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底两万里读书心得体会 读海底
两万里有感寒假读后感(通用5篇)

教学反思不仅仅是一个回顾性的过程，更是一个深入思考的
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教育的本质。以下是一些优秀的培
训心得范文，供大家参考。

海底两万里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在刚看到书名《海底两万里》的时候，我和所有人一样，认
为这就只是一本如书名一般介绍了海底美妙景色的小说，可
当我读完它的时候，却被它的情节震撼了，被其中的人物吸
引了。

人们口中的事实，不过就是愿意相信的可能，并为这个可能
付出一切能让自己心安的行动。人们对于好奇心和恐惧，往
往会有着激动的情绪。就像书的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发生
的一切是“独角鲸”所为，并为之实施了一系列的计划，派
出了追捕的驱逐舰“林肯”号。直到“林肯”号出事，才让
阿罗纳克斯和康赛尔一行人，遇上了人们想象中的“怪物”，
也从此和驾驶着“鹦鹉螺”号潜水艇的尼摩船长有了交集。

“鹦鹉螺”号的航行线路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到红海到地中
海到大西洋，接着从大西洋到南极海域回到大西洋最后到达
北冰洋。阿罗纳克斯乘潜艇使他饱览了海洋里的各种动植物
和奇异景象。

我印象最深的尼摩船长说过的一句话:“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
么主子!在海中我完全是自由的!”他视自由高于一切。为了
自由可以不靠近土地，除非万不得已也只会在一个无人的荒
岛上短暂停留。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体，生命和科
研成果一起奉献给大海。但他同时也是神秘的人，到书的结
尾仍然没交代他是哪国人。一个热爱大海的人，在最后却攻



击了其他国家的战舰，并使其被击沉在自己热爱的大海里，
难道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口中所说，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被压迫
者，而压迫者在他面前就要复仇吗?那他最后拿出的黑色旗帜
又是为了什么?不得而知。

书中的尼摩船长是最具象征意义的角色。凡尔纳笔下的尼摩
船长是一名反抗压迫的战士，赋予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
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凡尔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奴隶制和
压迫者的进步思想。凡尔纳又何尝不是在借着尼摩船长之口
表达自己心中所想呢!

海面看上去的风平浪静和波澜不惊，你又怎会知道它海底两
万里的壮阔美丽?这其中深意大概就只有身临其才能体会吧。

海底两万里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大家看过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吗?这本书是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着
作，里面有丰富的情节，在海底也有陆地上有的东西，盆地、
峡谷、森林，还有着名的亚特兰蒂斯。下面小编整理初中生
寒假《海底两万里》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仔细地端详了它的封面：一艘潜艇
在海洋里自由穿梭，它身边不时会有几条小鱼游过。很显然，
这是一个讲海底历险的故事。

文中的“我”是博古通今的阿尤纳斯教授。因为海底有“巨
怪”，所以他就与捕鲸手尼德和好友康塞尔协助美军调
查“巨怪”。不幸被“巨怪”攻击，最后竟被“巨怪”所救，
这时他们才发现，“巨怪”竟是一艘潜艇。

起初般长对他们十分冷漠，后来才渐渐熟悉起来：船长叫尼
摩，知识渊博、冷静、睿智、处变不惊。



读完这本书，我对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充满了钦佩之
情：海底森林、土著人、南极历险、木制潜艇，以及当时尚
不开发的电力，无处不穿插着作者的想象力。然而，本书中
也有一个非凡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遇上困难沉著镇
定，以及对贫困人民的关爱……作者将这些特点融为一体，
构成了一个气质非凡的人物：尼摩船长。一开始，由于他老
是损毁船只，以致我十分讨厌这个船长，后来他真正的品质
才逐渐显露出来，以致使人对他由衷地赞叹。

最后，船长在危急关头把他们救了出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信任。船长信任他们，所以才会放了
他们。人们常说“信任是人们沟通的桥梁”。正因为船长他
们互相信任，互相沟通，所以在危急关头，船长选择了信任
他们。其实，在真实生活中，信任也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只
有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才能共享快乐;一个团队只有相互相信
任，才能创造辉煌。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信任，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吗?

我轻轻合上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书中精彩的
故事情节使我难以忘怀，尼摩船长他那爱国的心更是久久留
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抹不去。

文中写印度王子——尼摩船长因自我的祖国被殖民奴役，他
的父母妻子牺牲了，他凭着自我的知识设计建造了“鹦鹉
螺”号潜水艇，为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奉献着海底采集的财
富，并在航海中撞沉了英国战船，为祖国人民复了仇。

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祖国危急存亡的关头，抛头颅，
洒热血，为国捐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是曹植的
慷慨悲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的金玉良
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的铮铮誓
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的悲壮抉



择。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大义凛然，从容应对生死祸福?是祖
国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和祖国在一齐，祖国人民永远记住他
们!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不爱国的表现。红领巾是
我们少先队员的象征，可总有人忘记佩戴，难道说是那些人
忘记了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一种荣誉、一种象征?更
是一颗颗爱国心在燃烧;当国歌响起，有些同学还在东张西望、
交头接耳，要明白升旗敬礼是对祖国的敬意呀!还有少数
人“崇洋媚外”，正如《家有儿女》中刘星说的：冰箱里有
哈根达斯冰淇淋，还吃什么中国破冰棍!这些现象在我们生活
中十分常见。可见，他们与尼摩船长相比，有多大差别啊!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让我懂得了爱国、报效国家，我真
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中体现爱国，
为国争辉。

打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
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
传奇色彩的海底之旅。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
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
植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让我知道了大量的
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
采集、潜水艇的构造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我感叹
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竟能在还未发明电灯的社会中
预料到未来世界，把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海
底世界。

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性格阴郁，却又
知识渊博。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
声地落泪;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厌恶陆
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逃避人类，
施行可怕的报复尼摩船长对人类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
的心中充满无尽的痛苦，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南极缺氧的时候，当时只有潜水服上的储蓄罐里还有一丝
空气，那时由于缺乏空气，他们几乎虚脱。这时，尼摩船长
没有去吸最后一丝空气来维持生命，而是把生还的机会留给
了教授。他为了别人的生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行
为感动了无数读者，也感动了我。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作者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
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要重视防止被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
机的行为。儒勒。凡尔纳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
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面对这早在两百年前的先知者的呼吁，
我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此书只是让读者感受丰富多彩的
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吗?不，它是在启发我们，让我们的心灵
对自然科学有更大的收获。

儒勒。凡尔纳是在告诉我们：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只有当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来源于现实或高于
现实的想象，否则不是科幻只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没有，
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假期里，我最喜欢读的书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写的《海
底两万里》。这是一部科幻冒险小说，读这本书不仅能同主
人公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
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许多的海底动植物，还有海底洞穴、
暗道和遗址等，还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和地理地质知
识。

书里面讲了在1866年在美国的某片海域出现了一只海怪，于
是，美国政府派了战舰“林肯”号、捕鲸大王尼德·兰、生
物学家阿龙纳斯、阿龙纳斯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林肯”号的
所有船员一起去捉海怪。但是，他们在海面上一直行驶着，
连海怪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在一天早上他们准备打道回府
的时候，尼德·兰发现了那只海怪!于是机械师丢下机器，伙
夫丢下锅炉，厨师丢下汤勺，大家全部都聚集到甲板上去观
看。随后，舰长下令全速追击，必须追上海怪!可最后，他们



被海怪掀起的两股巨浪打翻了，“林肯”号随着海浪漂到了
别的地方(本资料来自)。阿龙纳斯、尼德·兰、康塞尔落到
了潜艇“鹦鹉螺”号的甲板上。被六个蒙面大汉拖进了舱里。
在“鹦鹉螺”号上，他们认识了艇长尼摩，参观了“鹦鹉
螺”号和奇妙的海底世界，还参加了海底葬礼，与章鱼、鲨
鱼、土著人展开了搏斗、在此期间，尼德·兰一直在筹划怎
样逃跑。更疯狂的是，尼摩艇长竟然还驾驶潜艇撞向一艘战
舰!最后，尼德·兰一行人成功逃出了鹦鹉螺号，回到了陆地
上。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康塞尔的忠诚、沉稳、执着、随从，
读到了尼德·兰崇尚自由的愿望，还读到了尼摩艇长的才华
过人、机智勇敢，以及阿龙纳斯的勇于探索和知识渊博。我
很佩服尼摩艇长，但是在他身上有值得我学习的优点，也有
我应该掘弃的缺点。优点是他学识渊博，才智过人，能在危
急情况下做出正确而机智的措施，并且用自己的知识打造
了“鹦鹉螺”号，能和船员们平起平坐，以身作则，勇敢果
断。缺点是他内心充满了仇恨，有些冷酷和固执，不过在故
事中，也展现了他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一面，所以我很敬佩
他。

这是一本精彩的科幻小说，大家有兴趣也读一读吧。

寒假中，我读了不少好书，但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要数法国
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名著《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写于1870年。这部作品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
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六六年，当时海
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怪物，生物学者阿龙纳斯接
受邀请参加追捕，在追捕过程中他不幸落水，游到怪物的背
上。其实这怪物并不是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
潜水船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
构造巧妙，利用海洋发电。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
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红海、地中海，进入



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又经历了土人围攻、
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
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布于
世。

书中的主人公尼摩船长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非常吸引人的
人物。尼摩根据自己的设计建造了潜水船，潜航在海底进行
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探
寻自由，又对自己孤独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悲痛。在孤独的生
涯中他巧遇了阿龙纳斯并与他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
这部作品集中了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所有特点。曲折紧张的故
事情节，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
逼真的美妙幻想融于一炉。读起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科幻小说是我一直都最喜爱的文学体裁，但并不是每一本科
幻小说都像《海底两万里》一样富有强烈的可读性，它作为
一本远见博学的小说，为对海底知识了解不详尽的读者解读
了他们的旅程。整部小说动用大量篇幅介绍诸如海流、贝类、
珊瑚、海底植物、海洋生物循环系统、珍珠生产等科学知识，
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启蒙小说。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完全自
然的知识启迪，使人们对因景而生的各种想法和收获都得以
牢固的保存。

在1870年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并流传至今是极为珍贵的，它从
头至尾贯穿的两个字：幻想。幻想自古以来便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力量源泉.直到今天，事实证明作者儒勒·凡尔纳的一切
幻想都是有现实基础的，例如：海底森林，穿越海底隧道，
一块沉没的大西洋洲。在未来世界，一切幻想皆成为了现实.在
《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说："人类进步的实在是太慢了.
"幻想是进步的翅膀.100多年前的人的幻想在100多年后成为
现实，探索是无止境的啊!



海底两万里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这些天，我看了一本儒勒·凡尔纳的探险小说《海底两万
里》。这本书真的弄得我晕头转向：因为它不是青少版的，
所以并不那么好理解。并不是它的词语、句段难以理解，而
是里面几乎每句都不离科学的专业术语。如：纬度、西经、
还有那些动物学分类……都没学过啊!这让我郁闷之极。所以，
读书的效率低了不少。不能像以前那样通顺流利地默读了，
而要用手指着，一字一句地念。虽说不好读，但我仍明白了
它的内容：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带我们领略了海洋的美丽、
神秘……

海洋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我们需要去更多的探索，去了解
这个神秘的蓝色世界……

海底两万里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书中的人物被凡尔纳刻画得栩栩如生：完全是个迷的尼摩船
长，勇敢强壮的尼德兰，忠诚于主人的康纳尔，还有勇于探
索，善于观察，有毅力，有恒心，热爱科学、探险的阿龙纳
斯教授。

阿龙纳斯教授的毅力和恒心使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一位母亲正在教一个孩子用弹弓打玻
璃瓶，可惜的是这个孩子早已双目失明，许多次下来，孩子
每次都会打偏，细密的汗珠布满了他的额头，母亲看见一点
儿进展也没，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够了，孩子，别太勉
强自己了，打不来就算了吧。”孩子握紧了手中的弹弓，咬
了咬牙，说：“是，我是看不见，打玻璃瓶对我来说是遥不
可及，但我只要努力，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我虽然看不见，
但我要让这个世界看到我。”话刚落下，他举起手中的弹弓，



把石子从弹弓上打了出去。一次、两次、三
次……“啪——”清脆的响声划破宁静的夜空，孩子的脸上
终于绽开了笑容。

《海底两万里》，它让我看见了毅力的美

海底两万里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本科幻小
说讲述的故事真是大胆至极。凡尔纳以第一人称书写了生物
学家阿龙纳、仆人康赛尔、加拿大人奈德兰误进鹦鹉螺号的
种种经历。

书中语言生动形象，其描绘的海底世界也趣味盎然，总能让
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被困南极冰下的那一节，主
人翁在冰下无法呼吸到新鲜氧气，对缺氧症状细致入微的描
写令我感同身受，仿佛也开始胸闷、呼吸不畅起来。

可是，凡尔纳并没有亲自下过海，写出的小说却使人感受那
么真实，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仔细品味原文，终于总结出了
原因。

从语言上来看，这本小说既有记叙文语言的细腻入微、生动
有趣、紧扣人心，又有说明文语言的准确到位、简洁明了，
他的写作风格确实独树一帜。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凡尔纳能
用科学真理来解释一切，他总是将科学知识结合到文中，使
每一种现象都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使人不得不信，这
也就是他的作品深入人心的原因吧。

由此可见，凡尔纳所写出的科幻小说，绝不只是虚无缥缈的
幻想，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幻想。科学，是他说服读者
最简便、也最有力的方法。

重读此书，我感慨万千。我也要抓住这大好的青春年华，努



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我修养，充实自我，发展自我，
做一个像凡尔纳一样用科学武装头脑，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