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活动报道(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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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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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后感活动报道篇一

霍金，影响世界进程的大科学家，国际物理学界的超新星，
被喻为是“当今的爱因斯坦”。他从研究黑洞出发，超越了
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大爆炸理论。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

面对着霍金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每个人都不禁要问：“他
的成功来自何处？”

霍金用他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如果说，他的命运是那漆黑
的夜空，那么，由于他坚强的意志，生命变得繁星闪烁，熠
熠发光；如果说，他的命运是那干枯的水井，那么，由于他
坚强的意志，生命变得泉涌不断，水光接天；如果说，他的
命运是那荒寥的沙漠，那么，由于他坚强的意志，生命变得
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众所周知，霍金在很久以前就被限制在轮椅上，体重还不
到40公斤，不仅不能够站立、活动，连说话都是要靠特制的
计算机语言系统，是带有金属腔调的讲话，其命运无比悲惨。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活动范围还不到一平方米的人，他思索
的却是浩瀚的宇宙：它的起源、结构和本质。如果霍金没有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不去追求宇宙的根本问题，他能够活下
去吗？正是由于他坚强的意志、执着的追求和人生的斗志，
才使他的生命大放光彩，成为继爱因斯坦后最伟大的科学家。



虽然霍金全身瘫痪，但是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如此
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著名的《时间简史》，登上了当今科学
金字塔的顶峰。推动了科技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做出了巨大
贡献。是的，人生的斗志，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人生的斗志，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镶嵌。

记得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女记者提出了一个无比尖锐
的问题。她说：“霍金先生，难道您不为只能被固定在一个
轮椅上而感到悲哀吗？”然而，霍金镇定自若地用手指在键
盘上敲出了这些字：“我没有感到悲哀，相反，我却很庆幸，
由于上帝虽然把我固定在一个轮椅上，但是却给了我足以想
象世间万物、足以激发人生斗志的能力。其实，上帝对每个
人都是很公平的。”他的回答得到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的
确，他战胜了命运，战胜了自己。

朋友们，你们是否也被霍金的这种坚强和自信所折服。也许，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会遇到这样或是那样的挫折，但是，
只要我们想想霍金，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成为如此伟
大的科学家。比起霍金，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的'呢？
我们要坚信，命运由自己掌握，让我们怀着坚强的信念，拍
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我们的人生旅程，去追求我们的理想吧！

读后感活动报道篇二

他与爱因斯坦，牛顿，居里夫人等近代杰出科学家持平，他，
《时间简史》作者，霍金辐射的提出者，没错，他就是＂轮
椅上的巨人＂霍金。

经常拜访的地方。他曾经说过：他在剑桥大学生活中，只
有1000个小时的工作，这也意味着，他每天只工作一个小时。
就是这么一个天才，就是这么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他
的命运也如此“不平凡”。在他生病后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想
想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告诉他只剩几年了，这多么讽刺，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刻不如一刻，就像



头上悬着，一把死亡之剑，但他却不像我们现在的人，一遇
挫折，就要以命威胁，我想说：“不珍视自己的人，不会被
他人珍视，地球不会因某人而转，但有才的人，珍视自己的
人，人类会因他而改变。”但他乐观未改，生命依旧，甚至
开玩笑说：“如果人类要找一颗黑洞，我认为要找就找一个
小的，如果他们能找到，那么世界上就会多一个诺贝尔奖的
获得者。”尽管，他只剩几个肌肉能动，但这并未阻止他，
二零一六年他仅借眼球打字机开通了中国的微博，与中国人
互动，鼓励。由医生得几年，活到55年，享年76岁。

是什么让他生命延续，是它的求生欲，是它告诉我们生命不
应该草草了事。

致敬那仍在仰望星空的人。

读后感活动报道篇三

他，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他，21岁时就不幸患
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他，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
动，演讲和问答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来完成；他，希望把自
己当作只是碰巧身体有残疾的科学家，而不是不起作用的科
学家；他，就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斯蒂芬・霍金。

霍金，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我在小学时就学过一篇关于他
的文章。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开《霍金传》这本书时，再
次被霍金那身残志坚、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所震撼。
众所皆知，霍金是个不幸的残疾人，看到《霍金传》的封面
时，我也十分惊讶：头朝右边倾斜，肩膀左高右低，躯体瘦
小扭曲，连嘴巴也歪成s型，坐在轮椅上。

这与许多同样卓越的科学家的形象截然不同。书中还有许多
对霍金的描写，让我深有感触。当医生诊断身患绝症的霍金
只能活两年时，他虽然也曾沉闷、悲观，但在一番心理斗争
后，他选择了与命运作斗争，选择了在死前做一些有价值的



事情。他开始研究不断膨胀的宇宙的不同性质。他思考着宇
宙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尽头？他发现了黑洞的蒸发性，推
论出黑洞的大爆炸……后来，他写出了不朽的名著《时间简
史》。1974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成为
只有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才能跻身的卢卡逊数学讲座的教
授。

霍金，一个身残志坚的、卓越的科学家，可我们呢？拥有健
全的身体，却无法像霍金那样，有一番成功的业绩，甚至没
有他那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品质。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音乐期末成绩才只有80分，这对于其
他科目都很优异的我无疑是个打击。因为这个成绩，我甚至
没有评上三好学生。顿时，一种绝望油然而生。回到家，爸
爸说：“琳儿，这次的只是一个小失败，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我想了想，也对，于是开始努力学习，在平时休息时也会
哼歌。但是，老天似乎有意和我过不去，下一次的音乐考试
我仍是80分。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失败，并再去努力了。我
甚至决定放弃这门学科了。

如今读了《霍金传》这本书，我看到了命运比自己还惨的科
学家――霍金。霍金都被命运捉弄残疾了，我这点挫折又算
得了什么？是的，我应该向他学习，坚持下去，不屈不挠，
这样才有可能成功。但遇到一些小坎坷就不再尝试，那离成
功岂不是遥不可及？所以，今后我不会再这么轻易放弃任何
一件事，像霍金一样，做到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霍金传》这本书使我明白了做任何事都要坚持，不屈不挠，
因为一旦放弃，何谈成功？霍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读后感活动报道篇四

读完《霍金传》，才知道什么是聪明，以及坚强。



一个普通人，全身瘫痪，不能发音，会怎么样？可能会万念
俱灰，觉得自己已经不能造福世界了。但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不仅造福了世界，还对科学还产生了推动性的作用。这一个
人就是斯蒂芬・威廉・霍金，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霍金的一生致力于宇宙的研究，他撰写了《果壳中的宇宙》，
《时间简史》等一系列书籍。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
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无边界条
件。现在，霍金可谓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成为残障人民
的偶像。

霍金在21岁时患上了肌萎缩症（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医
生预言他生命至多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像任何年轻人一样他
曾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他曾酗酒，并失望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但是，他最终战胜了自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奋力工作，
即使工作的路上有很多困难，他也从不放弃。这也使他最终
登上了事业的高峰。大家应该很难想象一个人被禁锢在轮椅
上三十年，但是他做到了，还在轮椅上完成放了大量的科学
研究，甚至还参加了“冰桶挑战”。这充分证明了他的坚强。

霍金在情感上不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不懂得珍惜爱情。他
的前任妻子珍本来是一个不错的妻子，可是他非要和她离婚。
和她的护士又结了婚。可是在媒体又传出说霍金遭他的妻子
虐打，虽然说霍金出来辩解了，但是他们仍在后离了婚。

这本书向我们完整地介绍了霍金的学术研究以及生活轶事。
这本书可以说是霍金的奋斗史。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学到霍金
的精神，以及他的意志。

读后感活动报道篇五

这天，我和儿子读了《学与问》这篇文章，从中我明白
了“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因为学和问是相辅相成
的，“学”是老师向孩子们灌输知识，是吸取、是积



累。“问”是打开知识殿堂的金钥匙，是通向成功之门的铺
路石，是质疑、是提高。只有在学中问，问中学，才能求得
真知。

我认为孩子们要像哥白尼那样，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学会从平常的事物中发现问题。有了问题，可随时随地请教
老师、同学、朋友和别人。只要他能给孩子们启发和帮忙，
不管他年长年幼，地位高低，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老师。古
人说的“能者为师”就是这个道理。

读的时候，我发现孩子对这件事也挺投入。我觉得老师展开
这样的活动很有好处，不仅仅能够增长孩子们的知识，还能
够让家长对孩子们学习有更多地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