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实用8篇)
环保是指保护自然环境，预防和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的
行为和活动。如何做到环保从我做起？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
的小事做起。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环保行动计划，希望
能给大家提供参考。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一

科学是决不能不劳而获，除了汗流满面而外，没有其他获得
的方法。热情幻想以整个身心去渴望，都不能代替劳动，世
界上没有一种“轻易的科学”。科学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
一环，他是无处不在，小至在我们身边，大至充满神秘色彩
的宇宙，是多么让人向往，我开始喜欢上了科学喜欢上了读
科学类的文章书籍。

《科学探索者》之《运动、力与能量》这本书共有六章：运
动、力、流体力学、功与机械、能与功率、热能与热量。每
个章节环环相扣，由运动引出力，再由力转到机械，最后介
绍能量。本书主要讲述了物理学中的力学、热学的一些初步
知识，结合实际介绍了速度、加速度、流体压强、功、能、
热量等概念，以及相关的力学、热学定律，带领我们去探索
科学的奥秘，让我们了解了身边的力与能量的知识。

《科学探索者》这套书不像我们的课本，一句句话都是知识
点与概念，这套书不同，它是通过一些实验研究的小故事与
科学家的一问一答的方式，告诉我们知识点。我想，美国的
学习比我们有趣的原因就是这吧！读完了这本书，我学到了
很多。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
一定有另一个物体对它施加这种作用，前者是受力物体，后
者是施力物体。只要有力的作用，就一定有受力物体和施力
物体。但施力物同时也是受力物，受力物同时也是施力物。
主要是看哪种物体或哪种物质是主动，哪种物体或哪种物质



是被动来判断施力物与受力物。平常所说，物体受到了力，
而没指明施力物体，但施力物体一定是存在的。

我还知道了能的性质：一个物体能够对外做功则这个物体就
具有能。也就说这个物体有做功的能力，本领。在物理学中，
把物体做功的本领叫做能。物体做多少功就说它具有多少能，
像流动的河水，飞行的子弹，自由下落的重物，压缩的弹簧，
燃烧的焰火，高压的气体……都是能。看到现在，令我最深
刻的就是功，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词儿，现在看了书以后，
才知道功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在科学上，如果你施力于
某一物体，并使这一物体在该力的作用下发生了一段位移，
那么，你就做了功。例如，你推了一下秋千上的小孩，你对
小孩做了功；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你对书做了功等等。此
外，我还了解到了流体力学的压强、能与功率、热能与热量
等等知识。

在书中我受益匪浅，不仅如此，我还明白了只有有了实践精
神，科学才真正有了意义，才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光彩，而
嘴上说却无动于衷的“精神”科学只是虚幻的。举一个简单
的例子，人们都认为在太空肉眼能看到万里长城，但“神舟
五号”飞上天后证明这是错误的。这就应证了那句古
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
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
的博大胸怀。更重要地是，我们还应当教育我们的后代，要
热爱科学，尊重科学。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完了《科学探索者》，真是受益匪浅，让我大开眼。
而且在科学探究下的产物触目皆是世界的，具有良好的科学
素养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需要。



在讲到生物体是否是来自非生物体时，作者在“探索”一栏
中提到了雷迪和巴斯德的实验，还分别配上了说明过程的示
意图，让人一看就明白。认真精选、贯穿全书的优美照片和
精致的插图，更是相得益彰。我一口气将这本书读完，对生
物学的兴趣增加了，很愿意了解更多的内容。另外，本书在
注重探索科学奥秘的同时，也向读者陈述了在某些问题上的
不同观点。比如，对于抗生素的使用，作者就给读者留下了
思考空间，也让读者分析原因，寻找解决办法。

《科学探索者：从细菌到植物》讲述了细胞通过消耗能量来
完成生物体必需的活动，如生长、修复损伤部位等。一个生
物体内的细胞往往同时努力地工作着。例如你在看这段文章
时，不仅你的眼睛和大脑的细胞在工作，而且你体内的其他
细胞也在工作。你的胃肠细胞在消化食物，血细胞在体内运
输化合物。若此时你受伤了，则还会有一些细胞来“修补”
这个创口。

《科学探索者：天文学》讲述了珍妮·露正在观测的是太阳
系中最远行星之外的天体，它是一个环绕太阳的由几百万块
冰石碎片组成的环。露和她的合作者戴维·朱伊特是在1992
年首次发现这些天体的。由岩石组成的冥王星是这个环中最
大的天体，这个环称为柯伊伯带。冥王星和其他大约3000个
天体一起穿越太空行进，露和朱伊特将这些天体称为小冥王
星群。在柯伊伯带中，有一些天体会逃离出来，并向太阳靠
拢。太阳的炽热使它们发亮而变成彗星。读了这些书，我感
受到了科学的奥秘真是无穷无尽啊！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长
大以后，运用这些的知识，去探索科学更多的奥秘，报效祖
国，为民造福！时刻提醒我，人虽然是地球的主人，但永远
无法改变整个地球，我们一定要善待地球，善待动物，保护
环境！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三

这个五一假，爸爸给我买了一套“美国最权威的研究型学习



教材”——《科学探索者》。我听说，这本书对于初中的科
学学习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是美国普遍选用的理科教材。
于是，我便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科学探索者——天文学》。

翻开书本，我看到了目录，知道了本书介绍的是地球、月球
和太阳、太空中的地球、相、食和潮汐、与技术科学的综合：
火箭和卫星、地球卫星——月球、太阳系、观测太阳系、太
阳、内行星、外行星、彗星、小行星和流星、与生命科学的
综合：地球以外还有生命吗、恒星、星系和宇宙、与物理学
的综合：现代天文学的工具、恒星的特征、恒星的寿命、恒
星系统和星系、宇宙的历史、火星之旅还有参考部分、技能
手册、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动手测量、科学研究、理性思维、
信息处理、绘制图表、实验室安全守则、星图。

书本开头，讲述的是著名天文学家珍妮·露博士还是个小女
孩时，就从越南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修物理
学，在麻省理工大学修天文学。主要讲述了珍妮·露博士5年
中一夜又一夜的观测与工作。她观测的是太阳系中最远行星
之外的天体——柯伊伯带。她说：“这很费时间，而且我们
又不知道是否会取得成果。”最终，她们成功了。这也是科
学探索必要的坚持与努力。接着，作者向我们讲述了来自宇
宙的神秘故事，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世界。

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月球与潮汐变化的关系这一章节。
由于万有引力作用，月球地球互相吸引。而发生潮汐，则主
要是由于月球对地球的不同部位施加不同引力之故。发现万
有引力存在的便是世界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牛
顿。相传牛顿一天坐在苹果树下，突然被树上掉落的苹果砸
中脑袋。他想到：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飞，偏偏往地上掉呢？
这样就有了万有引力定律。

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太阳系中最远行星之外的天体，它是一
个环绕太阳的由几百万块冰石碎片组成的环。由岩石组成的
冥王星是这个环中最大的天体，这个环称为柯伊伯带。冥王



星和其他大约3000个天体一起穿越太空行进，这些天体称为
小冥王星群。在柯伊伯带中，有一些天体会逃离出来，并向
太阳靠拢，太阳的炽热使它们发亮而变成彗星。

宇宙是浩瀚无际、神秘莫测的，是需要人们一直探索与研究
的。宇宙还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解答，也许，这
些谜团就会被将来的我们解开，会有那么一天的！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科学探索者》的书，这本书详细描写了
地球内部、天文学、声和光等各方面的知识。
通过它，我知道了地球原来是由地壳、地幔、外地核、内地
核组成的一个球体。地壳是由岩石组成的圈层，包括干燥的
陆地和海洋底。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岩石、山脉和大面积
的水域。
地幔是非常炽热的的固体岩石组成厚达3000km，由岩石圈、
轮流圈、下地幔构成。地核主要由铁和镍等金属组成，它包
括液态的地核和固态的地核两部分，两者合在一有3486km厚。
原来全世界都住在一个球体里，地球是多么的奇妙。
读了这本书，开阔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思维想象空间，
学习到了许多课外知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今年寒假，爸爸给我买了一套建兰中学推荐看的书，叫《科
学探索者》。这套书的内容有些深奥，有些内容我看不懂。
但我经常会捧着它，看得津津有味。
这本书记录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知识和许多与科学界名人的对
话，让我们从他们的话中获取科学知识，感受科学奥秘。
这是一套包含了很多科学知识的书，这套书包括《运动、力
和能量》、《声与光》、《电与磁》、《天文学》、《化学
反应》、《物质构成》、《环境科学》、《从细菌到植物》
等。它带领着我，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做一个小小的“科学
探索者”！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五一节”老师也推荐我们读的
《天文学》一书。这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它到
底好在哪里呢？让建兰中学和老师都这样推荐它，它到底有
什么特别之处？
我找出《天文学》这本书，它的封面上是八大行星中的土星
和它的一颗卫星，看到这个图画，我的脑袋里冒出了许多问
题：八大行星是怎样排列的？分别是叫什么名字？我带着问
题，翻开书，希望在书中寻找到答案。
在《天文学》这本书中，我学到了：八大行星从内向外分别
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我想，这些星球中一定都包含着数不清的奥秘，是我们要不
断的去观察和探究的。我还知道了：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星
球，上面的水都被太阳蒸发了；金星的自东向西转，所以金
星上的太阳是西升东落；土星有一个美丽的光环，十分美
丽······看了这些内容，我真是大开眼界。我立下宏
愿，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制造出制造空间探测器，去宇宙
中的许许多多的星球中，探索它们的奥秘。
读了这本书，我感受到了科学的奥秘真是无穷无尽啊！我一
定会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运用这些的知识，去探索科学更
多的奥秘，报效祖国，为民造福！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完了《科学探索者真是受益匪浅，让我大开眼。而
且在科学探究下的产物触目皆是世界的，具有良好的科学素
养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需要。

在讲到生物体是否是来自非生物体时，作者在“探索”一栏
中提到了雷迪和巴斯德的实验，还分别配上了说明过程的示
意图，让人一看就明白。认真精选、贯穿全书的优美照片和
精致的插图，更是相得益彰。我一口气将这本书读完，对生
物学的兴趣增加了，很愿意了解更多的内容。另外，本书在



注重探索科学奥秘的同时，也向读者陈述了在某些问题上的
不同观点。比如，对于抗生素的使用，作者就给读者留下了
思考空间，也让读者分析原因，寻找解决办法。

《科学探索者：从细菌到植物》讲述了细胞通过消耗能量来
完成生物体必需的活动，如生长、修复损伤部位等。一个生
物体内的细胞往往同时努力地工作着。例如你在看这段文章
时，不仅你的眼睛和大脑的细胞在工作，而且你体内的其他
细胞也在工作。你的胃肠细胞在消化食物，血细胞在体内运
输化合物。若此时你受伤了，则还会有一些细胞来“修补”
这个创口。

《科学探索者：天文学》讲述了珍妮·露正在观测的是太阳
系中最远行星之外的.天体，它是一个环绕太阳的由几百万块
冰石碎片组成的环。露和她的合作者戴维·朱伊特是在1992
年首次发现这些天体的。由岩石组成的冥王星是这个环中最
大的天体，这个环称为柯伊伯带。冥王星和其他大约3000个
天体一起穿越太空行进，露和朱伊特将这些天体称为小冥王
星群。在柯伊伯带中，有一些天体会逃离出来，并向太阳靠
拢。太阳的炽热使它们发亮而变成彗星。读了这些书，我感
受到了科学的奥秘真是无穷无尽啊!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长大
以后，运用这些的知识，去探索科学更多的奥秘，报效祖国，
为民造福!时刻提醒我，人虽然是地球的主人，但永远无法改
变整个地球，我们一定要善待地球，善待动物，保护环境!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六

体能够吸引钢铁一类的物质。它的两端吸引钢铁的能力最强，
这两个部位叫做磁极。能够自有转动的磁体，例如悬吊这的`
磁针，磁静止时指南的那个磁极叫做南极，又叫s极;指北的
那个磁极叫做北极，又叫n极。异名磁极相互吸引，同名磁极
相互排斥。磁铁吸引铁、钴、镍等物质的性质称为磁性。磁
铁两端磁性强的区域称为磁极，一端为北极（north因为英文
北方的开头字母是n，所以又称n极），一端为南极（south 因



为英文南方开头第一个字母是s，所以也称s极）。实验证明，
同性磁极相互排斥，异性磁极相互吸引。

铁中有许多具有两个异性磁极的原磁体，在无外磁场作用时，
这些原磁体排列紊乱，它们的磁性相互抵消，对外不显示磁
性。当把铁靠近磁铁时，这些原磁体在磁铁的作用下，整齐
地排列起来，使靠近磁铁的一端具有与磁铁极性相反的极性
而相互吸引。这说明铁中由于原磁体的存在能够被磁铁所磁
化。而铜、铝等金属是没有原磁体结构的，所以不能被磁铁
所吸引。

什么是磁性？简单说来，磁性是物质放在不均匀的磁场中会
受到磁力的作用。在相同的不均匀磁场中，由单位质量的物
质所受到的磁力方向和强度，来确定物质磁性的强弱。因为
任何物质都具有磁性，所以任何物质在不均匀磁场中都会受
到磁力的作用。

在磁极周围的空间中真正存在的不是磁力线，而是一种场，
我们称之为磁常磁性物质的相互吸引等就是通过磁场进行的。
我们知道，物质之间存在万有引力，它是一种引力常磁场与
之类似，是一种布满磁极周围空间的常磁场的强弱可以用假
想的磁力线数量来表示，磁力线密的地方磁场强，磁力线疏
的地方磁场弱。单位截面上穿过的磁力线数目称为磁通量密
度。

运动的带电粒子在磁场中会受到一种称为洛仑兹（lorentz）力
作用。由同样带电粒子在不同磁场中所受到洛仑磁力的大小
来确定磁场强度的高低。特斯拉是磁通密度的国际单位制单
位。磁通密度是描述磁场的基本物理量，而磁场强度是描述
磁场的辅助量。特斯拉（tesla，n）（1886~1943）是克罗地亚
裔美国电机工程师，曾发明变压器和交流电动机。

物质的磁性不但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并因此
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近自我们的身体和周边的物质，远



至各种星体和星际中的物质，微观世界的原子、原子核和基
本粒子，宏观世界的各种材料，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磁性。

世界上的物质究竟有多少种磁性呢？一般说来，物质的磁性
可以分为弱磁性和强磁性，再根据磁性的不同特点，弱磁性
又分为抗磁性、顺磁性和反铁磁性，强磁性又分为铁磁性和
亚铁磁性。这些都是宏观物质的原子中的电子产生的磁性，
原子中的原子核也具有磁性，称为核磁性。但是核磁性只有
电子磁性的约千分之一或更低，故一般讲物质磁性和原子磁
性都主要考虑原子中的电子磁性。原子核的磁性很低是由于
原子核的质量远高于电子的质量，而且原子核磁性在一定条
件下仍有着重要的应用，例如现在医学上应用的核磁共振成像
（也常称磁共振ct，ct是计算机化层析成像的英文名词的缩
写），便是应用氢原子核的磁性。

磁性材料可分为软磁性材料如铁和硬 磁性材料 如钢。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七

《科学探索者》这套书的内容有些深奥，有些内容连我都看
不懂。但我天天捧着它，看的津津有味，连外出旅游时也要
带上一本，为的是路上看。

这本书写下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知识和许多与名人的对话。它
的内容主要包括运动、水资源、声光、电磁、天文、化学、
物理、环境、植物等。它带领我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做一个
小小的“科学探索着”！

每册书的封面十分好看。《运动、力与能量》的封面是一个
巨大的摩天轮；《地球上的水》是一个小梯形瀑布；《天文
学》是八大行星中的土星和它的.一颗卫星；《天气与气候》
是城市上空划过夜幕的闪电······看到这些图画，我
的脑袋里冒出了许多问题：摩天轮为什么会转动？瀑布里的
水会不会流完？八大行星怎样排列？闪电是怎样形成的？我



立刻翻开书，去寻找答案。

在书中，我知道了：八大行星从内向外是水星、金星、地球、
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排列的。我想到这些星
球都包含着数不清的奥秘。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星球，上面
的水都被太阳蒸发了；金星的自东向西转，所以金星上的太
阳是西升东落；土星有一个美丽的光环，十分美
丽······看了这些内容，我真是大开眼界，长大以后，
我要制造空间探测器，去宇宙中的许许多多的星球中，探索
它们的奥秘。

在《运动、力与能量》的开头，科学家奥安尼斯·米奥利斯
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有趣的小事情：他发现，槭树的叶子长得
像一对翅膀，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他经观察研究发现，种
子长得像翅膀，使他能旋转着降落到地面上，遇到风，他能
落到很远的地方，这样更有助于它的生长。读了这个故事，
我深有感触，我要向奥安尼斯·米奥利斯学习，做一个有心
人，细心观察，认真研究，寻找事物生长的真相。

读了这套书，我感受到了科学的奥秘真是无穷无尽啊！我一
定会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运用这些的知识，去探索科学更
多的奥秘，报效祖国，为民造福！

科学探索者的读后感篇八

这个五一假，爸爸给我买了一套“美国最的研究型学习教
材”——《科学探索者》。我听说，这本书对于初中的科学
学习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是美国普遍选用的理科教材。于
是，我便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科学探索者——天文学》。

翻开书本，我看到了目录，知道了本书介绍的是地球、月球
和太阳、太空中的地球、相、食和潮汐、与技术科学的综合：
火箭和卫星、地球卫星——月球、太阳系、观测太阳系、太
阳、内行星、外行星、彗星、小行星和流星、与生命科学的



综合：地球以外还有生命吗、恒星、星系和宇宙、与物理学
的综合：现代天文学的工具、恒星的特征、恒星的寿命、恒
星系统和星系、宇宙的历史、火星之旅还有参考部分、技能
手册、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动手测量、科学研究、理性思维、
信息处理、绘制图表、实验室安全守则、星图。

书本开头，讲述的是天文学家珍妮·露博士还是个小女孩时，
就从越南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修物理学，在
麻省理工大学修天文学。主要讲述了珍妮·露博士5年中一夜
又一夜的观测与工作。她观测的是太阳系中最远行星之外的
天体——柯伊伯带。她说：“这很费时间，而且我们又不知
道是否会取得成果。”最终，她们成功了。这也是科学探索
必要的坚持与努力。接着，作者向我们讲述了来自宇宙的神
秘故事，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世界。

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月球与潮汐变化的关系这一章节。
由于万有引力作用，月球地球互相吸引。而发生潮汐，则主
要是由于月球对地球的不同部位施加不同引力之故。发现万
有引力存在的便是世界科学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牛顿。
相传牛顿一天坐在苹果树下，突然被树上掉落的苹果砸中脑
袋。他想到：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飞，偏偏往地上掉呢？这
样就有了万有引力定律。

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太阳系中最远行星之外的天体，它是一
个环绕太阳的由几百万块冰石碎片组成的环。由岩石组成的
冥王星是这个环中的天体，这个环称为柯伊伯带。冥王星和
其他大约3000个天体一起穿越太空行进，这些天体称为小冥
王星群。在柯伊伯带中，有一些天体会逃离出来，并向太阳
靠拢，太阳的炽热使它们发亮而变成彗星。

宇宙是浩瀚无际、神秘莫测的，是需要人们一直探索与研究
的。宇宙还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解答，也许，这
些谜团就会被将来的我们解开，会有那么一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