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空间论读后感(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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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空间论读后感篇一

今年夏天，我读了《自然笔记之昆虫印象》，书中的内容深
深吸引了我。书中叙写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昆虫，比如蝈蝈、
蝴蝶、蜜蜂、萤火虫、蜻蜓等，还有一些现在已经很少见的，
都说不上名字的昆虫，如花蹦蹦、金铃子等。作者用了很多
优美的句子写出了昆虫们的可爱，让人感受到作者对昆虫们
深深地喜爱。

书中《初春，第一只蝴蝶》写道：太阳西沉，晚霞醉红，我
看见一只蝴蝶在晚风里飞。它飞得很快很高，仿佛是被风追
赶着。蝴蝶有时落在一朵野花上，翅膀一张一合，就像掀翻
着书页，供那几只蜜蜂阅读。看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了春天
的美景，星星点点的小花绽放，五彩斑斓的蝴蝶翩翩起舞，
勤劳的小蜜蜂忙着采蜜。

还有一篇是写米虫的，看到作者把它养在小盒子里，隔三差
五的看看它、逗逗它，还很认真的观察它……我好奇的跑到
厨房去找米虫，想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真的像文中
所写的那么有趣。遗憾的是，我打开米桶，找了好久都没找
到一只米虫。

今年春天，我养了一些可爱的蚕宝宝。看着它们破壳而出，
从又黑又小的“小虫子”，慢慢长成白白胖胖的“大虫子”，
每天都在不停的吃桑叶儿，还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它们
很友好，从来不会争抢食物。它们还有一双双带着吸盘的脚，
爬得很高也不怕摔呢！它们还给自己织漂亮的房子，像白花



花的、金灿灿的带壳花生。最后蚕宝宝破茧而出，变成了
蛾……这是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的深意！

《昆虫印象》真的很有趣，我多希望置身清凉的林间，亲近
自然，化身自然守护者！

建筑空间论读后感篇二

把《赛博空间的奥德赛》放在《数字化崇拜》之后读，是一
个没想到的出奇好的呼应。《数字化崇拜》里的问题，在这
本书里流畅的延续下来，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个就是“可铸的时空观”。也就是说不同的技术媒介直
接规划了我们的时空观。比如未来（现代）主义通过速读来
统一行动，大城市的快节奏是统一个体行为的手段。

而到了数字化时代，“复制”又成为了一种新的时空观。世
界无法再找到一个确定的“真”，复制——多媒体——互译
成为了唯一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复制不仅毁掉了“真品”
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将所谓的意义在“多媒体互译“这
个交换方法中，也消解了。

互联网因此带来反意义的文化也说得通了！唉~这要是联系上
《数字化崇拜》里的“包——分割——碎片”，真是非常丰
富的视域。

更有趣的是，作者试图用神话学的原乡理念来分析这种趋势
的目的，对信息化这个概念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说白了，传统科学的信息概念，是对物质和能量的“理
解——规律“思维。也就是说信息是探寻世界本质的“工
具”。而信息化（比如遗传工程）的思维模式却是“信
息——规律”创造了世界！



信息被放大到了世界本源的位置。信息化不是对已有世界
的“发现”。而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手段！这个世界
在“宇宙即信息”的逻辑下，成为了更本源的，关于“原
乡”的奥德赛式的回归！

不管是永生，还是技术的自主。一个关于世界为何的野心，
在科技主义宗教式的预言里，展现了出来。

模态科学，也就是技术用语里的工程学成了创造世界的魔法，
我们看到了对一个“活”着的世界的期盼，重新从人类的童年
（神话时代）来到了后人类的“奇点”。

我突然想起了一本叫做《人类2.0》的书，神话（不是贬义）
的回归，恐怕将会是这种超人文主义理念的第一步吧。

建筑空间论读后感篇三

从“努力想知道我在哪里”，便知道普鲁斯特的作品显示为
一种追寻，不仅追寻失去的时间，而且也追寻失去的空间。
对于普鲁斯特而言，距离只能是悲剧性的，它就像一种可见
的展示，铭刻在广度上的展示，展示着一种非分离的伟大原
理，影响并且折磨着人们。

“感到心爱的人，在一个快乐的地点，自己却不在那里”，
这个主题以晚上亲吻的形式出现，孩子非常想要，却被母亲
拒绝的亲吻；打电话给外祖母，打电话给阿尔贝蒂娜；让桑
德烈潜心于往事的回忆。这里剩下的不是生活，而是远去的
生活所留下的空洞的位置。那种感觉就是真实的空间，它是
对地点互相排斥，然而每个地点又因自身而存在。每个人存
在于对所有其他人的一无所知中，犹如一个岛屿，任何船只
都无法穿越。

人的存在并不是他所经历的时日，表面的连续性构成的，它
是有一定数量的经历，在远距离中互相体验的经历，被遗忘



的大碎片，分隔的经历构成的。不过这些经历相互间却十分
相似，因此组成了重复出现的主题，在远距离上区分这种相
似就是在生活中找出精华的东西，就是达到生活的精华。

总之，玛德莱纳甜品的经力、于迪梅尼的经历、马丹维尔的
经历、七重奏和盖尔芒特公馆院子里不平卵石的经历，所有
这些在遥远间隔中感受的印象，即首先引导人们走向过去时
间的印象，最终会显示为面向将来的主题或者说“构建真正
生活的起点”。

建筑空间论读后感篇四

我与卞茵相识，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我曾多年在一所大学教
书。那时，我在讲台上神采飞扬地讲课，学生们则在讲台下
座位上凝神谛听，卞茵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在学校里还是个
年轻、活跃、聪慧的大学生，这期间我和卞茵是一种师生关
系，常有见面。

卞茵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她教过书，当过记者，做过《上
海服饰》的编辑。她最后的这份工作，按照她自己的话说，
她是“在适合我的岗位上走过了自我感觉精神状态最好的一
段日子”。

而我呢，从大学退休，返回家乡，与另一些老友相互往来。
这个时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与卞茵没有联系，彼此不知
情况，各自在广阔的蓝天底下生活。长长的这些日子，我们
天各一方，彼此相忘。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卞茵知道了我的通讯地址，她突然
给我寄来她的著作，一本十几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生命的四
个季节》。这书名取得多好，多吸引人！这多令人高兴啊！
我立即打开书读了。书写得好，我喜欢！这个时期，我与卞
茵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读者与一个作者的关系——一种美



好的关系。

不久，她特地远道迢遥地来到我的家乡看望我，使四十多年
未曾见面的我们因而见面了，真叫人难以言说的高兴！

与卞茵会面之后，我与她的关系，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
想了很久，最后我想到，我们现在的关系，可以说上升到友
谊关系。友谊，深深的友谊。一切的思想、情感、希望、亲
爱、追求、欢乐和悲伤等等，统统加在一起，这就是友谊。

我想，也许是由于友谊的缘故，我们之间竟有了共同的爱好，
爱写些那种被称为“散文”的小文章。

卞茵买了个数码相机，时常带着它外出。当她发现哪人或哪
事触动了她的思想感情的，她立即将其拍摄下来，并输进电
脑，然后对着这些照片回想，凝思，再加上想象和联想，于
是她埋头写成一篇篇散文了。这真是一种使人产生惊异的写
作情景，一种想象不到的写作方法。现在卞茵的这本《美在
无语的空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而且每篇文章都配上照
片，好让读者共同欣赏和思考。我的印象很是不错，文笔优
美，描写生动，形象鲜明，思想深刻，而且想象力和联想力
很是丰富。

此刻，为卞茵的散文集出版，我满怀真挚的友谊，谨向她遥
致祝福！

建筑空间论读后感篇五

杏林说：一粒不起眼的种子往往掩盖了一个花季的辉煌；丑
陋的毛毛虫可以变成五颜六色的蝴蝶。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
个奇迹。这个暑假，我读了金波写的《自然笔记昆虫印象》，
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本书里，你不仅会认识给作者带来温暖与和平的灶马；
我会遇到第一只用眼睛看早春的蝴蝶；你也会像亲人一样关
心油葫芦，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关于作者和油葫芦的。它
讲述了作者的朋友送给作者一个油葫芦，作者精心为这个油
葫芦做了一个贵重的家，并把它当成自己的亲人，听着它的
歌声睡着了。有一天，油葫芦离家出走了。作者想尽办法找
油葫芦，却眼看着油葫芦一天天衰弱下去。善良慈爱的作者
认为，油葫芦应该是属于大自然的，于是不情愿地把油葫芦
放回大自然。

书中生动有趣的昆虫故事不仅给我带来了认识许多昆虫、增
长知识的快乐，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就像在心里种了一棵灵
树。那是台风天。台风刚刚离开，天就放晴了。我来到公园
呼吸新鲜空气。我在樟树下聚精会神地看着《自然笔记昆虫
印象》，突然听到一只鸟的叫声，像是绝望的救助者的叫声。
我立刻顺着声音过去，啊！一只可爱的小鸟无助地在.的地上
扑腾着，我赶紧蹲在它旁边，它在等了一会儿试图避开陌生
的我，但没抓住它就滚了。这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一
只翅膀上有血。这是一只在台风中受伤的鸟！我小心翼翼的
捧在手里，回到家就放在鸟笼里养伤。我妈抓了我一把小米，
我小心翼翼的把水和小米放进废饮料罐做的水槽里。父亲看
到这一幕，夸我没有白找，要我照顾好小鸟的饮食和日常生
活。几天后，这只鸟的伤奇迹般地痊愈了。它好像在表达它
的感激之情，总是给我唱好听的歌。照顾它给我的生活带来
了很多乐趣。真的舍不得离开我！然而我想起了《自然笔记
昆虫印象》这本书里的油葫芦，于是我自己做了决定。我对
爸爸说，爸爸，请给我拍一张小鸟的照片。明天，让鸟儿飞
翔吧！好吧。爸爸答应了。第二天，我们来到广场，看着鸟
儿兴奋地冲出笼子，飞向蓝天。我们全家笑得很开心。

《自然笔记昆虫印象》这本书让我真的很享受读书。它不仅
让我进入了五彩缤纷的昆虫世界，也让我明白了珍惜生命、
尊重自由、热爱生命的道理。同学们，让我们都有一颗善良
温暖的心，珍惜生命，珍惜自由，一起拥抱生活！让生活的



美好永远伴随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