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物种起源读后感(汇总19篇)
即兴是一种拓展思维和创造力的方式，它能够让人们跳出常
规的思维框架。如何在即兴表演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体力？
这里有一些即兴写作的佳作，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一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专心致力于自然生物的研究，作各种观察
和实验，找无数联系和特性的科普书。大家读了这本书的感
想会怎么写?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物种起源读后感，
一起来看看。

物种起源，它是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第一部巨著。这部
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
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
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
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
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
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
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
来。我最有感触就是“适者生存”。

在如今社会中，谁有能力，谁就能成为当今社会的“领军人
物”，没有能力，其他什么都是扯淡，只有能力才是生存的
本钱，没能力就会被社会淘汰，这就是为什么有财富差异的
出现了。

是谁击破神创论的天空，将世界从上帝的手中挣开;是谁以锐
利的双眼，看穿时空的阴霾，寻找物种间的联系与存在;是谁
以一句“物竞天择”的呐喊，唤起整个大崛起的时代。也许
物种起源随着时代日显其不足，但传承给后人的，并让后人



抚卷感叹的始终是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对科学的严谨与热爱。

少年顽劣，浪子回头。达尔文年轻时用他父亲的话说“除打
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相对他的兄弟姐妹来讲
或者用中国父母常讲“别人家的孩子”来说达尔文可算是一
事无成的败家子。可是就是这个常人眼中的败家子却成为英
国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参加“贝格
尔号”舰的全球远航，成为流传后世的的伟大人物，我不禁
感叹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

大巧若拙，埋头著书。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都接受
创造论，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并一次就创造出所有的生物，
同时上帝也赋予每种生物各自的角色，而每个物种的设计都
非常完美，所以物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在
宗教的神环下成为人们精神的枷锁，于是物种起源在这种情
况下诞生了。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在
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我
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们
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的
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记住
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的整
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物种起源所讲人
类用有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确已
经产生了伟大的结果。

暗夜磨剑，终露锋芒。达尓文的物种起源有如一场席卷世界
的海啸，狠狠地撞击在“神创论”的壁垒上，将千百年来的
宗教脸上神秘而高贵的面纱狠狠地撕下。从而联接起一个伟
大而充满理性的时代，这是只属于人的时代，神的荣耀开始
寂灭于尘埃。正是因为物种起源出版，人类才第一次把生物
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
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而生物普遍进化的思想



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成为学术界、思想
界的公论。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
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面对教会的
刁难，面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
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
扬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
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
社会进步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
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
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权威与不合理存在挑战
的精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
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与
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研
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教会里探讨信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有关对进化
论的争论，有些人把之当作不争的事实，而有些人则认为其
一文不值，有时双方各执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大
多数参与这一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读过进化论的经典著作-达尔
文的物种起源。

最近我尝试着自己去读一读这本书，读完以后有一点点感受，
特此与大家分享。

感受一:生命的起源是什么?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



想象力，在该书中描写了生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
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
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
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
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但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
无意地把它当作生命起源的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达尔文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是由简单的生命单位演变而来，但
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一个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实是达尔文
认为它们是被创造的。在阅读当中，我发现这样一个结论，
大概意思就是，他在经过类比以后得出结论，所有在地球上
的有机生物都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生命，而这个原始生
命则是"被吹了一口气"而来的。这与圣经里创世记里讲到人
是因上帝吹了一口气而得到生命的写法有点相似。基于这一
结论，我们可以知道，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造进化
论"，这也是为部分基督徒所接受的理论。其实，达尔文所观
察到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
级到高级的过程。

感受二:相信上帝是违背科学和理性吗?达尔文得出了上帝是
生命起源的结论，这是发自内心的信仰，还是一个不得已的
结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听说诸如"相信上帝是不科学
的"或"科学已经否定了上帝"之类的话，但这些话本身不一定
就是科学的，至少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商酌的。正如达尔文一
样，我们会思索、探讨最初的起源的问题，但如果不承认有
上帝的话，将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人们往往会不得不以
很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

在解释生命起源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是要靠信心来接受的，
也既是说，都是信仰。要接受不相信上帝的信仰，应该是需
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因为这些信仰里实在
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现代科学的
奠基人，诸如牛顿、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及达尔文
等等，都相信上帝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不相信上帝的自由，但要用科学和理性来作为根
据可能是有点说不过去。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二

《物种起源》，它是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第一部巨著。
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
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
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
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
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
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
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我最有感触就是“适者生存”，在如今社会中，
谁有能力，谁就能成为当今社会的“领军人物”，没有能力，
其他什么都是扯淡，只有能力才是生存的本钱，没能力就会
被社会淘汰，这就是为什么有财富差异的出现了。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三

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出自英国科学家达尔
文所写的讨论生物进化的重要著作《物种起源》。进化论奠
基人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
论证了两个问题：

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
《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
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达尔文
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
物学家和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

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是万物生存的根本。绚丽如虹的蝶儿为了生存，忍痛褪却
华丽裙裳，化为枯叶蝶，在漆黑的银色中起舞，这是自然选
择的结果；狼聪敏凶猛，却不听从于管教，人们将狼驯养成
听话乖巧又温顺的狗，成为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忠实伴侣，
成为一道风景线，这便是人工选择的`结果。

放眼现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人物也比比皆是。说到苹
果之父乔布斯，我们应该都耳熟能详。ipad、iphone等风靡全
球亿万人的电子产品，深刻地改变了现代通讯、娱乐乃至生
活的方式。甚至有人说乔布斯是改变世界的天才，这都是靠
他凭敏锐的触觉和过人的智慧，勇于创新，不断变革，成为
世界时尚的弄潮儿；再说亚洲飞人刘翔，在奥运会中屡屡夺
的金牌，为中国增光添彩，我认为他能有如此荣耀，都与平
时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

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们，我们是否也应该学习这种精神？是！
在困难来临的时刻，坚信“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所
以我们拥有一颗积极向上、勇于面对并战胜困难；在竞争中，
我们不应该任嫉妒之情在心中膨胀，而是面带微笑，化敌为
友，在合作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世间万物总在改变，竞
争与淘汰随时发生，只有做一只蝶蛹，在睡梦中积蓄力量，
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的那一刻，冲破尘世这张大网，冲破摆在
前面的万难，哪怕头破血流，但只要坚持一个信念：“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而我就是那生存于世的适者！”

于是，当冲破茧网，挥翅，盘旋，翩飞，你就是世界的主宰。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四

从小关注细节，注重思考的达尔文，22岁便乘坐贝格尔号进
行环球旅行。凭借对地质学的热爱和敏锐的观察力，达尔文
在旅行中获得了重要的知识，他发现地球风貌是不停的变化
的，对岛屿和大陆的形成都有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段对于达
尔文至关重要的旅行中，可以窥见改变自然科学格局的巨著



《物种起源》的碎片和端倪，比如科科斯群岛，比如巴西热
带雨林等。达尔文自己也称“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决定
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
在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
我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
们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
的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
记住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
的整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物种起源所
讲人类用有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
确已经产生了伟大的结果。

暗夜磨剑，终露锋芒。达尓文的《物种起源》有如一场席卷
世界的海啸，狠狠地撞击在“神创论”的壁垒上，将千百年
来的宗教脸上神秘而高贵的面纱狠狠地撕下。从而联接起一
个伟大而充满理性的时代，这是只属于人的时代，神的荣耀
开始寂灭于尘埃。正是因为《物种起源》出版，人类才第一
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
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而生物普遍进化
的思想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成为学术界、
思想界的公论。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
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面对教会的
刁难，面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
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
扬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
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
社会进步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



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
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权威与不合理存在挑战
的精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
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
与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
研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五

物种起源》，它是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第一部巨著。这
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
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
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
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
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
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
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达尔文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父亲想让
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于是让达尔文进了爱丁堡医学院，但
由于达尔文对医学并不感兴趣。

在退学后，父亲又让他进入剑桥学神学，想让他成为一名牧
师，但仍因达尔文对此缺乏兴趣，所以也没能从课堂上学到
什么。却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
受了科学训练，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
的赏识。在1831年，当植物学家亨斯楼被要求推荐一名年轻
的博物学家参加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时，亨斯楼推荐了忘年
交达尔文。因而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
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后，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
的概念。终于在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
源》。最终达尔文成为了一位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
化论的奠基人，并且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
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作者利用古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
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形态学和分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
他在环球旅行和研究家养动植物时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论
证了现存各种各样的生物是由一个或几个原始类型逐渐进化
而来的，揭示出各种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证明了自然选择
是生物进化的真正动因。自然选择的主要内容是变异和遗传、
生存竞争和选择等。变异是选择的原材料，在生存竞争中，
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趋于绝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
选择保留下来。有利变异在种内经过一代代选择的长期积累
形成新的物种，生物就是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逐渐进化的。此
书毕竟不是文学作品，语言是平实的，用的是叙述性的口吻，
论证举例性的口吻，如果说有时与文学语言很接近的'段落，
那也是作者在客观地叙述他在环球旅行和研究家培动物植时
所观察到的事物，没有文学语言的那种夸张与华丽，更多的
是自然科学所必备的精准与谨严。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体现的认真精神同样值得钦佩。
当他谈论到一些问题时，由于版面的限制，无法进行再多的
论述，虽然书中提到的事例已足以证实他的观点，但他仍告
诉读者，他在其他的文章中已有或将有对此问题更深入的论
证。我想，对这种问题，能够不敷衍，充分体现了达尔文对
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
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
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
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因此进化论从此取代了神
创论，并且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
进化的动力。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
选择"，一定会被当做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
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
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



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
命者。

虽然达尔文在完成《物种起源》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
没有影响他要完成该书的决心。我想正是因为这些困难，才
使得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该书中运用了大量资料。并最终
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
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
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且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尽管进化
论有许多的缺陷，但仍然不能掩盖住进化论所具有的巨大意
义：

第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生物学的一次伟大综合。他总结
了前人在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地质古生物学和进化思想方
面的成就，再加上自己亲身考察和对大量动植物变异做的系
统研究，形成了生物进化的理论。

第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以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为基础，
有力地证明了造物主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根本上推翻
了长期统治生物学思想的各种唯心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
使人类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

第三，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科学突破，第一次
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的自大情结;
第二次就是进化论，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
所有的地球生物都与人类有了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并彻底
打破了人类自高自大，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愚昧式自尊。
《物种起源》是世界生物进化很有价值的作品之一，,是一部
深切关注生物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书的主体部
分陈述了生物的变异及相互适应的途径，从家养而变异的知
识，因为每种生物产生的个数，远超过其所能生存的个数，
所以常引起生存的斗争，于是人生物的任何变异性质，不论
其如何微小，只要是在复杂的和特殊的生活状态下有利于它
本身的，即将有较佳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



由于坚强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
的变异了的类型《物种起源》具有很多的重大意义：这是一
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标志着19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
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
响历史进程的经典著作，震撼世界的10本书之一，对人类发
展进程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巨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
作，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其中也不乏一些伟人对
它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就认为《物种起源》可以用来当作历
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李卜克内西则认为它是成
为划分科学史前后两个"世界"的界限。而英国植物学家华生
则认为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
大的革命者。我想也许华生的评价有点极端，因为在未来的
世界谁也无法预知，但这已经充分说明了达尔文对人类社会
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不仅
仅是生物进化论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有更多的观点，如自
然选择学说，遗传变异，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适者生存，
这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总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对我是受益匪浅，让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六

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出自英国科学家达尔
文所写的讨论生物进化的重要著作《物种起源》。进化论奠
基人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
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
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
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
即使是在达尔文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
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
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

在书中，作者达尔文建立了自然选择学说，并设想站在反对
者的立场上给进化学说提出了质疑，再逐个解释，使之化解。
这正表现出作者的勇气和学说本身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真



理就是这勇气和生命力的不竭力量之源吧！而文章中，达尔
文用它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对生物界在地史演变，
地理变迁，形态分宜，胚胎发育中的各种现象进行了令人信
服的解释，从而，使这一理论永驻人们心中。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万物生存的根本。

绚丽如虹的蝶儿为了生存，忍痛褪却华丽裙裳，化为枯叶蝶，
在漆黑的银色中起舞，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狼聪敏凶猛，
却不听从于管教，人们将狼驯养成听话乖巧又温顺的狗，成
为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忠实伴侣，成为一道风景线，这便是
人工选择的结果。

追溯远古时期，早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

放眼现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人物也比比皆是。

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们，我们是否也应该学习这种精神？是！

世间万物总在改变，竞争与淘汰随时发生，只有做一只蝶蛹，
在睡梦中积蓄力量，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的那一刻，冲破尘世
这张大网，冲破摆在前面的万难，哪怕头破血流，但只要坚
持一个信念：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我就是那生存于世的适者！”

于是，当冲破茧网，挥翅，盘旋，翩飞，你就是世界的主宰。

《物种起源》，一本科学与人生的大全，教会我在生命中起
舞，在生命中夺目。

文档为doc格式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七

缓缓地，我翻开书的扉页，扑面而来的书香让我心神一荡，
竟不自觉地任由那怡然缠绻的墨香带领我踏入书中，展开了
一场生命的旅行。

与《物种起源》的初相识，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
寻找课上所需要的辅导书，却意外地被它奇特的封面所吸引。
本只是单纯的好奇，却在翻开书页后，深深被它平实而又蕴
含深意的文字牵引住了思绪，爱不释手，难以忘怀。这场直
触心灵的邂逅，导致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了它。怀着一种
虔诚的心情，我期待着进行一场难忘的生命探访之旅。

夜，我端坐在书桌旁，小心翼翼地打开书的扉页，紧紧追随
着达尔文的脚步，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探索旅程。

咦，原来远古的动物和现在是不同的啊，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是大自然一直以来的残酷法则，而远古的动物为了在
大自然中存活下去，早在几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进行了多次
变异，在生物进化中，不具有有利变异的物种逐渐灭亡，具
有有利变异的物种则被选择保留下来。有利变异的物种在积
年累月的进化中形成新的物种，最终便成了现在的物种，这
就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所告诉我们的生命的真谛，
他所出版的《物种起源》沉重地打击了统治神权的根基，从
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
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的真理，有失
人类尊严。可达尔文却没有屈服于世俗的舆论，仍执着的追
寻着他所坚持的真理，他所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彻底摧
毁了所谓的唯心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他的学说，在
人类历史上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我恋恋不舍地看完整本书的最后一个字，仍意犹未尽，合上
书，我仰躺在椅子上，不由陷入沉思，到底是谁创造了生命？
而动物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了变异？达尔文并没有在书中



详细说明，我也不得而知。可达尔文却在5年的环球航行中，
在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后，得出
了如是的结论“我完全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所谓同
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普通已经绝灭的物种的直系后裔，正如
任何一个物种的世所公认的变种乃是那个物种的后裔一样，
而且，我还相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最重要的、虽然不是唯一
的途径。”他对科学所抱有的极其强烈的热枕和执着，令我
折服，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家，他更是科学的忠实
信徒，他将满腔热血和赤诚凝于笔尖，写下了对科学最虔诚
的礼赞——《物种起源》。

我亦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得出：严谨和忘我是他对科学的态
度和精神。没有严谨的态度，哪来保证观察研究结果的全面、
客观？没有忘我的精神，哪能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保持执着
的信念，不在意旁人的态度和目光，坚定不移的寻求真
理——这就是达尔文和《物种起源》告诉我们的生命真谛！

在这场与达尔文的短暂而又漫长的邂逅中，我似乎听到了生
命拔节的声音，我在慢慢成长着......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八

缓缓地，我翻开书的扉页，扑面而来的书香让我心神一荡，
竟不自觉地任由那怡然缠绻的墨香带领我踏入书中，展开了
一场生命的旅行。

与《物种起源》的初相识，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
寻找课上所需要的辅导书，却意外地被它奇特的封面所吸引。
本只是单纯的好奇，却在翻开书页后，深深被它平实而又蕴
含深意的文字牵引住了思绪，爱不释手，难以忘怀。这场直
触心灵的邂逅，导致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了它。怀着一种
虔诚的心情，我期待着进行一场难忘的生命探访之旅。

夜，我端坐在书桌旁，小心翼翼地打开书的扉页，紧紧追随



着达尔文的脚步，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探索旅程。

咦，原来远古的动物和现在是不同的啊，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是大自然一直以来的残酷法则，而远古的动物为了在
大自然中存活下去，早在几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进行了多次
变异，在生物进化中，不具有有利变异的物种逐渐灭亡，具
有有利变异的物种则被选择保留下来。有利变异的物种在积
年累月的进化中形成新的物种，最终便成了现在的物种，这
就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所告诉我们的生命的真谛，
他所出版的《物种起源》沉重地打击了统治神权的根基，从
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
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的真理，有失
人类尊严。可达尔文却没有屈服于世俗的舆论，仍执着的追
寻着他所坚持的真理，他所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彻底摧
毁了所谓的唯心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他的学说，在
人类历史上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我恋恋不舍地看完整本书的最后一个字，仍意犹未尽，合上
书，我仰躺在椅子上，不由陷入沉思，到底是谁创造了生命？
而动物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了变异？达尔文并没有在书中
详细说明，我也不得而知。可达尔文却在5年的环球航行中，
在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后，得出
了如是的结论“我完全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所谓同
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普通已经绝灭的物种的直系后裔，正如
任何一个物种的世所公认的变种乃是那个物种的后裔一样，
而且，我还相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最重要的、虽然不是唯一
的途径。”他对科学所抱有的极其强烈的热枕和执着，令我
折服，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家，他更是科学的忠实
信徒，他将满腔热血和赤诚凝于笔尖，写下了对科学最虔诚
的礼赞——《物种起源》。

我亦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得出：严谨和忘我是他对科学的态
度和精神。没有严谨的态度，哪来保证观察研究结果的全面、
客观？没有忘我的精神，哪能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保持执着



的信念，不在意旁人的态度和目光，坚定不移的寻求真
理——这就是达尔文和《物种起源》告诉我们的生命真谛！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九

我对达尔文的印象，最初只限于他那一把给人感觉乱蓬蓬的
胡子，好像西方的伟人都有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胡子。

为了更进一步接近这个伟大人物，我不辞劳苦地上网搜寻，
但得到的介绍几乎千篇一律：“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
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达尔文从小就
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
这样的文字吸引不了我的光，所以我只好另辟蹊径，看我能
不能从别的途径摆脱我只有关于他胡子的浅薄认知。

我翻开了《物种起源》，从其绪论开始我对达尔文的了解。

“五年的工作，我曾专心思索这个问题”，“从那时起直到
现在，我曾不间段地专心于同一事物的研究”，“我的健康
很坏”……这样的语句在文中随处可见，达尔文拖着病重的
身躯，专心致力于自然生物的研究，作各种观察和实验，找
无数联系和特性，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在了他所追求的科学
事业上。

“我并没有轻率地下结论”，“我虽然时常注意，只信赖良
好的证据，但是无疑错误还是会混入的”，“只有对于一个
问题的两方面的事实和论点加以充分地叙述和比较，才能得
到良好的结果”……个科学家最要拥有的就是严谨求实的科
学态度，达尔文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支
撑自己观点的依据，他为此深感遗憾和歉疚，这不正是一个
真正的科学家才具有的品质吗？达尔文虽然深信自己的观点
是科学的，是相对合理的，但他依然为没有提供强有力的事
实论据而感到惭愧。



正是这种从事科学的执著精神让我这个生活在快节奏时代的
现代人汗颜。

《物种起源》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
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
变的理论，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
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如此伟大的成就我在绪论中没有看出丝毫端倪，达尔文用的
语言平实，精准，没有任何夸耀，对于旧派荒谬的学说也并
没有表现出轻蔑或嘲讽。

仅仅是绪论，就让我认识了一个平凡而又严谨，内敛而又坚
毅的达尔文。合上书，晃动在我眼前的达尔文的胡子也仿佛
闪出熠熠的光辉来。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

我买了一本《物种起源》，这是一部影响人类科学发展进程
的绝世经典，我一直希望能一睹这本百年巨着的风采，终于
有闲暇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一番。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以丰富的研究资料，严谨的科学
论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人入胜的文笔，向全人类庄严
宣告了物种发展的伟大理论——进化论。在此之前，人类有
关物种发展的认识一直笼罩在唯心主义宗教统治的阴霾中。
人们认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明所
创造的，神主导一切！各个物种都是孤立的，其间没有任何
亲缘关系。在那个年代，违背教会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乌
云遮不住真理的光芒；黑暗无法阻拦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
总有那么一批坚持真理的人，不畏教会等反对组织的压迫，
坚持真理，经过几个世纪，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真理终
于战胜谬误，人类终于见到了科学的曙光。达尔文就是这样
一个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努力的人。



书中主要探讨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生命的起源？达尔文用
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该书中描写了生物物种由
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就象是一
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新的物种
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达尔文相信所有的物种都
是由简单的生命单位演变而来，但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实是达尔文认为它们是被创造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体现的认真精神非常值得钦佩。
当他谈论到一些问题时，由于版面的限制，无法进行再多的
论述，虽然书中提到的事例已足以证实他的观点，但他仍告
诉读者，他在其他的文章中已有或将有对此问题更深入的论
证。我想，对这种问题，能够不敷衍，充分体现了达尔文对
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

书中的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思考及争论，也有更多地方值得
我们去敬佩和学习，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句话：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的成功取决于我复杂的心理素质。
其中最重要的是：热爱科学、善于思索、勤于观察和搜集资
料、具有相当的发现能力和广博的常识。”我将以这句话为
目标，将结合自己的教学，更进一步地深读此书，为自己充
电。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一

解放，崛起，拼搏在东方，一直流传着女娲捏土造人的传说，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在西方，则相信上帝创世说，也同
样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然而，达尔那部惊世骇俗的巨作：
《物种起源》则扭转了一切。为世俗中迷茫的我们指引了前
进的方向。

《物种起源》使那些远古的传说，在它的面前不攻自破。它
摆脱了科学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它了时
代潮流，使自然科学迅速崛起;它惠及了后世，更使我们明白



了拼搏的重要。虽然在这条人们慢慢认知科学，了解科学的
道路上，存在着诸多坎坷，但阳光总在风雨后，是金子总会
发光的。《物种起源》经得起岁月的推敲，经得起后人的考
核。“生命只有一个祖先，因为生命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的细
胞的开端”，这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世界就是如此奇妙，
一粒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一粒小小的受精卵，则
诞生了我们……读着《物种起源》如让思想插上智慧的翅膀，
在科学的天空翱翔，亲身感受着自然的神奇与美妙。

《物种起源》使自然科学迅速崛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着这原本保守的时代，使它走在世界前列，李卜克内西对
此做过生动比喻：“达尔文远离大城市的烦嚣，在他宁静的
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马克思自己在世界嚣嚷的中心所准
备的也正是这种革命，差别只在杠杆是应用于另一点而
已。”《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引导着人们深入研究，为分
子遗传学生物学开拓了道路。由此，进化论不愧被称为19世
界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有了它的推动，自然科学迅速
崛起，如虎添翼，科学领域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社会又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这无不显示着它的辉煌。读着
《物种起源》感受着先人的智慧，科学的伟大，在它面前我
就像沧海中的一粒粟，在这巨作的震撼下，望洋兴叹。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无不在提醒着我们要竞争，
要拼搏，这就是生存的法则。同样在这奇妙的自然中也无法
改变，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血腥的一幕幕，弱肉强食，强者
称王，已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律。历史就是比
较好的见证者，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从而造成中国与世隔
绝，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
由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开始了中国百年来的屈
辱史。有强者才能称王，有适者才能生存。现在这条中国巨
龙终于复苏了，沉睡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腾飞了，中国吸取了
历史的教训，一刻也不敢松懈，奋起直追。因为历史证明，
适者生存，这条生存法则是亘古不变的，有适应才是上策。
对于我们本身，既然自然选择了我们，我们有幸在这个世界



上生存，那我们就要好好把握，既来之则安之，努力拼搏，
不要让自己成为弱者，成为别人的垫脚石，不要让自己成为
别人竞争的牺牲品。只有拼搏，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才能
适应这个社会，立足于这个社会。读着《物种起源》，感受
着竞争的无情，告诉我们现实的残酷，但与此同时，它也激
励着我们勇敢前行。因为未来充满战场，需要我们的拼搏。

《物种起源》的魅力就在于此，这是一场没有硝烟，没有鲜
血的革命，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影响着社会，着世界。
《物种起源》让我感受到了科学令人着迷的气息，科学如同
一个巨人，他有伟岸的身躯，挺拔的身姿，气吞山河的气势，
无不让人震撼，令人仰望。就让科学解放我们的思想，使科
技崛起，国家兴盛，激励着我们拼搏向上吧!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二

从11月3号开始阅读，历时20天，终于完成了物种起源整本书
的阅读，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认真翻阅的部分大概占全书
的50%，略读30%，跳过20%，对于我来说这本书很难，手指快
速滑过的地方，都见证了我的无知，但不管怎样我坚持下来
了，此时此刻，知识蒙蔽了我的自知之
明，iamthebestintheworld我又可以了。

苗德岁的翻译，充满了生僻词和浓浓的古汉语风格，对原本
就是文化沙漠的我简直就是“漠上加沙”，我一直猜测这是
他的写作风格或者是他所处年代的用词习惯，直到今天我在
文末的译后记里读到这样一句话：“在贴近原著风格与融入
现代汉语语境的两难之间，我尽量做到两者兼顾，但着意忠
实于原著的古风。”没想到这是他故意的。达尔文的维多利
亚时代的句式折磨了他，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折磨了我们。

古风也罢，至少是汉字，读着读着就习惯了很多，全书过半
的时候，这些奇奇怪怪的古老词语和语序也变得顺眼起来。



我相信这是一次独特的体验，是我之前不会挑战的难度，我
为了完成而完成，逼了自己一把。最终的喜悦，并不是因为
读懂了多少，而是收获了很多次启发与思考。有时候仿佛置
身于旷野中，感叹自己的渺小，有时候又仿佛置身于暖阳下，
惊喜自己的幸运。

而且我发现近代作家的文章，思想都是有传承的，很多事情，
古人已经开始思考了，而且不比现代人差，想了解这些思想
的源头，读一读他们的作品，确实很有帮助，套用淘宝的经
典文案就是：“难是难但有用”。

期待下一次奇妙的旅程。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三

达芬奇有过这样一句名言：“凡是能够到源头去取泉水的人，
绝不喝壶里的水”说明了温故知新的。道理，人类经历了一
个又一个的历史阶段，只有不断总结上一个历史阶段，才能
在这一个阶段中有所突破，从而促使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

读完这本书，发现他的宗旨就是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
梳理了自古希腊至本世纪除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重点评论了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代表著作。

上古时期的文艺理论，柏拉图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共
有36篇传承了下来，内容包括哲学，美学，伦理，教育等等，
比较集中论及文艺理论问题的主要有：《伊安篇》，《理想
国》，《斐得若篇》，《法律篇》。柏拉图认为文艺的本质
是模仿，但模仿的客体，之时感觉世界，不是理式世界，而
感觉世界却不是真实体。

最令人熟悉的应是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雨果，他的
理论著作也广为人知，雨果创造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
同时也撰写了很多理论批评文章，这些理论文字既是法国浪



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
理论著作。雨果早起的思想受到教派的影响，因此他当时的
文艺观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后期他产生了变化，开始寻
找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这一段历史的发展，深刻了解了文艺理论，在探究前人留下
的宝贵财富下，对现今社会的文艺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四

在西方关于《物种起源》中进化论的观战常常受到质疑，而
在中国则完全接受，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自然科学上与西方
比是落后的，文化成果以移植为主；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大部
分没有"宗教情结"，在头脑里无"上帝造人"的观念。即使在
大多数参与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其观点是人云亦云，证据更是以点概面。

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该书中描写了生
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
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
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达
尔文把此书命名《物种起源》而不是《生命起源》是有其道
理的。但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把它当作生
命起源的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第二章自然状态下的变异。作者认为自然条件也存在变异。
在此引入个体差异这一概念，指同一父母产出的个体的微小
差异或同一区域内个体存在的小差异。这种差异往往可以遗
传，并可作为变种与物种的中介项加以考察。物种与变种不
是绝对的，往往易于把先发现的定位为物种，而后来者定位
变种，这是不科学的。它们无法被绝对区别开。数量多、分
布广的变种往往多。



西方的科学家大部分是信仰宗教的，他们研究的目的不是为
反对上帝，而是证明上帝的理性，揭示上帝的真意。这也许
是为什么许多现代科学的奠基人，诸如牛顿、伽利略、法拉
第、爱因斯坦及达尔文等等，都相信上帝的原因。但对于我
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人来看，促进他们工作的动力不是上帝
的理性而是自然的理性，正如犯罪的动机可以千奇百怪，但
同种犯罪的目的是一样的，动机与目的混为一谈后，自然的
理性与宗教信仰就等同了。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五

我们在探讨信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有关对进化论
的争论，有些人把之当作不争的事实，而有些人则认为其一
文不值，有时双方各执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大多
数参与这一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读过进化论的经典著作-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我在尝试着读这一本书，那些有意无意的争
论我能从那里明白许多！

首先：什么是生命的起源？这是这本书最为基础的一个问题。

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该书中描述了生
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
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
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但
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把它当作生命起源的
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达尔文坚信所有的物种都是由简单的生命单位演变而来，但
最初的生命是怎样来的呢？一个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实是达尔
文认为它们是被创造的。在这本书里，我发现这样一个结论，
大概意思就是，他在经过类比以后得出结论，所有在地球上
的有机生物都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生命，而这个原始生
命则是“被吹了一口气”而来的。这与圣经里创世记里讲到



人是因上帝吹了一口气而得到生命的写法有点相似。

基于这一结论，我们能够知道，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
的“创造进化论”，这也是为部分基督徒所理解的理
论。(lz13)其实，达尔文所观察到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单到
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基于这一结论，
我们能够知道，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造进化论”，
这也是为部分基督徒所理解的理论。其实，达尔文所观察到
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级到
高级的过程。

坚信上帝是违背科学和理性吗？

达尔文得出了上帝是生命起源的结论，这是发自内心的信仰，
还是一个不得已的结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听说诸
如“坚信上帝是不科学的”或“科学已经否定了上帝”之类
的话，但这些话本身不必须就是科学的，至少是值得我们进
一步商酌的。正如达尔文一样，我们会思索、探讨最初的起
源的问题，但如果不承认有上帝的话，将会遇到一个很大的
难题，人们往往会不得不以很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

在解释生命起源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是要靠信心来理解的，
也既是说，都是信仰。要理解不坚信上帝的信仰，就应是需
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正因这些信仰里实在
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现代科学的
奠基人，诸如牛顿、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及达尔文
等等，都坚信上帝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不坚信上帝的自由，但要用科学和理性来作为这
些事的依据那里有似乎有些牵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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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六

《物种起源》，它是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第一部巨著。
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
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
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
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
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
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
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达尔文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父亲想让
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于是让达尔文进了爱丁堡医学院，但
由于达尔文对医学并不感兴趣。

在退学后，父亲又让他进入剑桥学神学，想让他成为一名牧
师，但仍因达尔文对此缺乏兴趣，所以也没能从课堂上学到
什么。却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
受了科学训练，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
的赏识。在1831年，当植物学家亨斯楼被要求推荐一名年轻
的博物学家参加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时，亨斯楼推荐了忘年
交达尔文。因而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
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后，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
的概念。终于在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
源》。最终达尔文成为了一位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
化论的奠基人，并且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
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作者利用古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



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形态学和分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
他在环球旅行和研究家养动植物时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论
证了现存各种各样的生物是由一个或几个原始类型逐渐进化
而来的，揭示出各种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证明了自然选择
是生物进化的真正动因。自然选择的主要内容是变异和遗传、
生存竞争和选择等。变异是选择的原材料，在生存竞争中，
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趋于绝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
选择保留下来。有利变异在种内经过一代代选择的长期积累
形成新的物种，生物就是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逐渐进化的。此
书毕竟不是文学作品，语言是平实的，用的是叙述性的口吻，
论证举例性的口吻，如果说有时与文学语言很接近的段落，
那也是作者在客观地叙述他在环球旅行和研究家培动物植时
所观察到的事物，没有文学语言的那种夸张与华丽，更多的
是自然科学所必备的精准与谨严。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体现的认真精神同样值得钦佩。
当他谈论到一些问题时，由于版面的限制，无法进行再多的
论述，虽然书中提到的事例已足以证实他的观点，但他仍告
诉读者，他在其他的文章中已有或将有对此问题更深入的论
证。我想，对这种问题，能够不敷衍，充分体现了达尔文对
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
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
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
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因此进化论从此取代了神
创论，并且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
进化的动力。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
选择"，一定会被当做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
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
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
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
命者。

虽然达尔文在完成《物种起源》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
没有影响他要完成该书的决心。我想正是因为这些困难，才



使得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该书中运用了大量资料。并最终
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
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
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且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尽管进化
论有许多的缺陷，但仍然不能掩盖住进化论所具有的巨大意
义：

第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生物学的一次伟大综合。他总结
了前人在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地质古生物学和进化思想方
面的成就，再加上自己亲身考察和对大量动植物变异做的系
统研究，形成了生物进化的理论。

第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以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为基础，
有力地证明了造物主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根本上推翻
了长期统治生物学思想的各种唯心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
使人类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

第三，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科学突破，第一次
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的自大情结；
第二次就是进化论，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
所有的地球生物都与人类有了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并彻底
打破了人类自高自大，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愚昧式自尊。
《物种起源》是世界生物进化很有价值的作品之一，是一部
深切关注生物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书的主体
部分陈述了生物的变异及相互适应的途径，从家养而变异的
知识，因为每种生物产生的个数，远超过其所能生存的个数，
所以常引起生存的斗争，于是人生物的任何变异性质，不论
其如何微小，只要是在复杂的和特殊的生活状态下有利于它
本身的，即将有较佳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
由于坚强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
的变异了的类型《物种起源》具有很多的重大意义：这是一
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标志着19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
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
响历史进程的经典著作，震撼世界的10本书之一，对人类发



展进程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巨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
作，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其中也不乏一些伟人对
它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就认为《物种起源》可以用来当作历
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李卜克内西则认为它是成
为划分科学史前后两个"世界"的界限。而英国植物学家华生
则认为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
大的革命者。我想也许华生的评价有点极端，因为在未来的
世界谁也无法预知，但这已经充分说明了达尔文对人类社会
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不仅
仅是生物进化论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有更多的观点，如自
然选择学说，遗传变异，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适者生存，
这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总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对我是受益匪浅，让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七

书架上随机取下《物种起源》，尽然有意外之喜：找到了丢
拾的购物卡，被当作了书签，在那乖乖地躺着。象一个无耻
的读书人，手里拿着书睡大觉，好表示自己没有丢下书本。

这本《物种起源》，模糊的印象中，好象买了有10年，中间
有读过，也是导致这遗失了2年的卡。要是说起进化论，也能
说出几句，可它的细节就一无所知了。从《圣经》思想看，
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创造的主。传统上的___是极端反对进化论
的，他们高吹创造论，好表示自己的信仰是坚固的。我也是
一个___，我信上帝、我信道，自然的我是认可创造论的。可
我不反对进化论。我认为创造中有进化，进化只不过是创造
物中的一种赋予的一种规律，好让生物能有应对自然变化的
能力。

这样说吧!创造论是宪法，进化论只是相当于民法或刑法什么
的，你的一些思想与观点不能与宪法相冲突。



我的这种观点，是不被正统神学所认可的。从今天我要精读
《物种起源》，真正了解到它说了什么。我不想犯大多数讲
道人的通病，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作出片面的否定。

仅把几句废话写在前面，好表示我要用心去阅读这本书了!算
是开读这本书的缘起吧！

我一直对神奇的大自然充满着浓厚的兴趣，达尔文著作的
《物种起源》正好满足了我对她的求知欲。

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书中描写了生物
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就
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新
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

但毕竟整本书也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设有了生命
以后的事情，达尔文把此书命名《物种起源》而不是《生命
起源》是有其道理的。但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无
意地把它当作生命起源的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社会大众对背道的天主教、英国国教等对大众思想的束缚产
生了抗争，带进了人类思想的自我解放，科学研究的风气渐
渐成型;同时，唯物论渐渐地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的基础。所以，
进化论成了一个时代的综合产物。

如果仔细地读《物种起源》，我们就会大吃一惊：原来我们
过去所“听”来的，大部分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我们
对“进化论”所认识的，多是后人“强加”给达尔文的。甚
至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温和
陈述都延伸到“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一个阶级和另一个
阶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个民族消灭另一个民族的社会
“进化论”。

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造进化论"，这也是为部分___所



接受的理论。其实，达尔文所观察到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
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最后有了人这样的一个次序，并
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早于他三千多年前写成的创世记在描
写上帝创造生物物种的时候，就已经列出了同样的次序。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八

《物种起源》可谓是一部影响人类科学发展进程的绝世经典，
早就渴望拜读一番，今日有幸阅读此书，使我得以有暇一睹
科学巨人留给人类这本百年巨著的风采。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以丰富的研究资料，严谨的科学
论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人入胜的文笔，向全人类庄严
宣告了物种发展的伟大理论——进化论，其中阐述的适者生
存，过度繁殖，遗传变异让我受益匪浅。适者生存，生物只
有去适应自然才能存活下来，这也就引发了生物的进化，达
尔文在其书的一到五章重点阐述了生物的进化，在进化中适
者生存，同样在人类中，只有你像动物一样不断进化般的努
力改变自己，才能被社会所适应，如果不去适应社会，要么
就是被社会所淘汰，要么你去改变社会，可知，连社会都不
能去适应的你，何谈改变社会呢，适者生存，让社会留下你
生存后的一片天。

《物种起源》学说虽不是很完善，但是它的影响和含有的知
识理论是让我不容小觑的，达尔文把建立在科学上的生物学
展现给了我，让我对生物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也让我学会了适
者生存的道理。（贺婷）

我看的这本书，是讲了达尔文的一些故事和一些物种进化和
万物怎么来的的事。

很久以前的时候人们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万物，直到一个天才
的诞生，他就是“达尔文”！



那么变异是怎样产生的呢？那得说到生物的一种神奇的功
能“遗传”，达尔文说：“生物的变异并不是一生下来马上
就能变成那个样子，而是通过遗传，把变异的样子一代一代
地累积下来，变成最终的样子。”

你在看到的各种马，可能就是一种马进化出来的，还有，最
早的长颈鹿脖子并不是那么长，而是长颈鹿想吃树上的叶子
给一点一点给拉长的。

看完这本书，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

物种起源读后感篇十九

我买了一本由达尔文著、舒德干等人译的《物种起源》，这
是一部影响人类科学发展进程的绝世经典，我一向期望能一
睹这本百年巨著的风采，最终有闲暇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一番。

全书分为以下十五章：1.家养状态下的变异、2.自然状态下
的变异、3.生存斗争、4.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5.变异的法
则、6.本学说只难点及其解释、7.对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异
议、8.本能、9.杂种性质、10.地质记录的不完整、11.古生
物的演替、12.生物的地理分布、13.生物的地理分
布(续)、14.生物间的亲缘关系和15.综述和结论。还在附录
中记录了进化论的十大猜想。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以丰富的研究资料，严谨的科学
论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人入胜的文笔，向全人类庄严
宣告了物种发展的伟大理论——进化论。在此之前，人类有
关物种发展的认识一向笼罩在唯心主义宗教统治的阴霾中。
人们认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明所
创造的，神主导一切!各个物种都是孤立的，其间没有任何亲
缘关系。在那个年代，违背教会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乌云
遮不住真理的光芒;黑暗无法阻拦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总有
那么一批坚持真理的人，不畏教会等反对组织的压迫，坚持



真理，经过几个世纪，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真理最终战
胜谬误，人类最终见到了科学的曙光。达尔文就是这样一个
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努力的人。

书中主要探讨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生命的起源达尔文用其
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该书中描述了生物物种由简
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就象是一棵
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新的物种分
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达尔文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是
由简单的生命单位演变而来，但最初的生命是怎样来的呢一
个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实是达尔文认为它们是被创造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体现的认真精神十分值得钦佩。
当他谈论到一些问题时，由于版面的限制，无法进行再多的
论述，虽然书中提到的事例已足以证实他的观点，但他仍告
诉读者，他在其他的文章中已有或将有对此问题更深入的论
证。我想，对这种问题，能够不敷衍，充分体现了达尔文对
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

书中的很多资料值得我们去思考及争论，也有更多地方值得
我们去敬佩和学习，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句话：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的成功取决于我复杂的心理素质。
其中最重要的是：热爱科学、善于思索、勤于观察和搜集资
料、具有相当的发现本事和广博的常识。”我将以这句话为
目标，将结合自我的教学，更进一步地深读此书，为自我充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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