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大
全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飞向太空港》这本书，体会到了中国航天发展
之不易，感触颇多。

从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到神十二发射，与天宫一号成功对
接，中国迈向了太空深处，实现突破；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
卫星覆盖全球，中国航天人员再一次向不可能说“不”，让
中国卫星服务千家万户。

可是，中国航天实现九天揽月梦想的背后，是种种不易。

最初，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想把自己研制的长征三
号火箭打入市场，引起全球短暂的“中国火箭热”。但这股
热潮的背后，是美国与法国的商业竞争，这两个航天大国在
背后争抢商机。中国原有计划被打乱，陷入两难。

终于，在中国航天人四处游说下，美国同意签订，将“亚
星”卖给中国发射。不过，美国的要求同样刁钻，要求西昌
发射中心建设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级别要达到十万级！
国内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资料，时间紧迫，风险很大，种
种压力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航天人的肩头。怎么办？自己
设计！在外界的质疑声中，卫星测试厂房开始建设。50天设
计，快速建造，其洁净程度大大优于十万级标准，温度控制
精确程度远远超过了协议规定！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让国



外航天专家无不为之惊叹！

“亚星”成功入驻厂房后，美国专家不断向中方提出新一轮
的要求：24小时厂房不得断电；电话时时刻刻保持畅通；骑
车旅行西昌；爬山强身健体……面对美方的种种“考验”，
中国航天员合理应对：脱下军装，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说
话简洁，不拖泥带水……至此，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对中国航天人更加敬佩！

从“亚星”入住到发射成功，航天人无时无刻不在克服着困
难：与自然斗争，与天气斗争，与突发情况斗争……他们以
超强的能力、过硬的本领、冷静的头脑战胜天灾、战胜外界
质疑，书写航天史实。

时代在发展，中国航天事业也在发展，中国科技走向太空深
处。相信，在未来，中国航天会成为中国的太空利剑！

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篇二

《太空清洁工》描写出了科学家研制出一种能在外太空清理
垃圾的卫星。

这篇文章，真实地告诉我们太空清洁工的功用是多么的大，
而且它有4台摄像机，搜索上下.左右前后的情况，一看到垃
圾，它就立刻靠近过去，然后紧紧抓住那个捣蛋鬼。接着迫
使太空垃圾和自己一起减慢飞行速度，在重力的作用下降低
高度。一旦进入稠密的大气层，剧烈的空气摩擦而产生高温
就会将它们一同烧毁。从地面上看，就像太空坠落的流星一
样。假如垃圾太大，来不及在大气中完全烧毁，“清洁工”
还能控制坠落时间，让它的残骸掉到沙漠或海洋中，即不再
威胁空中的航天器，也不会给地上的人们带来麻烦。

不过清除一件太空垃圾就“牺牲”一个“清洁工”还是不合
算。科学家们下一步的目标是研制出更高级的“清洁工”读



着读着故事也就要到此结束了，不过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太空清洁工”它正在抓太空垃圾呢！

读到文章的结尾，我的脑海里丝絮万千，文思如泉。没想到
人类“科技”已经发展到了外太空。我们现在一定要努力学
习，不要象书中描写的那样，“少小不努力，老大图伤悲”。
我们要学好本领，掌握科技。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做有
用的人。

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篇三

?飞向太空港》主要讲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长征三
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外国卫星——美国“亚洲一号”的
故事，记录了发射卫星的全部过程，也是记录了中国航天事
业的一大辉煌成就，让我们中国人为之自豪。

一个民族从地球到遨游太空，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肯
定会有无数困难和艰辛，是无数人用青春与汗水，坚持不懈
的奋斗甚至用生命换来的。面对一次西昌发射场上百年一遇
的泥石流爆发，房倒了桥梁冲垮了，铁路摧毁了，公路崩溃
了，人们死伤无数，但中国的技术人员面对大自然的灾难丝
毫没有退缩。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不顾狂风暴雨，他们齐心
协力战胜大自然。正是这种顽强不屈，英勇无畏的精神，让
他们度过难关，恢复了工程。

发射场虽然不是战场，但同样有着牺性和死亡，技人员和科
学家们不管白天黑夜，废寝忘食攻克难关。几十年来，中国
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中国沿着自力更生，自主创
新的道路不断发展。几代航天人锐意创新，攻坚克难，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

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篇四

我在房间里走动，把一只虫子的翅膀掐掉，虫子并没有死，



而是十分清醒，它用它并不完全，却异常灵敏的器官感知着
我的存在，我对它是神的存在，这个房间太大，它以为房间
是无限的，是整个世界和空间。房间之外的鞭炮放着，它以
为世界将被毁灭。

我把虫子放在掌心，它误认为着陆到一颗陌生的星球，整个
陆地粗糙但柔软，潮湿的泥潭坐落在沟壑间。这与它所熟悉
活动的范围，口香糖纸格格不入，它认为它旅行了好久好久。

我把它塞进塑料瓶里，带出了房间，它重获自由，它认为自
己没了翅膀居然能移动如此之远，如此之久，这股神的'力量
真不一般，它仿若体会到了宇宙的真谛。

房间外是一片炙热的柏油路，它觉得自己仿若待在高温的灰
色硬石沙漠中，一阵奇异的风吹过，庞大的黑色物体从它眼
前略过，它还没来得及反应，一种巨大的，诡异的力量感从
它身上碾过，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个物体的存在，虫子便成
了一滩肉泥。

第二天，它蒸发了。它的意识消失了，但自身的元素化为自
然的一部分，看清了一个叫地球的东西。

口香糖纸被我揉碎了，我坐在椅子上，书桌上放着一本太空
漫游。

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篇五

太空也有“清洁工”啦！这令我很高兴，这些“太空垃圾”
也逃不脱了。今天，我阅读了《太空“清洁工”》这篇文章。
文章通过对太空垃圾的危害性，以及太空“清洁工”作用的
描写，赞扬了科学家们的聪明才智。

太空垃圾是已经完成了任务、到了寿命极限的报废卫星或发
射失败，没能进入预定轨道的航天器。它们威胁着其它航天



器的安全。所以，科学家要研制专门用来清除太空垃圾的人
造卫星，也就是太空“清洁工”。“清洁工”一旦看到太空
垃圾，就立刻靠过去产，然后紧紧抓住它，使它们一同在大
气层烧毁。但是，现在我们还只能做到让“清洁工”与太空
垃圾同归于尽，科学家的`下一个目标是让“清洁工”多次灭
掉太空垃圾。

想要制造这样的高科技，离不开学习，我们要加倍努力，使
人类的科技更发达。

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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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朝晖的神舟五号游太空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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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