宙的开端这个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理论是怎么形成的。里面虽
然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可是通过霍金的解说却也能让普通
大众所理解，毕竟霍金著本书的思想是为喜欢仰望星空、探
寻宇宙秘密的人提供一次最好的宇宙学启蒙教育。

又例如在谈论到黑洞安置问题上，霍金运用比喻的方式给我
们简单地做了回答：“安置这样一个黑洞的唯一地点是应当
把它放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而且，可以使它绕地球作轨道
运动的唯一途径是，在它的前方拖动一个大质量物体，以把
黑洞吸引到那里去，这种情况有点像在驴子面前放上一根胡
萝卜……”

如此形象的比喻，即说明了它的原理又让我们有了想象空间，
由此可见霍金才华与机智。

除此之外，书中还讲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知识之概念，并穿



插若干富于丰富想象力的精彩描述，使人阅后难忘，此书对
于想了解天文学的普通大众来说是极好的科普之作。

最后，关于本书的诸多精彩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希望大家
有时间可以自己翻阅。

论据宇宙读后感篇二

我用了几天的时间，终于读完了《宇宙的秘密》这本书，我
从中了解了许多宇宙不可告人的秘密。下面让我给你诉说一
二吧！

我从小就对宇宙充满幻想，这本书使我的模糊的幻想变得清
晰。从中，我了解了很多：宇宙的万物在大约200亿年前，是
一个密度极高，温度高达100多亿摄氏度的大火球，被称
为“原始火球”，这个时期的天空中，没有恒星和星系，只
是充满了辐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火球发生了爆炸，
组成火球的物质飞到了四面八方，在后来的10000年里，散落
在空间的物质便开始了局部的结合，星云、恒星、星系就是
由这些物质凝聚而成的。就这样，形成了宇宙。

然而，我所了解的知识中，我最关心的还是关于我们人类的
家园——地球的事。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寿命了，它的生命
史已长达38亿年，人类则有2、3百万年的历史。可就这几百
万年的时间，地球已因人类而快速“衰老”。例如，地球如
今正在不断的膨胀，体积在不断的扩大，地心密度在不断减
少，地球的运行速度在不断变慢。

据推测，在原始海洋拥有丰富的无脊椎动物时，距今约6亿年，
那时一年有425天，一天长仅为20小时；当第一批植物离开水
向陆地生根时，距今约4亿年，那是一年有405天，一天有21。
5小时；在2亿年前，恐龙统治着整个世界，当时一年有385天，
一天有23小时；而如今，一年只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



不仅地球速度在放慢，而且全球内外气温都在涨。

人们曾为了寻找钻石和金矿，曾试着不断向下挖，但越向下
挖，温度就越高。根据这种情况，地心温度大概有68000度左
右，而且还在不断涨。

地面温度上升，是指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使臭氧
层破裂，全球温度上升的现象。气象部门预测，如果大气层
中的二氧化碳再不断增加，50年后，地面平均温度将达1。2
度，70年后，将达2。8度。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深有感触：我们青少年应把握住光阴，
好好学习，将来探索宇宙、地球其他的秘密，更好地保护他
们。

论据宇宙读后感篇三

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对所有的未知世界都充满了好奇
和探知的欲望，对所有的事情都想去问个为什么。

当我读完《神秘宇宙》时，突然间我好像懂得了好多知识，
知道了以前从未知道的关于天文方面的常识。宇宙中是否有
外星生命存在？ofo是否是外星人派来的使者？火星布满尘埃
的表面，曾经真的有水吗？带着这么多疑问，让我们来揭开
神秘宇宙的面纱吧。

宇宙是永恒不变的吗？宇宙有多大？他是啥时候诞生的，人
们提出了种种疑问，第一种假说是宇宙永恒论，认为它并不
是动荡不动的，其中的星体及数目和分布，以及空间运动从
开始就处于稳定状态，它是永恒的第二种假说，是宇宙分层
论，这种观点认为它的结构是分层次的，恒星是一个层次，
若干个星系团是一个层次，一些星系团在组成超星系，成为
一个更高的层次。



第三个假说是宇宙大爆炸理论，这是由美国天体物理学家伽
莫夫和佛里德曼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大约在200亿年前。咱们
所看到的天体物质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密度极大、温度
高达110度的原始火球。到处充满了辐射，恒星和星系并不存
在，后来因某种未知原因，这个火球发生了大爆炸。组成火
球的物质喷发到四面八方，并逐渐冷却下来，密度开始降低，
爆炸两秒后产生了质子和中子。11分钟之内形成了原子核。
大约1万年后，氢原子和氮原子形成。在这1万年时间里，散
落在空间的物质开始在局部联合凝聚成星云星系的恒星。大
部分气体在新民发展中变成了星体。因受星体引力的作用，
其中一部分物质变成了星介质哈勃。

后来，人们建造了哈勃太空望远镜，观察到了宇宙间的一切，
在以后的600亿年终将逐渐向一个中心点聚拢，当时空都到了
尽头。宇宙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过了160亿年，
我刚开始的疑问，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所以我们要好
好掌握科学知识，长大了去探索更深一层的科学奥秘。

论据宇宙读后感篇四

前几天，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读书活动，目的是想让
我们全校同学们爱读书、多读书。

虽然仅仅只有三天的看书时间，可是，我的收获并不少。我
看了一本叫做《宇宙之谜》的书，里面的内容令我好奇，令
我惊讶。

通过读这本书，我知道了“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世界是
多么的神秘，还通过这本奇妙的“魔法书”知道了，原来，
宇宙之中还有别的智慧生物。

其中有一段令我至今难忘，饱受记忆的宇宙记录：

在地球以外广大的宇宙中是否有智慧生命的问题上，科学家



们分成了两大派。一派说，既然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个最
普通的行星，那么有智慧的生命就应当广泛地存在和传播于
宇宙中。另一派却说，尽管生命可能在宇宙中广为存在和传
播，但能使单细胞有机转变成人的`进化过程所需的特定环境
出现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在地球外存在智慧生命的可能性
十分渺茫。就科学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争论无疑是正常的、
有益的，而且会推动对“地外文明”的探索。

大家看看科学家们多么的细心，凡事都会认真研究、讨论。
没错，俗话说的好呀，“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正因
为这样，我们才能懂得那么多东西，知道那么多东西。

我们要像科学家们那样，充满好奇心，富有求知欲望，不仅
对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和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具有浓厚的兴
趣，而且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都充满了好奇心。这
是人类的心理特点，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因素。从
地球到宇宙，从自然到历史，从科学到艺术，在这许许多多
的领域中，无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成就，几乎都是在探索
和解答种种未知事物中创造和发展的。中国我们不仅要从科
学家们身上得到启示，而且自己留心观察，也能够从自己的
身上得到启示。

通过看这本书，“宇宙之谜”，已经不再神秘;通过看这一系
列的书，“未解之谜”，也已经不再神秘;今天的“未解之
谜”，相信也早晚会揭开谜底。

论据宇宙读后感篇五

关于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必是“盘
古开天辟地”以及“上帝七日创世”等各类神话故事吧！那
么，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更科学、更真实详细的描述呢？答案
是——有的。

霍金在《宇宙简史》的第一、二讲中以时间为主线，简明扼



要地通过亚里士多德在《天论》中提出地球是个圆球开始，
到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再到后来的弗里德曼模型等等一系列
天文学成就深入浅出地为我们阐述了宇宙大爆炸可能就是宇
宙的开端这个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理论是怎么形成的。里面虽
然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可是通过霍金的解说却也能让普通
大众所理解，毕竟霍金著本书的思想是为喜欢仰望星空、探
寻宇宙秘密的人提供一次最好的宇宙学启蒙教育。

又例如在谈论到黑洞安置问题上，霍金运用比喻的方式给我
们简单地做了回答：“安置这样一个黑洞的唯一地点是应当
把它放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而且，可以使它绕地球作轨道
运动的唯一途径是，在它的前方拖动一个大质量物体，以把
黑洞吸引到那里去，这种情况有点像在驴子面前放上一根胡
萝卜……”

如此形象的比喻，即说明了它的原理又让我们有了想象空间，
由此可见霍金才华与机智。

除此之外，书中还讲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知识之概念，并穿
插若干富于丰富想象力的精彩描述，使人阅后难忘，此书对
于想了解天文学的普通大众来说是极好的科普之作。

最后，关于本书的诸多精彩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希望大家
有时间可以自己翻阅。

论据宇宙读后感篇六

刚开始读《宇宙简史》的时候，我觉得那些语言太深奥太专
业太生僻了，怎么也看不懂，那文字中蕴含着宇宙独特而神
秘的魅力，是在细细品味后才领悟到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霍金，全名史蒂芬·霍金，他生于1942年，
是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现为剑桥大学卢卡
斯数学系教授，被誉为继爱因斯坦后最着名的科学思想家。



他用毕生精力研究黑洞和宇宙起源大爆炸原理，提出黑洞发
射辐射的预言，在科学界引起革命性的轰动。霍金因为患有
严重的肌肉萎缩症，只能无助的坐在轮椅上，但他克服了残
疾的障碍，让思想遨游到无限的时空，揭开宇宙之谜，霍金
既是残疾天才的典型，也是当代的'大众文化偶像。

他，是轮椅上的攀登者！《宇宙简史》用迷人的表达方式讨
论了宇宙的历史和将来、时间和时空的本性、黑洞等令人敬
畏的主题，霍金用敏锐的直觉和坚定的推理直接挑战了已被
广泛认同的传统量子学、大爆炸理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在探寻时间和空间核心可望而不可及的秘密这一未竟之
业中，它将引导世界各地喜欢仰望星空的人探寻宇宙的秘密。
他认为的宇宙是一个或在膨胀或在收缩的空间，而且他还相
信，宇宙是在一次爆炸中诞生出来的。而宇宙的原型是什么
呢？在书中我找到了答案，宇宙原来只是一个星球，但它的
密度非常高，光亮很大，终于在某一天，它突然爆炸了，这
就形成了宇宙，虽然这只是假想之一，但这却是比较广泛的
一种说法。黑洞中的信息丧失如何降低我们预言未来的能力。
如果信息在黑洞中丧失，情况就并非如此，任何事情都可能
已经发生过。预言将来的能力也被削减了。我们能够确定地
预言粒子具有相反的自旋，但是如果一个粒子落进黑洞，就
不能对余下的粒子作确定的预言，这意味着在黑洞外不能确
定预言任何测量，作出确定预言的能力被减低至半。那么关
于预言将来的能力呢？现在看来它至少在三个层次上受到限
制。第一，是动力学系统的混沌行为，使得拉普拉斯意义上
的决定性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在量子力学中状
态是由波函数描述的，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使得经典意义
上的决定性被减半。第三，不平凡的时空拓扑，使波函数被
密度矩阵所取代，就在这里引进了热力学意义上的随机性。

我们每天都会遥望星空，天上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我们所生
活的家园——地球就是广袤无垠的宇宙的一小部分，我们心
中难道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什么是宇宙？宇宙有多久的历
史呢？宇宙是怎样产生的？还有与我们同处一个宇宙的邻居，



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物质，他们又是什么呢？宇宙所带给人们
无限的诱惑力，它等着我们去探索，去挖掘更多更多宇宙的
谜底！霍金轮椅上的着作《宇宙简史》所不能解释的宇宙的
谜语就等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揭开！

论据宇宙读后感篇七

宇宙苍穹，浩瀚星河，地球在宇宙中，就像连大海里的一滴
水都不到，正是因为它的虚无缥缈，才会让我们人类感到变
化莫测，不可琢磨。

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欧多克斯提出地心说。地心说就是猜测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后来在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
利略在17世纪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后来发现太阳以外还有无
数星系，日心说就这样被推翻。后来经过科学家的不懈探索，
推测出这个宇宙有无数的恒星有成亿的星系与银河系。

宇宙中有一个神奇的物质叫做黑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黑色
不知道有没有底的一个洞，不管什么东西靠近它都会被吸进
去，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很是神秘，光走到这都会被吸
进里面。

世间万物都因宇宙的形成，没有它就不会有现在的地球文明。

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后逐渐膨胀。爆炸起初，物质只能
以中子，质子等形态存在；随着温度的降低，冷却，物质复
合成为通常的气体。气体逐渐聚成星云，星云进一步形成了
各种各样的恒星和星系，后来就有了地球和一切动物的出现。
在这时文明就快要到来了。

随之地球出现了动物，几千亿年前霸王龙统领着世界，到不
知是什么情况全球变冷，正在面临冰川化，恐龙们无一生还，
这究竟是为什么还终究是个谜底，谁都不知道。恐龙灭绝后，
又出现了细小的生物，后经演变就出现了飞虫，海生物，两



栖生物，家禽，直到出现了人类，地球文明就在此开始了。
当人类的习性定下来了，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正在演变。第一
阶段：语言的使用。第二阶段：文字的出现和使用。第三阶
段：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第四阶段：电话，广播，电视的
使用，第五阶段：计算机互联网的使用（进入信息化时代）。
这么伟大的历史演变，都是来自于人类的智慧，才能有这样
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宇宙并非永恒存在，而是从虚无中创生。他还深藏着一些神
奇的无人知晓的秘密，让我痴迷，它越神秘就越值得我探索，
我在心中早已种下宇宙的种子，虽然书本上有很多学术语不
太懂，但我不会放弃。

满天星光就是我的希望它就如同我的天文梦，永不会灭。浩
瀚星河，茫茫宇宙，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