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通用8篇)
保护环境需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从点滴之中开始行动。环保
总结应该客观、准确地反映环保工作的进展和成效。环保是
指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以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怎样做好环保工作，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下面
是一些环保实践的案例，供大家参考借鉴。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一

这个星期，我学了一篇叫《大自然的秘密》的课文。

这篇课文讲了作者和几个朋友在向导的带领下去海边看海龟，
作者把一只小海龟救到海里去后，一大群海龟就从巢里鱼贯
而出，结果这群海龟就被许多海鸟吃掉了。原来，最先出来
的那只小海龟是龟群中的侦察兵，一旦遇到危险，它便会返
回龟巢。如今，巢中的海龟得到了错误的信息，便以为外面
很安全，所以后来才会被海鸟们吃掉。

我觉得作者要顺从大自然的法则，海龟们自己有自己的'生存
之道，不然早就灭绝了。

人类经常会自以为是，比如：草原上，狼经常捕杀羊群，人
们以为羊群会被吃光，就大力捕杀狼，结果羊群成倍成倍地
增多，草原上的草很快被吃光，羊群也难逃死亡。

我想人类不应该总是自以为是，大自然自己就会控制物种的
灭绝和兴旺，用不着人类去多管，就像第6课最后一句话讲的
一样人是万物之灵，然而，当人自作聪明时，一切都有可能
走向反面。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二



这个星期，我学了一篇叫《大自然的秘密》的课文，看着那
里面的自然环境，我感觉非常的向往。

这篇课文讲了作者和几个朋友在向导的带领下去海边看海龟，
作者把一只小海龟救到海里去后，一大群海龟就从巢里鱼贯
而出，结果这群海龟就被许多海鸟吃掉了。原来，最先出来
的那只小海龟是龟群中的“侦察兵”，一旦遇到危险，它便
会返回龟巢。如今，巢中的海龟得到了错误的信息，便以为
外面很安全，所以后来才会被海鸟们吃掉。

我觉得作者要顺从大自然的法则，海龟们自己有自己的生存
之道，不然早就灭绝了。

人类经常会自以为是，比如：草原上，狼经常捕杀羊群，人
们以为羊群会被吃光，就大力捕杀狼，结果羊群成倍成倍地
增多，草原上的草很快被吃光，羊群也难逃死亡。

“人是万物之灵，然而，当人自作聪明时，一切都有可能走
向反面。”所以请善待自然，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那个地
球才会变的越来越和谐。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了《大自然的秘密》里的空气的秘密，
在这篇文章里，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自然现象。也知
道了有关于空气的'很多知识。

我知道了空气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双手摸不着，但是，在
我们空空荡荡的周围，到处都有空气的存在。也知道了空气
是由氧气、氢气、氮气、二氧化碳和一些惰性气体混和而成
的。

我还知道地球上的生物如果没有氧气，就没法呼吸。人吸进
去的是氧气，呼出来的是二氧化碳，而植物吸进去的是二氧



化碳，呼出来的氧气，和人类的呼吸正好相反。要是没有氧
气，我们人就没法生活下去。氧气很重要，但是常被人当做
废气的二氧化碳并不是毫无用处。因为在植物眼里，二氧化
碳却是“好吃”的食物。

读完这本书后，我和妈妈一起做书里的实验，非常有趣。点
燃一根蜡烛，再用透明的玻璃杯罩住蜡烛，过一会就会发现，
蜡烛慢慢熄灭了，明白了这是因为玻璃杯里没了氧气。在这
些普普通通的现象背后，隐藏着这么多有趣的小秘密。原来
我们身边的知识这么有趣。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四

读了《大自然的秘密》后，我知道它的作者是伯罗蒙塞尔。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伯罗蒙塞尔和他七个同伴及一位生物学家
向导，一起去观察幼龟，但是，上岛时，它们发现幼龟要去
大海，要被食肉鸟吃掉。向导马上去救幼龟，但是，他们万
万没有想到那是只侦察龟，导致成群的幼龟被食肉鸟吃掉的
故事。

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当人自作聪明时，一切都会走向反面。
我们人类不要打乱自然界的规律，而且不要拔苗助长。我在
《意林》里看过一篇故事叫《瘸蝉》主要讲了米小苏想观察
蝉的破壳的那一瞬间。她观察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破壳，
米小苏就有点着急了，就帮蝉剥开硬壳，剥开后，虽然蝉的
四肢都有，但是，它的翅膀始终就缩成一团，他已经不会飞
了！

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不能打乱了自然界的规律。生物都
有它们生存的规律，我们不要打扰它的.，否则可能会给他们
的灭顶之灾！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五

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其实是指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包括土地、植物、动物、水、空气、阳光等基本组成部分。
但是很明显这些都是没有思想或者自我意识的。大自然的秘
密是无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和七个旅行同伴及一个生物学家向导，结队到达南太平洋
加拉巴哥岛。那个岛上有许多太平洋绿龟孵化小龟的巢穴，
我们想实地观察一下幼龟是怎样离潮进入大海的。幼龟一般
在四五月间离潮而出，争先恐后爬向大海。稍不留神便可能
成为海鸥等食肉鸟食物。一只幼龟率先把头探出巢穴，却又
欲出而止，似乎侦察外面是否安全。正当幼龟踯躅不前时，
一只嘲鹰突兀而来。向导抱起了幼龟把它引向大海，那只鹰
颓丧的飞走了，接着发生的事却使大家极为震惊。先出来那
只是“侦察兵”一旦遇到危险，它便返回龟巢。现在幼龟被
向导引向大海，巢中的幼龟得到了错误的消息，以为外面很
安全，于是争先恐后的结伴而出。成千上百的幼龟都出来了，
引来了许多食肉鸟，这是十几只幼龟已成了嘲鹰、海鸥、鲣
鸟的口中食。一切都过去了，似乎在群凡中间，一切都静止。
终于向导发出了悲叹：“如果不是我们人类，这些海龟根本
不会受到伤害。”因为我们自作聪明地用人类的思维、人类
的生存方式去做事，违背了动物的生存规律，让他们受到伤
害。

“大自然的秘密”指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的规律,躲避灾难的本
能。本文以太平洋绿色的幼龟由于受人为的错误信息，结伴
而出惨遭灭亡的实例，告诉我们不能自作聪明地用人类思维、
人类的生存方式去方式去违反动物的生存规律，给它们带来
伤害。

人类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与动物们共同生存，不可人为的破
坏改变自然环境，不要人为的干涉动物的行动，不要伤害动



物，不能自作聪明地用人类的思维、人类的生存方式去替动
物有违动物生存规律的生活，否则就只会“一切都可能走反
方面”。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六

《大自然的秘密》这篇文章主要写了生物学家们区加拉巴哥
岛观察幼龟们是怎样离巢进如大海的。

幼龟们的一个侦察兵走出巢来看外面是否安全。突然，有几
只食肉鸟飞过来了，生物学家们赶快交向导区救小海龟，向
导说：“自然界之道，就是这样。”他们跟向导说不能见死
不救。然后，向导极不情愿得抱起小海龟跑向大海。幼龟得
到错误的信息后，争先恐后地向大海跑去。最后，还是有很
多幼龟被食肉鸟吃了。

我觉得人们不能去改变大自然的法则，就像我以前学过一篇
课文《狼与鹿》一样：鹿的天敌是狼，人们就把狼全部杀死
了。然后，鹿就越来越多，有一天鹿能吃的食物不多了，它
们就开始吃竹子，有很多鹿都病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去改
变大自然的法则，如果改变了，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我们要保护森林，补破坏自然规律，让人们停止捕杀那些弱
小的动物，就算对人类有害的动物也不要去伤害它。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七

这个星期，我学了一篇叫《大自然的秘密》的课文。

这篇课文讲了作者和几个朋友在向导的'带领下去海边看海龟，
作者把一只小海龟救到海里去后，一大群海龟就从巢里鱼贯
而出，结果这群海龟就被许多海鸟吃掉了。原来，最先出来
的那只小海龟是龟群中的“侦察兵”，一旦遇到危险，它便
会返回龟巢。如今，巢中的海龟得到了错误的信息，便以为



外面很安全，所以后来才会被海鸟们吃掉。

我觉得作者要顺从大自然的法则，海龟们自己有自己的生存
之道，不然早就灭绝了。

人类经常会自以为是，比如：草原上，狼经常捕杀羊群，人
们以为羊群会被吃光，就大力捕杀狼，结果羊群成倍成倍地
增多，草原上的草很快被吃光，羊群也难逃死亡。

我想人类不应该总是自以为是，大自然自己就会控制物种的
灭绝和兴旺，用不着人类去多管，就像第6课最后一句话讲的
一样——“人是万物之灵，然而，当人自作聪明时，一切都
有可能走向反面。”

大自然的秘密读后感篇八

在20××-4-21这天我读了一篇叫《大自然的秘密》课文，文
中说的是一个由七个旅行同伴及一个生物温学家向导。结队
到南太平洋加拉巴哥岛，去实地观察幼龟怎样离巢进入大海。
读完之后，让我有了很多的`感想。

太平洋绿龟在体重在一百五十公斤左右，幼龟不及它的百分
之一。幼龟一般在四五间离巢而出，争先恐后爬向大海。

只是从龟巢到大海需要经过一段不短的沙滩，正当幼龟踯躅
不前时，一只嘲鹰突兀而来，它用尖嘴啄幼龟的头，企图把
它拉到沙滩上去的时候，一位旅行同伴焦急的对向导
说：“你得想个办法?”向导却若无其事地答到：“叼就叼去
吧，自然界之道。”最后在同伴们一片“见死不救”的非议
后不情愿地将小龟指引向大海。然而，当向导抢走幼龟后不
久成群的幼龟从巢口鱼贯而出。事情很快使他们明白那只先
出来的龟。是龟群的“侦察兵”。最终的结果是以几十只幼
龟化为了一顿海欧的美餐而告终。



读完这篇课文后，我感到即使人类再强大、再具有智慧，也
不能改变事物的规律，有时候人们正在为自己的自作聪明而
暗自欢喜时，熟不知他所做事情的后果将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去探索大自然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我
们也属于大自然，也应去遵循她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