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邓稼先读后感 高一暑假读后感邓稼
先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邓稼先读后感篇一

我们的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邓稼先》这一课。原来
我只知道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元勋，老师讲了这一课之后，
我对他了解的更多了，而且我受到了深刻地教育。

邓稼先和郑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
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
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巨著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
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
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
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
论等许多讲义，即便在担任院长重任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
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为了祖国的强盛，邓稼先
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

邓稼先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重要技术领导人为我国成
功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新型核武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华
人民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史，但是邓稼先改变了这种局
面。邓稼先是安徽省怀宁县人。在物理学上获得了博士学位
后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邓稼先从1958年开始隐姓埋名为
我国的科技发展做贡献，他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
和研究的第一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才是中华人民值得



兴奋的时刻。

邓稼先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从不骄傲，从不公布自己的
伟大事迹，直至他死后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才给他
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可以说他与世界上一切和他
从事一样工作的人都不一样，到他临死前还和于敏联合署名
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邓稼先是祖国的自豪，他才是真正的有“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精神。

邓稼先读后感篇二

第十一课邓稼先（七年级人教版）

11邓稼先

教学目标

1．了解邓稼先，感受科学巨人的献身精神和“纯正”人格，
获得人生启迪。

2．理解并概括文章内容，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领会作者
的思想感情。

3．体会文章饱含感情的语言特色。

(阅读是读者与作者、文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在阅读教学中，
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如：学生与作者、文本，学生与教师，
学生与学生等，但对话的中心是每一个学生个人，文本的意
义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发现、自行建构起来的，教师只
是阅读的组织者、促进者，要为学生阅读提供环境和条件，
不宜把自己建构的文本的意义强加给每一个学生，要尊重每



一个学生独特的阅读感受和体验。)教学重难点

找出文章中直接赞美邓稼先的语句，探究在记叙基础上议论、
抒情的特点。教学准备

1．让学生自读课文，查字典，解决字词难点；把自己在阅读
时的疑问记下来；围绕课文，查找作者杨振宁和“两弹元
勋”邓稼先的有关资料。

2．教师准备中国第一枚原子弹、氢弹实验的照片或影像资料。
设计思路

本教学设计遵循“学生是阅读的主体”这一原则，学生先自
读课文，初步感知文章的思想内容，说出自己的阅读体验，
提出自己的阅读见解；再在小组里选读、交流、质疑，进一
步理解文章的内容，感受科学巨人的献身精神和“纯正”人
格，获得人生启迪；最后，朗读文章，品味语言。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一、导入

教师展示预先准备的中国第一枚原子弹、氢弹实验的照片和
相关的新闻报道。

(有条件的可以播放相关的影像资料。)

师：谁来说说原子弹、氢弹实验成功的重大意义。(学生回答
后，教师归纳。)

师：今天，我们来学习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回忆散文
《邓稼先》，感受这位科学巨人无私的献身精神和“纯正”
的人格魅力。

(邓稼先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做出巨大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却鲜



为人知，因此，精心设计这个图文并茂的导语，意在拉近学
生与“两弹元勋”的距离，为学生阅读文章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整体感知’

1．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速读课文，概括每个小标题下的具
体内容。

教师指导：概括文段的内容可以用下列形式；(1)用文段的中
心句；(2)抓住文段中的关键词语，用自己的话连缀成句
子；(3)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完全用自己的话概括。

(此教学环节通过概括每个小标题下的.具体内容，意在引导
学生把握各部分的内容，培养概括能力。教师在解答过程中，
要指导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用恰当的形式来概括文段
的内容，不宜参照“标准”答案要求学生，要让每个学生都
有活动的兴趣和成功的喜悦。)

2．分组讨论：全文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六部分跟文
章中心内容的关系并不紧密，能否去掉?

(讨论安排：每个学生先在组里发表自己的看法，再通过讨论
整合小组中每个人的意见，形成小组意见，当然也可保留个
人意见，然后每组代表发言，小组之间就不同的看法，展开
辩论，最后形成班级意见。)

明确要点：(1)第一部分是全文的背景，把邓稼先放在中国近
百年的历史中来写，既让读者更清楚了解邓稼先对中华民族从
“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所做的巨大贡献；也是作
者“大手笔”的体现。

(2)第六部分是全文的.总结，更是邓稼先光辉一生的写照，
也是作者与邓稼先友谊的写照。

(此教学环节意在帮助学生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培养学生



自主探究、团结合作的意识，为学生终身学习服务。)

三、课堂小结

邓稼先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家?请同学们结合课文，用自己的话
概括。

学生讨论交流后，教师归纳：邓稼先是一位才华出众、意志
坚强、信念坚定、敬业爱国、人格“纯正”的科学家。

四、布置作业

结合课文后“研讨与练习”进一步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研读探究

1．从文中找出直接赞美邓稼先的语段，反复朗读，说说表达
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学生讨论交流后，教师归纳：第一部分最后一自然段，第二
部分最后两自然段，第三部分第九、十自然段，第四部分最
后一自然段，第五部分第五自然段，第六部分，这些部分都
表达了作者对邓稼先的崇敬之情。

(通过找抒情的语段来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一方法最简单、
最直接，学生最易掌握，此教学环节不但引导学生领会作者
对邓稼先的崇敬之情，而且教会学生把握作者思想感情的最
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2．精读课文第三部分，探究在记叙基础上议论、抒情的好处。

读：有感情地朗读第三部分。



辨：哪些语段是记叙，哪些语段是议论、抒情?

析：记叙语段和议论、抒情语段内容上有什么联系?

究：在记叙基础上议论、抒情有什么好处?

悟：对我们的.写作有何借鉴意义?

学生讨论交流后，教师归纳：在记叙基础上抒情、议论，情
感更真挚感人，观点更让人信服；如果没有记叙作基础，那
么抒情、议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此教学环节设计意图：教给学生有关表达方式的知识、培养
分析问题的能力；教给学生分析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体验
分析问题的过程。)

二、巩固拓展

1．讨论：邓稼先的哪些精神和品质值得你学习?

2．课外练笔：叙述你所知道的邓稼先的故事，发表你的看法，
表达你的感情。

邓稼先读后感篇三

邓稼先作文（一）

他，一个忠厚朴实的人，却毅然决然地参与了我国核研究工
作；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戈壁的风沙吹散了他的姓与名；
他，一个满腔热血的人，为祖国隐姓埋名几十年。他就
是“两弹”元勋dd邓稼先。

当岁月的车辙碾过那片戈壁滩时，他的脸上也留下了车辙，
当戈壁风沙在天空中狂舞时，那个不知道是谁的灰色身影与



风沙融合在一起。他是当最忠心的儿子，他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

我是在寒假时晚上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时，才初步了解了
邓稼先。邓爷爷那对工作负责、一丝不苟，对祖国尽心尽力
的表现打动了我。他不论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极其负
责任，他那对工作的态度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让我学习到
了，只有在学习上认真刻苦，才能取得好成绩。

就举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吧：

那是我国原子弹即将发射的时候，各部门都在进行最后的检
查，忽然发现一个部体的许多电缆中夹着一个小螺丝钉，这
螺丝钉虽小，完全可以导致整个原子弹瘫痪。在这迫在眉睫
的时刻，邓稼先主动请军去找那“致命”的东西。经过几个
小时的细心检查，终于解除了危机，我国第一枚原子弹成功
发射。

当大漠的苍茫点缀了蘑菇云的硝烟，当五星红旗升起在联合
国的上空。是他，长空铸剑，吼出雄师的愤怒；是他，以身
许国，写下山河的颂歌。

病前坚持一线工作，半夜冒雨抢救工程，成功时脸上的喜
悦……邓爷爷的高贵品质不胜枚举。

我想只有用莲来比喻他才是最恰当的，他那忠诚平实，真诚
坦白的品质别人是不能模仿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邓稼先作文（二）

“战争”多么可怕的一个词；“侵略”多么悲伤的一个
词；“任人宰割”更是一个多么悲惨的词。而我们中华民族
以前就遭遇过这种悲惨的事情，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忘不了那
个时刻，激励每个中国人的斗志，有许多的人对祖国做出了



伟大贡献，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我读了《邓稼先》这篇传记，真得让我思绪万千。这是杨振
宁先生以朋友的`身份来介绍邓稼先，赞赏他。

邓稼先是一个忠厚老实，真诚坦白，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
也就是这个平凡的人物却对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祖国，
献出自己的一生，为了祖国献出自己所有的精神；为了祖国
把自己的身躯连同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他。多么勇敢，多么
伟大。我们骄傲有你这个看似平凡的人物！

我们应该学习邓稼先的伟大精神――爱国，为祖国献出自己。
就算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这些也能从中
体现出我们爱国的精神。我们还要学习他的品质，忠厚平实，
认真，谦虚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

邓稼先作文（三）

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被别人瞧不起的国家，它没有伟大的
科学成就，科技也得不到发展。然而，一些留学知识分子的
回国，使中国的命运得到了根本的转折，正是他们，挺直了
中国的脊梁。

邓稼先就是这些留学生之一，当时他听说中国的科技状况，
放弃了博士学位，决心回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
为他知道：自己是祖国的儿女，是炎黄的子孙！

他回到中国，积极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邓稼先不怕困
难，经常带领工作人员到前线工作。他亲自到黄沙满天的戈
壁取样本，还冒着被辐射到的危险监制原子弹。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
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
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



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检查出带有
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
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
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
还年轻，你们不能去！”终于，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了！随后，对稼先又以惊人的速度研制
成功了氢弹、东方红卫星。邓小平爷爷提到邓稼先，
说：“两弹是他的勋章，中国为他骄傲！”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
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
数十年。

文档为doc格式

邓稼先读后感篇四

疫情期间，我们在网上学完了语文的第一单元。其中，我最
喜欢的人是邓稼先。

邓稼先可谓是人人皆知，他为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作出了巨大贡献。别人是说了不做，而他是做了不说。

试爆原子弹的那一天，原子弹掉在地上，没有爆炸。一名年
轻的同志刚要上前查看情况，就被邓稼先拉了回来，并示意
他自己去，邓稼先走进去，捡起原子弹碎片就返回了。也是
从这之后受核辐射的邓稼先患上了癌症。1985年8月，邓稼先
做了切除直肠癌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1986年5
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在
病床上的他一心只想着中国的核事业，还曾忍着剧痛研究核
武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的描述了他的一生，
这也正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
如果没有他，我国核武器有可能依旧落后，邓稼先，我们永
远会记住你，喜欢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文档为doc格式

邓稼先读后感篇五

“长江大河……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
今热血犹殷红”听着这首《中国男儿》，我的眼前不禁回想
起了为了祖国，奉献一切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富贵不能淫

邓稼先一直想到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报效祖国。1947
年他通过了研究生考试，1948年到1950年，邓稼先赴美国普
渡大学读理论物理，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仅用一年多的时
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博士学位的成就，更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
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
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这让
美国人敬佩，更让美国人惋惜，但求学报国是他一生的志向。

踏遍戈壁共草原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北风卷地，秋风萧瑟，胡天飞雪。风
愈猛，而邓稼先愈坚定!恶劣的条件，残酷的__，繁重的工作，
惨烈的矛盾，他默默忍受。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
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即使与杨振宁一起背诵《吊古战场文》，他，依然是毫无怨
言!战戈壁，斗荒滩，盘踞古战场三十五年，那是他执着的信
念。

许身国威壮河山

或许，人生命的结束，仅仅是零点零一秒的时间，但是，它



的价值，足以在这零点零一秒中永恒!1964年10月16日，西北
大地一片轰鸣。他的名字，就随着这一声巨响镌刻成了永恒。
大漠之中，爆发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蘑菇云腾空而起，钢铁
高塔化为水，声响震天地。——此刻，即便是太阳，也失去
了光辉!

苟利国家生死已

“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这是张爱萍将军为邓稼
先写的诗。怎能忘1982年，戈壁滩上那一个故障信号出现时，
邓稼先，一马当先，坚决不肯离开现场，直至1986年7月29日，
被死神拉走，他才离开了自己一心牵挂的核试验场。他的这
种勇敢，这种担当，不仅激励着他的团队，更激励着我们的
国人，为了祖国的利益舍生忘死。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邓稼先我们民
族的中国男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中国好男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