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物理课后感想(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物理课后感想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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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课后感想篇二

昨天我们爷爷他们突然情况来看我，他可是有一年工作时间
没到厦门来，所以我昨天花整天学习时间可以陪着他，带他
逛逛小区，打乒乓球，晚上又玩到很晚，第二天就睡的比较
研究晚了。

“坪啪”我昏沉沉听到奇怪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的大厅，在浴
室原来爷爷洗，我揉了揉眼睛看起来迷惑闹钟，哇，八点钟。
突然，我的妈妈从外面回来，她问我：“今天你有什么计
划”我想了下：“读它。”所以，我跳下床一骨碌来，洗脸，
吃饭。然后开始一本正经看看书。“它的工作原理，”吸引
我的是这个英文名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带着好



奇，我细细地品味。分散在沙滩上写独自一人时一个年轻人
的原创故事，无意中发现一个孩子在海滩上被吹了无数海星
成一个抛海之一。男子好奇地问为什么孩子扔海星海？孩子
回答说：“要在太阳升起，大海就会退去，海星在海滩将无
法生存的。”该男子说：“你这样做是没用的，这么多的海
星，你不能这样做了一整天。‘孩子不同意，说：’至少在
这个海星的工作”，而且还邀请男人一起扔海星。

看了这故事，我懂得了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特别的东西，我
们国家都被赋予这种发展能力来发挥重要作用，塑造企业未
来，我们可以大家都必须找到问题我们发现自己的海星，如
果没有我们能明智很好地扔出我们的海星，这个社会世界经
济将会变得更美丽。

物理课后感想篇三

这是本带插图彩绘的科普书，作者比尔·布莱森运用通俗易
懂、幽默风趣的笔法，结合有关现代化科学的发现，带领我
们从微乎其微的质子、电子、中子、原子、分子一直漫游到
浩瀚无际的太阳系、宇宙；带领我们沿着时光隧道漫游，让
我们知道“世界是怎么从无到有”。它大大的拓展了我的'视
野，使我感觉到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种种伟大和神奇。
使我这个不喜欢看科普书的人也被它的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
事所吸引。比如，门捷列夫“从北美洲的单人纸牌游戏中获
得的灵感，按点排成纵行，纸牌按花色排成横行”，从这个
故事中让我悟出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真谛。比如，一个人
的dna有多少个亿的密码字母？居然有32个亿的密码。再比如，
宇宙起源于一个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的奇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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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总
之从dna到恐龙，从冥王星到三叶虫，从臭氧到地震，从天气
到海洋，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再配上可爱的彩色插图，让
我轻松看完了并懂得了很多知识，感到世界是如此的惊奇和
美妙。



朋友们，你也想知道吗？那就看这本《万物简史》吧，它会
带你到科学中遨游的。

物理课后感想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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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课后感想篇五

读后感 丨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本周看了《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一书。

讲道理，我现在已经发现书不能瞎读。啥叫会润物细无声的
提升我的文字功底和艺术情操啊。其实这就是屁话。读书的
目的还是在于知识的获取和知识的变现。也就是说，读一本
杂物，只能起到消磨时间的作用，因为你也不会去记住其中
的情节、文字技巧之类的。

书中写了量子物理的发展史，通过诙谐的风格，把本身距离
我们很遥远的天才物理学家们，写出了其骨肉，让人感觉他
们从书本中走了出来，成为了一个立体的人，而不是中学物
理书中的照片，那个给学生们制造无数作业的照片。

整体知识用并不繁杂的解释介绍了其意义和影响力，相对来



说比较通俗易懂，但实际对除了物理学家的普通人来说，都
是读过就忘的公式体系和意义。相反，其获得的诺贝尔奖和
带来的社会变革，倒是让人对其有了新的认知。相比来说，
量子物理学还是更加适用于对宇宙的探索。但是宇宙真的太
大了，也不知道出了地球后，会不会所有现在人类拥有的知
识体系都会被推翻。

对于人物生平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立体展现了科学家也是
会暴怒、也是会痛苦、也是会色情等等。人嘛，总是逃不出
这些东西。所以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活了28年后已经明白，
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去取悦自己，怎么样都是不过分的。

从我开始学习理财开始，见识了太多金融方向伟大的发明和
创造。pe、pb、roe、四分卫、分位点....感觉天才为了自己方
便而创造的工具真的太神奇了！

小时候总想征服世界，把世界踩在脚下之类的，真的是电视
剧看太多了。直到现在认知的越多越感觉和天才之间的差距。

但我也不会因此有任何自卑感了。认清自己我很重要。

天才负责创造，我去学习天才的创造并融会贯通一部分，就
足够我打败身边的人了！

就像一群人遇到熊，你不需要跑的比熊快，只需要比别人快
就行了。

只需如此，我就可以一直生活在“狂欢”之中了！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物理课后感想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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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