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飞向太空舱读后感 飞向太空港读后感
(大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一

“随着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半
个天空！”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这是《飞向太空港》中关于火箭升空的描写，读到这里我仿
佛可以看见每个西昌市民脸上激动的表情，听见指挥大厅中
一片片的掌声与欢呼。火箭成功升天预示着发展任务的圆满
完成，标志着中国的又一次成功，但是你可知所有科技人员，
广大家属以及工作人员付出了多少的艰辛？无数个日日夜夜
坚守岗位，牺牲小我，顾全大局，都是为中国的明天能升起
更耀眼的太阳。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语言表达，在那
个年代中美合作举步维艰。饮食文化的差异，我们尽量满足
他们；文娱活动的枯燥，我们开展多种活动；生活方式的国
际化，我们便按要求行动；语言文化的不同我们就尽力弥
补……如此，中国科技人员“紧勒裤腰带”，终于渐渐改变
美国科技人员对中国人乃至中国的看法。“由争吵变成了欢
笑，由‘no’变成了‘yes’。”

可是，每一次的红日东升前，必然要度过的便是无际的漫漫
黑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世界航天的咄咄逼人，和国内的重重矛盾，对当时才刚起步
的中国航天和中国航天员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但为了火箭，
也为了中国此后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们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打
入世界市场，终于让外国接受，理解，信任。终于，要度过
了那漫漫长而又要命的“长夜”了。

……

在为第三级火箭加注时，气氛无疑是紧张的。

“雨水、汗水早已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但所有人员只有一个
信念，加注！加注！”

“加注，终于顺利结束！”

即将发射，每个工作人员依然在确定着每个细微的地方是否
完美，有无错误。一切备好！穆山立即抓起话筒，发出了一
个气吞山河般的声音：“点火——起飞——”

火箭腾空而起，向空中飞去，越飞越快，越飞越远。“底部
熊熊燃烧的火焰横空蹚出一条血路——那是人类通天的轨
迹！”

那也是中国逐渐走向世界前列的轨迹！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对啊，初生的太阳光也是会普照
大地的，但午时的太阳一定会更加耀眼，更加明亮！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二

《飞向太空港》这本书讲述了中国解放以来成功创造运载火
箭，经过多次谈判、碰壁后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购买并帮助



发射了一颗美国休斯公司的卫星，成为了第一个帮助美国发
射卫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展现了“火箭之乡”的子孙们的
能力和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挤身世界强国的开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两国关系一直交恶，从蒋介石失
去大陆，到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再到越南谈判里的寸步
不让。但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将美国的卫星打上天，表现了美方对中方的信赖与支持，
使中国从一个东亚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也让中国
的航天航空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有效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
发展。

中国的航天技术比西方晚了九十年。不仅资金缺少，加上早
期文革时的扰动，在西昌这个几百年没见过电灯的老山沟，
建起了发射台。这里没有技术人员，因为技术人员还兼职扫
地工、施工工人等，有的只是千百年来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
和外国人轻蔑的眼神。而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泥石流更让火箭
的研制和发射难上加难。

但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人员晚睡早起，日夜加班，
诞生了世界领先的科技。

中国发射美国卫星，也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强国梦”是怎么
一步步实现的，从解放时战火遍地的中原大地，到能够发射
卫星、送火箭到太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正如书上所
说，得知中国要发射美国卫星时，多少华侨回国观看，以至
热泪盈眶，欢欣至极者不在少数。又有多少华侨，再也不用
忍受外国人充满嫌弃的指指点点，充满嘲讽的语气说话了。

时代在进步，我们也需要进步。所以我们一定
要goodgoodstudy，daydayup，才能成为祖国明天的希望！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三

《2001：太空漫游》是克拉克写的'书，是斯坦利·库布吕克
拍的电影，其实这个构想基本是两人共同完成的。你知道这
两个人的分量么？我简单说一下，关于阿瑟·克拉克，有句
话是这么说的：阿瑟·克拉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家。
关于斯坦利·库布里克，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电影神殿的
最高处，在上帝的下面，坐着斯坦利·库布里克。

如果你看过电影，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两个人合作的东
西，能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论有多少人重复地说过这部作品
的伟大以及不可超越，我们在每次读完之后依然会发自肺腑
地再说一遍，这是一部伟大的、不可超越的作品。在它面前，
所有的一切黯然失色，这里的一切，包括你以人类目前的智
力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包括杨树柳树，包括教皇总统，也包
括地球太阳，甚至是你所了解的整个宇宙。

这是1968年问世的作品，他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划了。他们有
了这个想法的时候，爱因斯坦刚刚死去不到十年，那离现代
科技的轴心时代很近。他们大概是习惯了那个年代的感觉，
所以，没有料到像是爱因斯坦这种人物一百年里只可能出一
个的，所以，他们按照当时的进度预测了一下，2001年，人
类将在太空漫游。

这正如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不仅仅是爱因斯坦，包括他们两
个人，也都是这样的，“一百年间，人不两见”。所以，人
类无法跟得上他们的脚步，就好比爱因斯坦在世时没几个人
能听得懂相对论一样，克拉克和库布里克死去多年，也没人
能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在太空漫游。我从书的后勒口摘了这么
几句话，简单表达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1968年，“阿波罗8号“航天员在全体看过《2001：太空漫游》
后，才出发前往月球。



1970年，“阿波罗13号”遭遇意外，向任务中心报告的第一
句话是：“休斯顿，我们出问题了。”几乎和本书所言一模
一样。

1971年，美国宇航局送给克拉克一个登月舱着陆地点模型，
并铭文写道：“阿波罗15号全体成员，感谢您对太空的想象
力。”

1977年，“旅行者号”探测器应用了本书中所预言的技术，
并于2013年9月13日代表全人类首次成功飞出太阳系。

1981年，“旅行者号”探测器传回第一批土卫八图片，其景
象与本书中所描述的竟然完全一致。

其中，最后一条的牛逼程度，你不看看书，你无法体会。我
已被此震撼至死！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四

作家李鸣生的航天七步曲之一——《飞向太空港》，讲述了
中国“长征三号”火箭首次在西昌发射场发射美国“亚洲一
号”卫星的故事，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继往开来的辉煌时刻。
这部书是一个作家从陆地到太空的文学远征。一个民族从地
球到天上沉重起飞，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由无数
人的心血、青春、汗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西昌卫星发射场上，百年不遇的泥石流爆发，房屋倒塌了，
桥梁冲垮了，铁路摧毁了，公路崩溃了，人员死伤无数。面
对大自然的挑战，全体将士并未退缩半步，它们不管千辛万
苦，不顾狂风暴雨，齐心协力，同大自然展开了你死我活的
生死搏斗。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西昌卫星基地全体将
士度过难关，恢复了工程。

发射场不是战场，却同样有着牺牲和死亡。科学家们白天黑



夜连续攻关，有的甚至重病不起，献出生命。每一次发射，
都有英雄的牺牲和流血；每一次发射，都有航天人毕生的心
血。航天人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依然锲而不舍，在很差的物
质条件下依然顽强斗争。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梦想
一步步走向实现。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尽管一些国家并不
看好，但是中国技术人员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一声不吭地
工作，把毕生的精力与心血都投入进去，最终令人刮目相看。

使我最难忘的是书中的这个细节。在运送一批极危险的用于
火箭的货物时，美国技术人员害怕危险，碰都不敢碰，全都
站在两百米开外的地方；而中国技术人员却靠得很近，并在
到达发射中心后，因机械无法搬运，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
手去搬下货物。这仅仅是鲁莽，仅仅是好玩吗？不，这是一
种勇敢，一种决心，他们的心已与火箭连在一起了。这就是
中国的技术人员，也许他们其中每一个人的力量都微不足道，
但加在一起就有创造奇迹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的航天技术人
员，他们总是在一片原始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着现代文明；他
们一方面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又不
得不在很差的物质条件下和偏僻荒凉的环境里生存。几十年
来他们一直在秘密的面纱下苦熬着一个个春夏秋冬，他们用
心血和智慧播种光芒四射的现代文明！

在人类通往太空的路上，总有数以万计的航天人，他们走过
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叫《太空人遇险记》，主人公是太空少年马丁、卡西
和乔治，故事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惊险又有趣的奇遇。

太空少年马丁从外层空间降落到地球来旅行。来到澳大利亚
悉尼后，他独自住在一座荒僻的小屋里，结果被卡西和乔治
发现了。起初，马丁一直说自己是外太空人，他们不相信他
是太空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长得和人类一模一样，可是



不久，他们就相信了。因为马丁的眼睛能发出强烈的光线，
走起路来弹跳不停，还轻的像一片枯叶，还能把身子缩小到
一个不到十八英寸的小烤箱里，睡觉时还会发出绿色的光。
在各种惊险又有趣的奇遇中，善良友好、智力超群的马丁和
卡西乔治成为了好朋友。有一次，不熟悉规则的马丁犯了法，
是损坏了纸币，被带到儿童法庭。在第二天早上，马丁缩小
后躲进了煤气表箱子里，别人都不知道，被乔治发现了，并
和卡西一起把他给弄出来。之后，他们建议马丁到电气列车
的座位底下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每人轮流到车站去看他，这
样他十分安全又快活。最后，马丁回到他的星球上的日子到
了，乔治把他带到小船上去，在路上，碰到了喂猫老太太，
一直坐在长椅上的老先生，和马丁谈话的研究人员和那给马
丁钱的小姐，原来他们都是太空的旅行家呀！突然，外空飞
船来，他们先后射到飞船里。这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就
简写给你们啦。

这本书的感想我还没说了呢，是里面马丁说的`话：多多保重
自己，不要只是忙于照顾别人，是你的朋友——马丁。这句
话让我知道，朋友的友谊是无限的。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六

他用这部小说告诉了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但真相一定更在
意料之外。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神秘的黑色石板，在史前时代启蒙了地
球人类的文明，300万年后，人类在地球上发现了同样的石板，
而石板在出土瞬间立即朝土星方向射出电子信号，美国派太
空船发现号远征土星，追查真相，然后在接近土星途中，太
空船的超级电脑哈尔发疯，害死了三名冬眠的太空人，并把
副驾驶普尔变成太空漂浮物，只有船长戴维鲍曼逃脱一劫，
幸存的浪漫，关闭了哈尔的人工智能，独自抵达木星，又发
现了一块更大的黑石板，当鲍曼驾驶活动舱时间这块石板是
不料意外的被吸入其中，并在这种神秘的宇宙力量的作用下，



成功的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星孩。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七

我估计作品也应该是先在杂志上连在之后在收录的合集。

第一部写得是未来之前，但终究不是未来，人们喜欢那种神
秘的美，但当事情发展到了后几部，有些乏味，即便写得很
严谨但这未来的样子终究不是我们所期盼的美好。

书籍本身很短读之过瘾，一天一本四天左右就能看完，情节
引人入胜但背后的深度，我觉得有些不足。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读了两遍。

一遍是拿到书后，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读完，由于太迫切了，
感觉有些地方读得太快，而且又是晚上，有点困，感觉读得
不够细致。

所以，读完一遍以后，又用较慢的速度，读了一遍。阿瑟的
描写，是应该用慢速体会的，一边读，一边在脑海中浮现出
画面，太空的瑰丽神秘，如在眼前。

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两处。

一处是哈儿在“临终”前发出的声音，一个机器人，有了自
我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对人类带来危险后，被毁灭如同宿命
（说来也不算是被彻底毁灭，因为另外的介绍说后来被修
复），那一大串看上去很零乱的话语，是哈儿被灌输的智慧，
如同一个孩子在早期学习历程中的记忆，然后，归于虚无。

另外一处，是鲍曼穿越星门，变成了星童。婴儿，意味着新



生，也是生命形式转换过程中的桥接，这个寓意自然好懂，
只是，感觉上仍然震撼。

刘慈欣曾经说，他在读过《2001太空漫游》后仰望星空，深
觉震撼，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当然，读《三体》时也是这样。
人，无知有无知的快乐，有知，有有知的痛苦和快乐，而我
仍然渴求后者，我知道生命如此短暂，但又总觉得，如此设
定恰是最好，如果生命没有尽头，时间可以任意挥霍，很多
事情反而不会再觉得美好。生活于尘世之中，每天面对琐屑
的烦恼，然而这也仍然是体会生命的过程，每个人都有独到
体验。人莫不有生，莫不有死，然而在生与死之间的这个历
程，如此多样。也许可以说，这是另一重震撼，只是因为，
人们大多习以为常，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人们即使偶尔仰望
星空，也还是专注于尘世。

在我有生之前，普通人也可以自由地到太空漫游吗？也许会
也许不会，但这并不是多么重要，因为在意像中，已经游过
了，即使没有身临其境，也已经明白那种感觉，明白到不管
是星空还是尘世，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好好活着、不断创
造，是最佳的选择。

飞向太空舱读后感篇九

之前看完宝树的《时间之墟》，对于现实世界的时间循环现
象做了一个可能的推断——循环时空下的生命体其实只是宇
宙高维文明为了研究宇宙文明演进而复制的意识，也就是说
人类本体已经消亡，但是其意识却被外星文明保存下来放进
培养皿中（相当于人类社会的电脑）继续培养。当时困惑我
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意识体究竟还能否称之为生命？因为对
于意识体而言，他们是真切活着的，只是躯壳与人类或者任
何一种已知的生物不一样而已。

最近看了阿瑟·拉克尔的《2001太空漫游》，里面关于宇宙
文明进化的概念设计非常有意思，虽然可能还局限于三位空



间内。在拉克尔架构的世界里，高级智慧生物为了寻求永生，
开始尝试各种实验，“尝试在空间本身结构里储存知识，将
思想永恒地储存在凝冻的光之点阵中”，从血肉躯体进化到
机械躯体再到最后的辐射能生物，最终摆脱物质束缚。这种
生命形态感觉非常近似于《时间之墟》中被复制的意识体，
区别可能仅仅在于是否被高维生命控制。

从生命形态这一层上进一步延伸，忽然有了一个感觉有点不
找边际的设想——关于人类魂灵。宇宙生命形态的原初究竟
是什么？会不会就是高维生命终极进化后所剥离出的那一层
不可捉摸的意识？人类之所以能拥有智慧是不是仅仅是因为
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装载混沌意识体的生命结构？
那么魂灵，实际上说的就是这层意识吧。人类的死亡以及其
他物种的衰亡，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躯壳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
不足以抵挡意识能量的侵蚀，最终出现的机器损坏。

《2001太空漫游》里面提到了那个高维生命的存在地，那里
的天空犹如南极的“乳白天空”一样，让人完全无法辨别远
近与方向，这也许就是《时间之墟》里所说的那片意识之海
吧？混沌的意识体一个又一个的从这里出发，附着在被激活
的生命结构里，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变进化，最终再次摆脱
躯壳回归原初的形态，只不过到最后，混沌消散，智识降临！

那么，下一站呢？觉醒的魂灵将在哪一个躯壳中迎来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