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万物简史读后感(模板10篇)
青春是梦想和希望的季节，是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时刻。如
何在青春的年华中适时放松和调整自己的身心健康？青春是
追求梦想的时刻，让我们坚持梦想，永不放弃。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一

最初从同事那看见这本书，我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因为根
据认识，某某简史，总是一堆的乱七八糟词汇加深奥难解或
者是屁话一堆。既然他推荐说不错，我就拿回来看看。

吃过晚饭，翻开书目，哟，内容还很广泛，从宏观到微观都
有涉及。翻翻几页就想到头睡觉。搁置一段时间想起来就翻
翻，后来到渐渐进入作者的世界，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
从未接触过的新奇思想世界里。

《万物简史》从宏观到微观，大到宇宙，小到微生物，从现
有的考古，考察资料中客观的阐述世界的起源，推测尽可能
的情况。尽管还不慎完善。从宇宙初起细胞的生长，经过各
种恶劣的环境繁殖、毁灭、变迁，变异到现在我们所看见的
万花世界。有资料也惊人的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人是微生物
的寄生体，为什么我们人会存在？那是因为这些微生物允许
我们存在，所以才存在。这真的颠覆了我以前一直以来认为
是人主宰世界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冲击力。从头到脚看下来，
我认识人的渺小，世界的浩大，微生物的精细，万物的如此
巧合存在。

在简史里推测的各个例子中，人们孜孜不倦的探索事实的真
相。他们在探索世界真相，而我也在同时观察这些推动历史
进程，或者说是还原古代真实世界原貌的人们的共同点。可
以有两点是很明显的：



（1）这些人家境都不错，有些甚至是伯爵。当然，要做考古，
探寻类的工作必须不为金钱所累。大的大千世界，那些伟人
们，家境都还不错，这样才能安心的去追求自己向往的学科。
所以想要成事，先要有资本。

（2）大多有些怪癖，小的，大的不一而足。现在大家说的天
才大都异于常人，所以我们生活中那些不一样的人才更有可
能推动世界的发展，因为固执，因为专一，没时间去考虑世
俗纷扰，自然的单纯的有些要命。却也有更多的精力去专注
一件事情，并做出成就。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一族。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从宇宙开始到现在算一天24小
时的话，我们现在了解的，所谓的最长历史也不过十几分钟
的时间。可知我们存在是如此的幸运而又渺小。而对于未来，
或许过个几十亿年，我们人类不幸的没能通过设置的重重障
碍，消失了。另一种生物取代我们继续生存下去。延续下去。
那，想想现在生活中的纷扰，又有何可计较的？不过是沧海
一粟，何不尽情而活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想得开，看
的远，摒弃杂念，生活会如初开的花朵一般绚丽，鲜艳夺目。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二

这些天在看一本书——《万物简史》，拿起来厚厚的书，今
天看完，他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对"我们从那里来？我们是谁？
我们到那里去？"

这一千古命题做了精确的阐释。让我了解自己的存在是多么
的万幸，准确的说是无数个万幸成就了今天存在的我们。我
们坐在电脑旁，敲打键盘表达独特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
感谢我们的.祖先，他们一步步的小心翼翼又谨慎的进化成就
了现在相对高尚的我们。

否则也许现在的我们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又可直立又可
潜水的两栖动物呢！也感谢地球为我们提供了危险又赖以存



在和生存的空间！

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化
学家等等，为了了解和探索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付出了艰
辛的努力！曾经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么简短的一句话，一个看
似简单的公式。

在百年前，是经过了那么漫长而艰苦的实验、讨论、证实才
找到相对的真理！甚至是牺牲了生命换来的。同时对于科学
家们遗憾的是自己的科学结论往往都是在老年或过世之后才
被肯定。

万物写史，为宇宙立传。让我在惊讶了解了万物的存在和发
展，同时也让我感觉存在的不易、幸运与责任！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三

《万物简史》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作者比尔?布莱森
把19-21世纪的科学发展进程记录了下来，让人们明白科学家
以前的猜想和创造，更加深入的把大自然的几番不同的模样
描述了一遍。全书分为六部分：寥廓的宇宙、地球的大小、
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处境危险的行星、生命本身、通向我们
的路。

正像《出版商周刊》说，阅读布莱森的作品，就像是在聆听
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他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让
我了解了爱因斯坦、牛顿、弗里茨?兹威基等科学家。知道原
子铅细菌的组成形成部分。可以说是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的`有些内容让我非常地震惊，原来自己有那么多知识
不知道。宇宙一开始只有人的手掌大小，后来，经过不断爆
炸而引发了巨大的膨胀而变成了原来的几千万亿倍。科学家
提出，宇宙也应该有好几个，我们所住的只是其中一个，世
界应该更大;以前大家一致认为铅不据有毒性，生理学家找了



几个志愿者来做人体试验，几个月后来医院复查，身体并没
有发现异常，那时他们根本不知道，铅在人的血液和骨头里!
一旦把许多铅都吸到体内去了，就很难将毒取出来。每天，
我坐在床上看报纸，报纸里的铅到了床上，夜晚还要睡觉，
铅不是到人身上了?所以以后再也不能在床上看报纸，人去世
后，人体内有一部分的原子会跑出来到另外人的体内，有可
能你身上还有牛顿的原子呢!

其实，我喜欢《万物简史》的理由很简单，它的奥秘和知识
包罗万象，就像饮不完的水，让我不顾一切地去饮用它，使
人回味无穷。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四

嘿，想知道我们生活的地球的重量吗？想知道地球的年龄吗？
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自从我看了《万物简史》这
本书以后，我就通通都知道了。

《万物简史》告诉我们：1774年，内维尔·马斯基林决定利
用艾萨克·牛顿关于以引力来测定地球质量，而且更多地利
用三角测量法，这需要爬很多的山，马斯基林和数学家查尔
斯·赫顿一起爬上了苏格兰的斯希哈林山。赫顿在作计算的
同时发明了高线，他宣布，地球的重量是将近5000万亿
吨。1793年约翰·米歇尔留下一种仪器的图样，这台仪器将
精确地测定地球的质量。1797年，享利·卡文迪许用米歇尔
的仪器得出地球的质量为60万亿亿吨，他的结果跟目前最准
确的估计数仅相差1%左右，真是了不起！

这本书还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其实，地球是在不断隆起的，
赫顿还推测，是地球内部的地热创造了新的岩石和新的大陆，
顶起了山脉。赫顿的现论中特别指出，形成地球的过程需要
很我时间。还要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科学界才能着手解决
地球年龄的问题，赫顿很有才能，率领大家开创一门新科
学——地质学。



大家看到了吧，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多少知识，不仅我有讲的
这些，还有生命、宇宙、行星等等，有句名言说得好啊，书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啊，它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万能博
士”，还有什么是“万能博士”不能解决的呢？！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五

科学家们的奇闻异事：达尔文居然为蚯蚓弹起了钢琴；牛顿
将一根大针眼缝针插进眼窝，为的只是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
生；富兰克林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里放风筝；卡文迪许在
自己身上做电击强度实验，竟然到了失去知觉的地步；卡尔。
威尔海姆。舍勒习惯亲自“品尝”一下发现的化学元素，最
后死于“汞中毒”；爱因斯坦在还是一个专利局三级审查员
时，发表了几篇足以改变历史的论文，但是却没有一个物理
学家去重视他，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重视专利局职员发表的东
西。于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遭到后来在申请大学讲师、
中学教员时的拒绝！

神奇的原子：原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它是没有生命的，但，
它又是组成世间万物的物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时空中，
所有的东西都是死的。

太有趣了！太奇妙了！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吗？那就去看这本
书吧！记住——《万物简史》。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六

《万物简史》的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肯﹒威尔
伯，从整体上看，本书内容精炼而紧凑，分三大篇章，第一编
《演化中的大精神》，第二编《演化中的大精神所达到的境
界，第三编《平地》。题为“万物简史”十分宏大，令人难
以置信。然而，它恰恰陈述了它所陈诺的内容，它有着宽广
的历史跨度，从创世大爆炸直到枯竭的后现代的今天。沿着
这条路，肯﹒威尔伯采用一种简单的、让人容易接受的对话



体娓娓道来，试图弄清楚人类在物质、感情、智力、道德、
灵性上经常被困忧的一些矛盾的形式。

乍看一下，好像是在贬低人类一样(至少我有过这种感觉，但
我不介意)，但是这段话确实形象的描述了生物的进化史，或
者说是组成细胞的原子的一生。就像书里说的，也许我身上
的某一粒原子，在它那绵长的生命中，曾经是秦始皇龙袍的
组成部分也说不定。我已经看完了这本书，但我发誓在我看
过的章节中，我还记得最多的东西是出自第三部。这并不是
说别的章节不好，而是说明了人的记忆力有限。我想，第三
部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想在一滴水中
用肉眼看清一只草履虫，那么你需要把这滴水的直径放大
到12米，如果你想看到同一滴水里的一个原子，那你则需要
把水滴的直径放大到24公里宽。比如说，一个原子的寿命有
十的三十五次幂年，或者还要多，所以你的一部分极有可能
比地球还要古老。又比如说，一个原子中真正有很大的密度
的是它那小的可怜的原子核，而如果没有原子核外面的电荷
的话，你可以从墙上穿过去，所以与其说你是坐在板凳上，
不如说你是因为电荷之间的排斥而与板凳保持很小的距离浮
在板凳上。也许你看不懂，那么你可以去看看《万物简史》。
还比如说，人的指甲一生大约只长两米，当然这不是主要内
容。再比如说，不管空调还是冰箱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常用
物品都在向空中散出一种叫含氯氟烃的物质，这种东西增加
温室效应的本事，要比二氧化碳强上10000倍左右。其实这些
都不是感受，看了这本书后真正让我感受到的，总的来说可
以总结成几点：

1。作者的知识真渊博。

2。世界真奇妙。

3。人类为了追求永远也追求不完的真理做出了极大的付出，
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4。穿插在文章大的支架中的，人类的无知、傲慢、狂妄、自
私、贪婪，以及人类的善良、认真…让我想到了许多。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七

《万物简史》，英国比尔·布莱森的一部科普书。这的确是
一本值得多读几遍的书——第一遍，我只读懂了三分之一，
缘于自己的知识面不够和对于英式幽默的思维方式不理解。
好在还有时间多读几遍，等儿子到五年级时，再详细给他讲
解。

有许多问题，在书中得到了答案。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冥王星
为什么被开除出行星俱乐部?旅行者一号走到哪里，要去向哪
里?月球为什么不会被地球吸引过来?地球上的陨石坑什么样?
等等。边读书，边查资料，边给儿子讲解。这本书也是给我
上了一堂深刻的科学课。

感触最深的是关于旅行者一号的故事：旅行者1号(voyager 1)
是由美国宇航局(nasa)研制的一艘无人外太阳系空间探测器，
重815千克，于1977年9月5日发射，截止到20某某年7月仍然
正常运作。它曾到访过木星及土星，是提供其卫星高解像清
晰照片的第一艘航天器;现时，它是离地球最远的人造飞行
器;目前处于太阳影响范围与星际介质之间。20某某年9月12
日，nasa确认，”旅行者1号“探测器已经离开太阳系，一系
列相关资料证明了旅行者号已经脱离了包裹着太阳系的由炽
热而活跃的粒子组成的太阳圈顶层，进入了寒冷黑暗的恒星
际空间，它将成为第一个离开太阳系的人造物体，且将需要4
万年的时间才能抵达下一个行星系。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在过去36年的时间里飞行了180亿千米的距离，
使”旅行者1号“成为飞越距离最远的人类探测器。

韩寒在他的电影《后会无期》中有句台词：你们的偶像是明
星，而我的偶像是一颗卫星。《万物简史》，也可以称得上
科普读物的卫星，指引我们观察世界，了解世界。比尔·布



莱森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探索世界的好
奇心。所以观世界，后有世界观。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八

科学家们的奇闻异事：达尔文居然为蚯蚓弹起了钢琴；牛顿
将一根大针眼缝针插进眼窝，为的只是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
生；富兰克林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里放风筝；卡文迪许在
自己身上做电击强度实验，竟然到了失去知觉的地步；卡尔。
威尔海姆。舍勒习惯亲自“品尝”一下发现的化学元素，最
后死于“汞中毒”；爱因斯坦在还是一个专利局三级审查员
时，发表了几篇足以改变历史的论文，但是却没有一个物理
学家去重视他，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重视专利局职员发表的东
西。于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遭到后来在申请大学讲师、
中学教员时的拒绝！

神奇的原子：原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它是没有生命的，但，
它又是组成世间万物的物质（包括人、动物、植物、石头、
土、化学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时空中，所有
的东西都是死的。

太有趣了！太奇妙了！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吗《那就去看这本
书吧！记住——《万物简史》。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九

这些天在看一本书——《万物简史》，万物简史读后感。拿
起来厚厚的书，今天看完，他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对"我们从
那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那里去？"这一千古命题做了精确
的阐释。让我了解自己的存在是多么的万幸，准确的说是无
数个万幸成就了今天存在的我们。我们坐在电脑旁，敲打键
盘表达独特的自我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先，他们



一步步的小心翼翼又谨慎的进化成就了现在相对高尚的我们。
否则也许现在的我们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又可直立又可
潜水的两栖动物呢！也感谢地球为我们提供了危险又赖以存
在和生存的空间！

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化
学家等等，为了了解和探索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付出了艰
辛的努力！曾经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么简短的一句话，一个看
似简单的公式。在百年前，是经过了那么漫长而艰苦的实验、
讨论、证实才找到相对的真理！甚至是牺牲了生命换来的。
同时对于科学家们遗憾的是自己的科学结论往往都是在老年
或过世之后才被肯定。

万物写史，为宇宙立传。让我在惊讶了解了万物的存在和发
展，同时也让我感觉存在的不易、幸运与责任！

在最近，我新读了一本书，书名叫《万物简史》。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科学，这么生动，这么令人叹为观止，
能让人真正学到知识的好书。

这本书以世界万物为主题，从大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到小地
肉眼根本看不见，但是却起着重要作用的质子；从我们依赖
的地球，到地球上的化学元素；从一些伟大的发明和人物，
到威力巨大的自然灾害；从令人惊叹的生命进化史，最后又
到了被我们人类统治的糟糕的地球。所有的数据都详细而精
确，汇聚了所有科学中的真理，语言生动有趣而优美，几乎
到处都运用到了一些修辞手法，不禁引人入胜。

我特别喜欢读一些有关生物的书，《万物简史》正好是我的
最爱。不过，与其它书不同的是，我还特别感谢这本书，是
它让我知道了，科学是如此引人入胜，让我不知不觉遨游了
知识的海洋，探索宇宙与世界的奥秘，思索人类的未
来······谢谢它让我知道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
结论及数据，如在二叠纪的生物大灭绝令95%的生物退出了生



命的舞台，一个字母i上面的点里面
有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个质子！

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英国的比尓·布莱森，也特别感谢
《万物简史》，是他们给予了我这一个缤纷绚丽的科学世界。
"为万物写史，为宇宙立传",一切的一切，等待着我们的发掘
和探索，这是《万物简史》让我知道的一种伟大的科学精神。

从浩瀚的宇宙到微观的细胞，从地球的行程、人类进化到现
代科技的发展。作者都像是在用一种说评书的方式娓娓道来，
使人沉浸其中，却又爱不释手。这本书内容涵盖极为广泛，
天文、地理、理化等等皆包罗其中，可以说是一本老少皆宜
的科普读物。虽然只是匆匆掠读，但也深感受益匪浅。 作者
在用大量的文字、数据讲述了行星的演变、以及人类主宰地
球的过程，最后笔峰一转，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
我们人类将会走多远，将会走向何方。当前人类对地球资源
肆无忌惮的消耗、破坏，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如雾霾、臭氧层
破坏等等，如果不进行制止，会加速人类在地球上的消失。

一本《万物简史》会告诉你答案。在众多的书中，我为什么选
《万物简史》，是那一张张精美的插画，一页页扣人心弦故
事，从插画到思考，从思考再到想象，从想象再到回味。

了解地球，了解生物，了解宇宙。这生命的美妙，像是一首
优美的歌曲，对万物感恩，感谢上帝让我们来到地球，读后感
《万物简史读后感》。

把人们看不懂的相对论，用自己的语言解释了它。

我们要感谢地球收留我们人类，我们最好不要去破坏，既要
去保护，又要去增添色彩！！如果办不到，你的"家"就会遭
到地球主人"破坏".就是一本书，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懂得了
地球和其他"客人"的珍惜！



读完厚厚的一本《万物简史》，我还意犹未尽，沉浸在作者
比尔·布莱森笔下一个个风趣幽默的科学故事中，他的笔法
不仅清晰明了而且亲切，风趣。他写的一个个原本深奥难懂
的科学知识、概念，在我看来，就像是爷爷和我唠家常一样。

这本书引言的第一段话就把我牢牢的吸引住了。"欢迎，欢迎。
恭喜，恭喜。我很高兴，你居然成功了。我知道，来到这个
世界很不容易。事实上，我认为比你知道的还要难一些。"第
一章节写的是宇宙中分子、质子、原子的大小概念。这些概
念在我原来都看过的科普书中我连翻都不想翻，只有一串串
枯燥的数字，而在这本书中，一切的数字都与生活中最常见
的物品做了对比。举个例子吧，质子小到什么程度？书中这
样描述：像字母"i"上的点这样大小的一滴墨水，就可以拥有
约莫5000亿个质子，说的更确切一点，要比组成1.5万年的秒
数还多。怎么样，有感觉了吧。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第十六章，题目是生命本身，我之所以
喜欢这一章，是因为我被这章所讲的一切内容震撼了，我们
的地球上出现了生命，可谓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作者将其
归纳成最主要的四大条件：1.优越的位置，2.合适的行
星，3.我们是个双字行星，4.合适的时间。这四条缺一不可，
在这四条中，一个好的位置是最重要的，也是要求最高的，
我们的地球离太阳刚刚好，不远也不近，再远一点或在近一
点，温度就会变得极端，我们就不可能出现了。

现在想想，我们可以生活在这暖融融、蓝盈盈、水灵灵的地
球家园中，享受着春天和煦的微风，夏日清凉的海水，秋天
累累的硕果，冬天皑皑的白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觉得这第十六章就像是一个半命题的作文题目，要让我填
的话，我会写，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读完这章，不仅使我的知识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还使我认
识到了生命的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当然，这本厚厚，沉沉的书，绝不只有这么一点，吸引我的
的还有那些科学家千奇百怪的故事：达尔文居然为蚯蚓弹起
了钢琴；牛顿将一根大针眼缝针插 进了眼窝，为的只是看看
会有什么事发生；富兰克林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中放风
筝……还有那些伟大而奇妙的科学发现。

我觉得我们对这世界的万物了解的还只是皮毛，还有太多太
多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探索。

进入校长室，我的眼球被这本书吸引去了，我在想，难道这
本书是记载每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死亡过程吗？我好奇，
决定暑假期间抽空把这本书看好。

《万物简史》的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肯﹒威尔
伯，从整体上看，本书内容精炼而紧凑，分三大篇章，第一编
《演化中的大精神》，第二编《演化中的大精神所达到的境
界，第三编《平地》。题为"万物简史"十分宏大，令人难以
置信。然而，它恰恰陈述了它所陈诺的内容，它有着宽广的
历史跨度，从创世大爆炸直到枯竭的后现代的今天。沿着这
条路，肯﹒威尔伯采用一种简单的、让人容易接受的对话体
娓娓道来，试图弄清楚人类在物质、感情、智力、道德、灵
性上经常被困忧的一些矛盾的形式。

乍看一下，好像是在贬低人类一样（至少我有过这种感觉，
但我不介意），但是这段话确实形象的描述了生物的进化史，
或者说是组成细胞的原子的一生。就像书里说的，也许我身
上的某一粒原子，在它那绵长的生命中，曾经是秦始皇龙袍
的组成部分也说不定。我已经看完了这本书，但我发誓在我
看过的章节中，我还记得最多的东西是出自第三部。这并不
是说别的章节不好，而是说明了人的记忆力有限。我想，第
三部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想在一滴水
中用肉眼看清一只草履虫，那么你需要把这滴水的直径放大
到12米，如果你想看到同一滴水里的一个原子，那你则需要
把水滴的直径放大到24公里宽。比如说，一个原子的寿命有



十的三十五次幂年，或者还要多，所以你的一部分极有可能
比地球还要古老。

万物简史读后感篇十

这个暑假，我看了一本书，名叫《万物简史》。

这是一部有关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书，
作者用清晰明了、幽默风趣的笔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
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繁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一一收入笔下。
书中回溯了科学史上那些伟大与奇妙的时刻，引用了近年来
发现的最新科学史料，几乎每一个被作者描述的事件都奇特
而且惊人。而这本书的作者是被称为“目前活在世上的最有
趣的旅游文学作家”——比尔·布莱森。

《万物简史》中所讲述的一切——宇宙的诞生、地球的历史、
人类的发明发现(以及对这个星球造成的种种破坏)……都深
深地吸引着我。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蓝色的星
球竟有如此多奥妙!……而人类掌管地球后，整个生物史上，
自然灭绝的比例一直是平均每4年消失一个物种，这还是过去
发生的事情;现在，人类造成的灭绝比例可能高达那个数字
的12倍。

在书的最后，布莱森说，“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只有一颗可
以居住的星球，我们是这颗星球上唯一可以决定它的未来的
物种。”现在，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保护好我
们的地球，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应该付诸实际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