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 海底两万
里读书分享(汇总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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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篇一

我暑假时看了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书，它是法国人凡尔
纳的作品，讲了1866年许多船只遭到不明海底怪物的袭击，
有一天，经过改装的“林肯号”决定追捕那个怪物，还邀请
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仆人康塞尔和鱼叉王尼德·兰，
但是“林肯号”反而被那个“海怪”追捕，最终被击沉，阿
龙纳斯一行人落水，被“怪物”所救，之后才知道，原来它
不是鲸，是一艘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艇。

看完这本书后，我觉得这本书既有丰富的地理知识，还有很
多的生物知识，它既是一本科幻小说，也是一本很好看的百
科全书，它让我看的津津有味，同学们，你们可以看一下这
本既好看又精彩的书。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篇二

浩瀚的海底世界如同一个巨大的魔盒，充满了许许多多未知
的神秘。它简直就如“地球上的太空”!深海的世界丰富多彩，
那里生活着无数令人惊奇的神秘生物。激发了作为青少年的
我们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

《海底两万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自然科学家阿龙纳斯
和仆人康塞尔、渔叉手尼德兰在追捕海洋怪物时，意外登上



了潜水艇“鹦鹉螺号”，自此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底旅
行。“鹦鹉螺号”的主人尼摩船长是个性格独异、博学高雅
的人。在短短不到10个月中，他们畅游了太平洋、印度洋、
大西洋、红海、地中海、南极海、北冰洋，航程约两万里，
大约为今天绕地球两圈的8万公里。在周游的过程中，他们亲
眼见证奇妙、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底景象，发现了海底煤矿和
沉船宝藏，与鲨鱼、章鱼展开较量，击退土著人的围攻等等。
最终，凭着坚韧的意志与过人的智慧，阿龙纳斯教授与同伴
返回了陆地。一系列的经历，在给我们带来崇高的审美享受
的同时，也带给我们科学性的知识。

这部小说将文学性与科学性进行有机融合。这部作品中融入
了大量的海洋知识，覆盖多个领域，仿佛领我们进入一个奇
特的科学世界。数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都有涉及。尤
其是海洋生物学，作者的描述更为详细，如数家珍，让我们
欣赏到不一样的海底奇幻世界。如今，我国研制的“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最大深潜度达到7062米，在深海中，与独特
的海底风光奇遇。“蛟龙号”的成功深潜标志着我国科学技
术的发展的蓬勃趋势，它为我国的海洋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具有深远意义。我们要热爱科学，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
刃剑，使它得到合理的应用，造福人类。

新的学年，新的旅途，继续保持我们对未知的好奇心。我们
一起出发，一起探索新的科学世界。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篇三

最近,我读了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世界名著,这本书之所
以叫海底两万里,是因为书里主要讲了阿龙纳撕教授在鹦鹉锣
号上行使两万里的故事.

这本书是孺勒凡尔纳写的,他的这本长篇科幻小说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在他的时代,我们没有发明潜
水艇,甚至连电光等都没有,尔作者已经在书里想象出了这些



事物,这是多门不可思意啊!小说发表后来的几年,人类制造出
了潜水艇,随后就进行了真正的海底旅行.

故事有很多吸引人的故事,其中一个讲了"我"和船长去一个小
岛打猎的故事.开始"我"以为是普通的森林,没想到是一个海
底森林,让"我"十分惊讶.然后我们就谈论水小的事情,"我"觉
得身上都连着输送氧气的橡皮管是走不远的,此外,所带的空
气也是有限的.而船长告诉我,他发明了一重新的装置,可以储
存50个大气压的压缩空气,足够可以使用10个小时.还有一个
铜制的潜水帽子也是很重要的.于是,他们开始的打猎的行动,
一次,一只凶猛的海蜘蛛向我们扑过来,后来船长和水手们都
奋不顾身地把海蜘蛛击倒了.

这本书的作者把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船长身为一个领
导人,不仅机智和聪明,而且遇到事情能沉着冷静,真不愧是一
个好船长.还有尼得勇敢而果断,充满好奇心的教授也是值得
赞赏的.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篇四

读完《海底两万里》这本精彩而又刺激的经典名著，我的脑
海里开始浮现出一艘被认为是独角鲸的高级潜艇、高大威猛
的抹香鲸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底世界。

小说从海面上发现一只被认为是独角鲸的大怪物撞沉几艘轮
船开始，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应邀参加追捕，从而发现这
怪物并非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艇。这艘“鹦
鹉螺”号潜艇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
利用海浪发电，供给船上热、光、动力，是一个令人惊叹的
现代工业杰作。尼摩船长是一个自称“跟整个人类断绝了关
系”的神秘人物，却有着出类拔萃的才华与惊人的胆识。于
是阿龙纳斯在尼摩船长邀请下开始他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底之
旅。



阿龙纳斯及其同伴乘“鹦鹉螺”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
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北两极海岸，遇见了许多罕见
海底动植物，饱览了海底变幻无穷的奇景异观，最终到达挪
威海岸。整个航程高潮迭起：海底森林打猎，“鹦鹉螺”号
搁浅，进入珊瑚墓地，经过阿拉伯海底地道，地中海四十八
小时……在将近10个月的漫长旅程中，经历了土人围攻、冰
山封路，鲨鱼、章鱼袭击等许多危险。小说通过巧妙的构思
和诡谲多变的情节，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底
世界，情节古怪离奇，对各种海底事物的说明入木三分、惟
妙惟肖、让我仿佛身临其境、如痴如醉。

《海底两万里》让我增长了知识，了解了神秘而又新奇的海
底世界，拓宽了知识视野，我很喜欢这本书。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篇五

又急急忙忙的刷牙、洗脸、吃早饭。用漆或是炭黑涂写的.小
广告轻易是去不掉的，管理人员在小广告涂抹漆或是炭黑，
已覆盖他们，这也叫以毒攻毒吧，过几天他们又在被涂过的
地方出现了，真是大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气势，这样你来
我往几回和，路面就像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一般，像不用化妆
的三花脸!

故事的起因是世界各地的海洋中出现了一个怪物，比鲸鱼还
要大，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独角鲸”。于是，美国的“林肯
号”逐洋舰特地去追捕这个“独角鲸”。并邀请海洋学界知
名人土阿龙纳斯先生一起参加。同行的还有阿龙纳斯的仆人
康纳尔和加拿大人捕鲸能手尼德兰。

在追捕过程中，阿龙纳斯、康纳尔、尼德兰不幸落入水中，被
“独角鲸”救起，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海洋中出现的怪
物“独角鲸”是一艘构造精密的潜水艇。“鹦鹉螺号”(潜水
艇的名子)的船长尼摩邀请他们一起再做一次海底旅行。他们



冲破了重重困难，多次化险为夷，但是，最终还是落入漩涡
里，生死为卜，下落不明。而阿龙纳斯、康纳尔、尼德兰乘
坐准备逃走的小艇而幸免落难，将所知道的海底世界公布于
世。

书中人物的刻画是成功的。阿龙纳斯，是一位对知识勇于探
索，永不满足的人;当尼德劝他逃走，他犹豫不决，他不想放
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把在海底千奇百怪的发现仔细观
察，并做了笔记。康纳尔，一位对主人忠实的小伙子，对动
物分类了若之掌。任何动物只要知道名字。就能分出它属什
么类，哪一科……十分详细。尼德兰，他是一位脾气爆躁的
人，但他也很善良。他曾救过尼摩船长的命，非常勇敢。尼
摩船长，这是一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脾气反常不定，
难以捉摸，时好时坏，不知对陆地有什么仇恨，这完全是个
迷。就连他本人也是个迷。

书中想象合理、大胆。许多书中的事物现在我们早已实现。
如潜水艇、电、潜水衣、探照灯等。许多设想非常成功。

我读完这本书后，对里面的故事情节，人物及海底世界，都
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是吹的，这本书的确不错，有时间希望
大家也读一读这本书。它那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定会深深的吸
引你的。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篇六

作者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是19世纪精神。

文中彼埃尔·阿龙纳斯是个生物学家，博古通今，乘潜艇在
水下航行，让他饱览了海洋里的各种动植物，他还把在海洋
中见到的种种奇观，娓娓道来，令读者大开眼界。

康塞尔是阿龙纳斯教授的仆人，他从不大惊小怪。总是那么



为人随和。遇到什么事总是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地将它们分
类。

尼德·兰是个比较原始的人，他的脾气暴躁，总是计划逃脱，
文章最后讲：如果没有他，他们最后不可能回到陆地上!

而主人公尼莫船长是一个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人物。他虽
如大海一般热情、冷酷、和善、温和、暴躁，但他却能根据
自己的设计建造了潜水艇。在海底探寻自由，又对自己孤独
的生活深深感到悲痛。

在这海底两万里的探险中，不是顺风顺水的，但是他们的不
畏艰险，不怕任何困难的精神，我们值得学习!同时我也相信，
对待自己的理想，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简书篇七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是19世纪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
创作的。它，带着我们参观了一个海底世界，带我们体验了
一次动人心魄的海底远游。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海
底两万里读后感读书笔记，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学习!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读书笔记1

前些天老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书，其中有我早就想读的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是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
纳的作品，我原来在书店只看了两页就被迷住了，这次终于
美美地抱到怀里，一鼓作气读完了。这本书给了我极大的震
憾，它让我领略到那蔚蓝而深不可测的大海的魅力，还让我
认识了一群可爱又义气的船员，和一位值得尊敬的仆人，他
对主人龙纳斯教授是那样的忠诚，所作所为令我深深的感动。
作者用他那细致入微的笔，把我们带入神秘的海底，让我们



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一次美妙的冒险。

阿龙纳斯教授被美国海军部部长邀请去寻找令人不安的“独
角鲸”，教授在广大的人群中认识了捕鲸手尼德兰，并共同
踏上了寻找“独角鲸”的旅程。在一次被“独角鲸”撞击后，
阿龙纳斯教授落水了，他的仆人康赛尔也跟着跳下了水，两
人不知不觉落到了“独角鲸”身上，并被早已在上面的尼德
兰救了。谜底终于解开，原来令人害怕的“独角鲸”居然是
一艘潜艇。后来艇里的人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入艇里，他
们的海底三人行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船长喜欢龙纳斯教授的书，所以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并和他们一起游历各海域。船长渐渐相信了教授，还告诉他
这艘潜艇是靠核发电的(也就是现在的核潜艇)。在这次不简
单的旅行中，他们在海底森林打猎，并在打猎过程中看到了
许多美丽的生物，由于阳光的折射，他们又看到了美丽的海
鹅，后来又遇到凶猛的鲨鱼，多亏船长出手制服了鲨鱼，他
们才得以脱险。

我在想，如果我是龙纳斯教授，或者他的仆人，身外茫茫大
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会像他们那样镇定吗?我想
我可能做不到。但是，读了这篇小说，我知道，只有智慧和
勇敢才能改变逆境，懦弱和退缩对我们身处的逆境，只有一
个作用，那就是雪上加霜。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读书笔记2

故事主人公阿龙纳斯教授是法国生物学家，因参加追捕一只
被命名为独角鲸的大怪物而登上林肯号高速战舰，久而未能
果，直到不慎落水，才发现那怪物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独角鲸，
而是一艘名叫诺第留斯号的潜水艇，惊奇之余，又充满了诧
异，并跟随着这艘潜艇的主人尼摩船长进行了长达两万里的
海底探险，在探险的途中见到了许多奇闻异景，增长了见闻，
丰富了经验。文中栩栩如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高超写作能



力，竟能将一度乏味的科幻小说叙述得如此生动，情节惊险
刺激，妙趣横生，让人欲罢不能。

奇妙的海底世界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原本漆黑深不见底
的海底世界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一个祥和美好，安静奇妙的
海底公园。各种动植物相互依存，各色珊瑚、海底植物五彩
斑斓，海底动物欢快地生活在一起，古怪而又神奇。向往着
那里，却又可望不可即，我长大后，定要去探寻那里，探寻
那里的奥秘。

读《海底两万里》，最惊叹的还是作者的幻想，凡尔纳是19
世纪时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在他的那个年代，潜水艇这个名
词，可以说还是从未出现，小说大约发表25年后，人类才造
出真正意义上的潜水艇。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
过：“知识起源于想象，没有想象力的人不能获得真正的知
识。”

儒勒凡尔纳，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个预言家，人类现在
的发明只不过是在实现他的预言，有了他的预言，才有了今
天那发达的科技。如果没有那大胆的猜测，人类如今的脚步
不知在在那一块领域上留下一串串毫无头绪的脚印。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读书笔记3

打开《海底两万里》这一本书，我仿佛跟随着船长尼摩和阿
龙纳斯教授踏上了那不平凡的海底旅程。一路上，我看到了
海底世界的千奇百怪，也感受了每个人的细腻独特。其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那“难以形容”的角色——仆人康赛
尔了。

康塞尔只是一个普通的仆人，他认真地干着一个普通仆人所
应该做的工作：为教授打点行李，整理文献，喂养动物，当
听差、跑腿等。



虽说是仆人，但是，他和阿龙纳斯教授，却完全不似主仆。
他不卑不亢，不因为对方是著名的生物学教授而卑躬屈膝，
也不会逾越自己的本分。这既体现了教授对他的尊重，也体
现了他自己的自尊。康塞尔虽说是个仆人，但他却和一般的
仆人大不相同。他好学，认真，一丝不苟，正如他所爱好的
分类学。他理性，严谨，做事考虑周全，而且是教授的好助
手。教授和他可谓亦师亦友。

康塞尔对教授可谓是忠心耿耿，他多次解救教授于危难之中，
甚至甘愿牺牲自己以保全教授的生命。在追逐“独脚鲸”时，
教授在冲撞时不慎落水，他看到后，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试
图解救教授，并在水中背着教授前进直到遇到了尼德。
在“鹦鹉螺号”被冰山困在水下时，他和尼德·兰把所剩的
最后一点氧气给了教授。在教授答应尼摩船长去冒险时，教
授问他是否愿意一同前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教授去哪儿，
康塞尔就去哪儿”。

自尊、严谨、认真、忠心耿耿，成就了平凡康塞尔的不平凡。

恐怕，这是凡尔纳为了给我们启示吧。一个人的身份可能是
平凡的，但是他的内心可能是不平凡的，正如康塞尔。亦如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他也只是一个农民，只受过小
学的教育，但他同时又是“弄潮儿”，他村子中为数不多
的“万元户”，是少数懂得关心他人的人。再比如现在的新
闻经常报道的“扫地侠”。他们干的是平凡的工作，但在工
作之外却是不平凡的。他们有的人练有一手的好书法，邻里
称道;有的是捐赠了上万元的慈善大家，却深藏不露。他们是
平凡的，但也是和康塞尔一样不平凡的。

“不平凡”正是藏在“平凡”中。康塞尔、孙少平、‘扫地
侠’如是，我们亦如是。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读书笔记4



“呼——”，合上了最后一页，我陶醉地坐在沙发上，脑子
里回想着书中的一幕幕。要问什么书让我如此痴迷，那就是
儒勒·凡尔纳的著作《海底两万里》。本书的作者儒勒·凡
尔纳是一位出色的科幻作家，他的著作《地心游记》、《八
十天环游世界》、《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等都是脍炙人口
的小说。

有趣的是，他生活的19世纪并没有潜水艇，对地心也没有研
究，可他却饱读科普书籍，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想象力，生动
形象的勾勒出了一些在当时不可能的场景。因此，他享
有“科幻小说之父”的美名。

本书的主角是尼摩船长，文章以一个海洋方面的教授阿龙纳
为视角，讲述了他们畅游海底的故事。在19世纪，海面上一
直出现一直神秘的巨大生物。阿龙纳教授收到海军的邀请共
同抓捕这只生物。追捕过程中，由于神秘生物的攻击，阿龙
纳和他的仆人不幸摔到了怪物的脊背上。后来在得知，这竟
是一艘名叫“鹦鹉螺号”，构造精妙的潜水艇，可是，船长
似乎不是那么友好，他们成为了“阶下囚”，被囚禁在这艘
潜水艇中。

经过进一步的沟通，教授和船长发现了对方和自己身上的共
同点，便邀请他们进行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途经
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然后进入大西洋，看到许
多稀罕的海生动植物和水中奇异景象，还进行了“海底森
林”的打猎，参观了捕捉珍珠的过程，也参观了失落的帝
国——“亚特兰蒂斯”等等，但由于挪威海岸的旋风，他们
逃离了“鹦鹉螺号”，并把海底的秘密公之于众。

这本书中我最欣赏的是尼莫船长，他是一个印度王子，因为
国家被英国占领了，所以逃亡海外，制造了鹦鹉螺号准备报
仇，在倒数第二章中他与英国军舰船长的对话让我感到对他
的敬意，他的爱国情怀与对于穷人的无私、战争的仇恨让我
感动不已。书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增加我们的道德修养，



让我们变成高尚的人，开发我们的智慧，启迪人们的思维，
活泼人们的大脑，让大家在惊险与刺激中得到艺术的享受。
而这本书，是一本让人回味无穷、受益匪浅的好书。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读书笔记5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赛的经典代表
作之一。是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的第二部。

文章讲述的是：在一八六六年，当时在海上发现了一个被认
为是独角鲸的大怪物，它已把几艘船给撞沉。法国一个生物
学家叫阿隆纳克斯与另外几个同伴一起出海追捕这只大怪物。
其实这怪物并非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
潜水船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
坚固，利用海洋发电。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
在追捕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惊险刺激的故事。书的主人公船长
阿隆纳克斯为了救出险被独角鲸吃掉的同伴，不顾个人安危
与独角鲸搏斗，最后被独角鲸吃掉。

这本书不但让读者在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惊险刺激感，而且
也让读者在阅读后为书中人物而感动。

在船员们处在危急当中的时候，阿隆纳克斯船长说：“我是
船长，我有责任要保护好你们”船长这种舍己为人的崇高精
神，很伟大、甚至让人为之震撼。而孔赛依的船员在一次和
大鲨鱼搏斗的时候，情况十分危急，船快要被撞沉了，孔赛
依拿起匕首不顾一切地跳下海里，用匕首深深地扎进大鲨鱼
的肚子，鲜血把海水都染成了红色的了。大鲨鱼被打败了，
船上的人们安全了，孔赛依被救回到船上时，同伴们问他怎
么这么傻跳下海里和大鲨鱼搏斗，他说：“我是船上的一分
子，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才能保住我们的船，我怎么能够
怕危险而不顾同伴们的生死呢?”这个情节、孔塞伊的一句话，
很自然的体现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团结就是力量。



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上面所提到的精神，其实我们也是无
时无刻都可以见到。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们身边最好的例子
就是自己的母亲。是啊，天下的母亲也是一样的，她们为了
自己的孩子，是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哪怕是最危险的事
情，她们想的都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所以说，这天下间
最可贵的就是无私的母爱。而后者团结就是力量的例子，每
个人团结起来，那么任何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的。譬如说、在
学习上，我们一定要和同学们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克服学
习上的怕苦怕累的坏习惯。

虽然文章的结尾让我有些恍惚，但是这确实是一部好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文章中的人没有明显的好坏之分，包括尼摩船长。
他的消失是凄美的。是一个带有浪漫、神秘色彩，非常吸引
人的人物。

这本书，对我最大的益处就是教会了我“勇敢”和“团结”，
同时也使我的人生迈进了一大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