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实用8篇)
学习心得的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的笔头功夫，培养语言表达的
能力，对今后的写作有所裨益。工作心得的撰写过程也是思
考的过程，通过写作可以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和解决的方法。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一

波涛阵阵，似乎起伏于我的耳畔。那大海之下，是否有着一
艘幽灵船神秘的鹦鹉螺号?是否有着那位与世隔绝的尼摩船
长?翻开《海底两万里》，让我们随着鹦鹉螺号一起探索。

从阿罗纳克斯教授一行人去捕获“怪物”到被捕获，从登
上“怪物”鹦鹉螺号到尼摩船长初次现身，每一个镜头每一
个画面，都是如此地精彩绝伦。

最让我好奇的便是那尼摩船长神秘的身份。他知识渊博并举
止高雅，威严冷峻且富有正义感，他反对压迫，热爱海洋，
向往着自由。

这位船长对人类社会存有一种无法改变的不信任与愤懑。在
一位受重伤至死时，他们去了海底，那离波涛汹涌的海面数
百尺的地方，是他们静谧的墓地。那位死去的船员，将被众
人遗忘，但他们却不会忘记他，珊瑚虫会尽职尽责地把死去
的人永远封闭起来!尼摩船长神情严肃地说：“他将永不会受
到鲨鱼以及人的侵扰!”

在静谧的大海深处，有艘小艇，藏着秘密，在那海面浮浮沉
沉，沉沉浮浮。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二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第二部作品。当
我捧起这本书美读时，我就好像走进了奇妙而神秘的海底世
界。

18__年，海上出现了一个行动敏捷的“庞然大物”，人们认
为它是一条独角鲸，一个学富五车的科学家阿龙纳斯教授要
把它除掉，最后，知道了这条独角鲸是一艘鹦鹉螺号的潜水
艇，这艘潜水艇上的船长尼摩是一位国籍不明的人，他把阿
龙纳斯教授、阿龙纳斯教授的伙伴尼德·兰和阿龙纳斯教授
的仆人康塞尔一起囚禁了起来，没让他们离开潜水艇。

之后，他们一起周游了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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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
现了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尼摩船长心地十分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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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南极缺氧的时候，潜水服的储蓄罐里只剩下
一丝空气了，但是尼摩船长并没有吸最后的空气来维持生命，
而是把空气给了阿龙纳斯教授，他为了别人而牺牲了自己，
他的壮举让我顿时泪流满面，心生感动和震撼!

有一次，阿龙纳斯教授和尼摩船长去采珠，他们在途中看到
了许多稀有的珍珠，尼摩船长带着阿龙纳斯教授去了一个海
底岩洞，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珍珠，这颗珍珠是尼摩船长自
己养的，阿龙纳斯非常佩服尼摩船长。

还有一次，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伙伴们看见了一个巨型海马，
他们到了小艇上，尼德·兰猛地用鱼叉叉那只海马，海马挣
扎了一番就死了。回到船上，阿龙纳斯教授还和他们一起吃
了一顿海马肉呢!

……



终于有一天，阿龙纳斯和他的伙伴一起逃出了鹦鹉螺号，但
是，阿龙纳斯很想念善良多才的尼摩船长。

读完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我十分佩服作
者写作的高超技巧，它是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欢的一部
小说，我喜欢看《海底两万里》这部书。

最近我看了一部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里面最吸引我的
就是《勇斗大章鱼》这一章节了。

故事讲到尼摩船长一行人乘坐的“鹦鹉螺”号客轮从南极脱
险后，又遇上了一只长达两米的大章鱼。许多人都在与章鱼
的搏斗中悲惨的死去了。英勇的尼摩船长没有被吓倒，依然
举起大斧顽强地和大章鱼搏斗，最终砍死了章鱼。

在与章鱼搏斗的过程中，尼摩船长又一次失去了同伴。危难
时刻，他没有退缩，表现得那么英勇顽强。他浑身是血，孤
独地站在探照灯旁的身影，将成为一幅永恒的画面，永远留
在我的脑海中。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个个像“大章鱼”一样的困难，
是缴械投降呢，还是迎难而上?当然应该像尼摩船长那样，凭
着自己的勇气与智慧顽强地和困难作斗争，因为“困难面前
不低头，绝望就会变成希望。”

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困难。

那是一次科技课，老师让我们玩“七巧板”。我和同学们依
照图纸用“七巧板”拼老鹰，拼显微镜……玩得不亦乐乎。
下课了，我准备收起“七巧板”，可是怎么也不能将它们放
回原来的正方形盒子里了。我横拼、竖摆，急得满头大汗，
试了十几种办法，就是放不进去，气得我七窍生烟，真恨不
得将它们扔进垃圾桶。上课铃响了，我只好胡乱地将它们收
进书包。



放学后，我的倔劲上来了，一回家就拿出“七巧板”仔细琢
磨。我认真地想了一下正方形的特点，又仔细回想了“七巧
板”被我取出之前的样子，边想边摆，嘿，还终于被我放进
去了!那一刻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所以，就让我们铭记尼摩船长给予我们的启示：只要有厄运
打不垮的信念和勇于面对生活的不幸和苦难的勇气，不向困
难低头，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这是一本关于冒险的小说。所写内容从地球到宇宙空间，从
地质、地理到航海、航天，可谓包罗万象。接下来，我就要
给大家说说这本书。

故事的起因是1866年所发生得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怪事。当
时不少航行的船只在海上发现了一头大“海怪”，并有船只
遭到海怪的袭击。出于对航海的安全考虑，也是在公众的呼
吁下，由美国派了一艘战舰对“海怪”进行追逐。结果，追
逐海怪的战舰反被怪物追逐，并遭到海怪的凶猛袭击。这本
书想象力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所展现的海底世界的神
奇和美丽更令人兴味盎然，同时也能使人从中学习到有关海
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它不愧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

令我惊讶的是第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章。题目分别是：南
极、意外事故和死里逃生。讲了战舰被埋在了冰层下面，而
且他们的氧气也不足了，如果再不出去，每个人都会被闷死。
最后，因为“我”的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办法救了大家。

本来“我”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和其他人一样一直在刨冰，
可惜时间已不够。但“我”还算镇定，想到用热水把冰融化
的方法，最终成功了。

这几章故事告诉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镇定，努力想



办法克服，不要还没做就认为没有希望了。就像我有个朋友
和我同岁，因为生病落下了许多作业，所以他认为这么多作
业怎么可能补完?我让他不要气馁，总是会补完的。经过他的
努力，不仅所有的作业都补完了，而且成绩也不错。

事实证明了，只要遇到事情镇定并努力，没有什么事是做不
成的。

《海底两万里》是朱尔斯。凡尔纳的作品。是三部曲之一。
另外两个部分是《神秘岛》和《格陵兰船长的女儿》。当我看
《海底两万里》这部让人一看就觉得惊心动魄的科幻小说时，
似乎刚刚经历了一场有趣又惊心动魄的冒险。我读这本书的
时候，觉得自己仿佛栩栩如生，仿佛身临其境，跟着尼摩船
长，穿越海底两万英里，欣赏着美丽醉人的水下景色。

《海底两万里》于1870年问世，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
它仍然风靡全球，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吸引力。当
然，最厉害的还是这本书的作者儒勒凡尔纳。他是法国著名
科幻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奠基人。《海底两万里》是
凡尔纳著名三部曲的第二部。作者想象力丰富，文笔细腻，
构思巧妙。他的作品既迷人又有教育意义。而且凡尔纳的幻
想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也是我能认
真读这本书的原因。我想这也应该是现代人阅读时能享受其
中，身临其境的原因之一。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故事，展示
了一幅画面;这个故事充满了曲折，惊险而迷人，有丰富多彩
的图片和许多天气。读书既赏心悦目，又震撼人心。

其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一群人在南极的时候，特别是被困
在冰里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认真的想办法摆脱困境。在
缺氧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不会摄入太多可以挽救一个人生命
的氧气，并且严格遵守纪律。但越是紧张，越是能努力超越
自己的极限，越是能急中生智，想出更好的办法解决困难。
可见我们的大脑也是喜欢偷懒的，只有快要吃亏的时候才会
认真对待。的确，人的身体只有拥有取之不尽的潜能，才能



一次又一次的有新的突破，而这些潜能往往是在人被迫无所
事事的时候出现的。就像一个希望，只有当人们走向绝境时，
它才会指引人们走向一条安全的道路。但我觉得所谓的希望
永远是人之常情。

还有神秘的尼摩船长，虽然他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但在作者
的作品中，他就像一个真实的人物。他的一切就像一个谜。
比如他在荒岛上秘密建造的鹦鹉螺号，不仅极其坚固，而且
结构巧妙。最重要的是，当时潜艇刚刚出现，还是一个神秘
的东西，但作者可以极其逼真地描述潜艇。不难看出作者的
想象力确实是常人无法比拟的。

《海底两万里》这种生动有趣的内容描写，情节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而情节的显著点就在于那些精彩的情节。里面有
些机器不是作者努力的结果，后来是真的东西。看完《海底
两万里》，心里感慨万千……这真是一部难得的作品!相信大
部分人看了都会被深深吸引。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的作品，
凡尔纳三部曲的第二部，被誉为“世界上对读者影响最大的
畅销经典”。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博物学家阿罗纳考克斯，他的仆人康塞尔
和鱼叉手尼德兰陪同尼摩船长登上鹦鹉螺号的故事。

印象最深的是尼摩船长驾驶鹦鹉螺号横渡南极的情节：尼摩
船长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从冰川下横渡南极，但在驾驶时，
他先是撞上了一座翻倒的冰山，后来又因操作不当撞上了另
一座冰山。潜艇里的空气越来越浑浊，人心惶惶。就连平时
一直在里面安静的尼摩船长也开始表现出一些惊慌。不过这
些都只是小事故，真正的问题在于——缺氧。

由于南极浮冰面积厚而广，鹦鹉螺号航行了一天半没有穿越
南极，而储氧罐只够潜艇内每个人呼吸两天。如果它两天内



出不来，就会被埋在海底。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过了2天，
他们还是没有出去，氧气瓶里剩下的氧气很少。最触动我的
时刻是——博物学家阿罗纳因为缺氧快要休克的时候。这时，
他的仆人康塞尔和鱼叉手尼德兰愿意给阿罗纳考克斯最后一
点氧气，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终于越过了南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勇敢地为自己创造机会，才能锻炼
自己，建立真正的友谊。

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之所以要刷难题而不是简单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要挑战更高的困难，接受更高的自己，
有勇气为自己创造机会，这样才能变得更强。

是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挑战，没有目标，没有冲击更高的点，
只在原地徘徊，止步不前，不给自己创造机会，那么这个人
的人生注定是美好的!

寒假期间，我被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书深深吸引。这本
书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和先知——凡尔纳的代表作。凡尔
纳1828年出生于法国南特，被誉为“科幻之父”。他的代表
作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底旅行》
等。

这是一部神奇的科幻小说：接连发生的沉船事件震惊了全世
界。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助手康塞尔和鱼叉王尼德兰参加了对
“海怪”的追捕，并意外地爬上了“海怪”，发现所谓
的“海怪”其实是一艘潜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和诺第留
斯号潜艇的船长尼摩一起在海洋中旅行，开始了一段惊心动
魄的海底之旅：遇见土著人，在南极洲探险，血淋淋的章鱼，
在海底复仇.

看完这本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热爱海洋、知识渊博的
阿龙纳斯教授在登上鹦鹉螺号后，把所有奇怪而稀有的动植
物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并在返回陆地后公开发表。真是令人



佩服!康塞尔是教授身边忠诚的仆人，一起经历了几十万公里
的水下航行，欣赏了许多壮丽的景观。他们共患难，成了真
正的朋友。

被称为“鱼叉王”的尼德兰是一个勇敢而优秀的鱼叉手，他
在危急时刻完美地击中并救了教授和康塞尔。尼莫船长是海
洋中的“隐士”。勇敢而睿智，他带领水手成功逃离南极，
与鲨鱼和血淋淋的章鱼搏斗。没有人能打败他，但他一直隐
居在海里，很少露面。

《海底两万里》不仅让我认识了这些勇敢、执着、真诚、阴
郁的人，也让我游览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领略了奇妙
的海底世界。《海底两万里》有丰富的地理、生物等知识，
不仅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科幻小说，也是一部海洋知识丰富的
百科全书。同学们，快来看!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三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本集海
洋知识与小说精神的著作，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导读导读吧!

这艘潜水艇名叫诺第留斯号，它无所不能，因为他有取之不
完的电源，吃之不完的美餐，还有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
船长尼摩更是了不起，就连阿隆纳克斯博士也对他佩服不已，
只是尼克。兰对他有些偏见。

诺第留斯号带我们畅游了海底两万里，途中经过太平洋，大
西洋，红海，地中海等等，经历了很多冒险：大战章鱼，海
底狩猎……看到这我不得不惊叹海底世界的美丽，大自然的
传奇。大自然就像一位千变万化的魔术师，把我们带入梦境
的美丽。

春天小树发芽，夏天荷花开放，秋天黄叶飘落，冬天大雪飞



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就像书中所说，我们需要的，大自
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对呀，是大自然创造了生命，大自
然是我们永远读不完，读不懂的一本书，从古至今，没有一
人能完全理解大自然的做法。

趁现在，行动起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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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根本没可能，我会逃走回船上，另图计谋。在这么多个
如果中，我非常佩服他们的是他们都不自私自利，我佩服啊
龙纳斯教授的乐观向上精神;佩服教授的仆人康塞尔对主子的
忠心耿耿与无私精神;佩服尼摩船长的勇气，和他那见到朋友
有危险的时候就会奋不顾身的去营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五

如何在现实中开始一段迷幻的旅行，我想阅读是最好的方法。
年少的我，经过阅读《海底两万里》这部极具科幻艺术的小
说，从一个方面讲，就是经历了一场壮美、勇敢的旅行。从
自我陌生的地方——海洋，开始的一段充满想象的旅行。如
今自我已经摆脱了过往的稚气，可是偶有时间，还是会回味
一下这本充满奇幻的小说。在回味的同时，依旧能感受到那
种奇幻的美丽。

十分佩服的是他们都不自私自利，我佩服阿龙纳斯教授的乐
观向上精神;佩服教授的仆人康塞尔对主子的忠心耿耿与无私
精神;佩服尼摩船长的勇气，和他那见到朋友有危险的时候就
会奋不顾身的去营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者还独具匠
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我推向险象环生的
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波澜壮阔的场面
描绘和细致入微刻画交替出现。读书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这的确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鹦鹉螺”号艇长尼摩又是个身世不明之人，他逃避人类，
蛰居海底，而又隐隐约约和陆地上的某些人有一种特殊联系。
凡此种种，都给小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既是小说，人物
当然是虚构的，作家给“鹦鹉螺”号艇长取的拉丁文名字，
更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尼摩”，在拉丁文里是子
虚乌有的意思。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把他描述成一个有血有
肉、让读者觉得可信的人物尼摩船长的热于创造、遇事镇冷、
遇到困难不屈服的精神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可是他那种要与



世隔绝的思想，我想我们都不能去学，可是假如尼摩船长不
于陆地隔离的话，说不定一些海底奥秘就会有答案，我必须
要像尼摩船长的优点学习，说不定将来我也能造一些令人震
惊的东西。

此刻像尼摩船长遇事冷静，敢于建造、发明的人越来越少，
一些富翁游手好闲，有的竟骗取国家财产……他们万万没有
意识到自我能够创造一样东西，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一点别人
不能做到的好事。像尼摩船长遇事冷静，阿尤纳斯教授乐于
探索，康塞尔的忠实，尼得的勇敢都是我们该学习的。

《海底两万里》确实是一本经典名著，而在现代，却很少见
到这样的经典的名著，那些浮华的东西倒是很多，真是可惜
得很!来吧，让我们一齐去探索，一同走进《海底两万里》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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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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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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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两万里》描述的是人们在大海里的种种惊险奇遇。潜
艇在大海中任意穿梭，海底时而险象丛生、千钧一发，时而
景色优美、令人陶醉。美妙壮观的海底世界充满了异国情调
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渴望上天入地、
自由翱翔的梦想。说了这么多也该进去看看了。

打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公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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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我记忆由深的海底的那些植物和动物，物这些形形色色
的植虫动物和软体动物分类，不停地分类。满地都是腔肠动
物和棘皮动物。变化不一的叉形虫，孤独生活的角形虫，纯
洁的眼球虫，被人叫作雪白珊瑚的耸起作蘑菇形的菌生虫，
肌肉盘贴在地上的白头翁……布置成一片花地;再镶上结了天
蓝丝绦领子的红花石疣，散在沙间像星宿一般的海星，满是
小虫的海盘车，这一切真像水中仙女手绣的精美花边。

朵朵的花彩因我们走路时所引起的最轻微的波动而摆动起来。
把成千成万散布在地上的软体动物的美丽品种，环纹海扇，
海槌鱼，当那贝——真正会跳跃的贝，洼形贝，朱红胄，像
天使翅膀一般的袖形贝，叶纹贝，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无穷
无尽的海洋生物，践踏在我的脚底下，我心中实在难受，实
在惋惜。

但是我们不得不走，我们继续前进，在我们头上是成群结队
的管状水母，它们伸出它们的天蓝色触须，一连串的飘在水
中。还有月形水母，它那带乳白色或淡玫瑰红的伞，套了天
蓝色框子，给我们遮住了阳光。在黑暗中，更有发亮的半球
形水母，为我们发出磷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多么希望我也能驾驶着“黑鹰旋”号也去到海底永远的去
旅行那么我认为这样一个人获得才有意义，不是只仰望别人
发现的成果，而是自己去发现你在实在，让别人把你仰望。

这个寒假，我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个想



象力惊人的科幻作家，他的惊人之处不但他所写的内容很夸
张，动人又富有科学意义的小说，更惊奇的是，这本书中所
写的故事，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已是不足为奇，但在他那个时
代里，还没有潜水艇呢!但凡尔纳以他惊人的想象力与丰富的
知识底蕴在《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中成功地塑造了“鹦鹉螺
号”潜水艇，还有兰可夫探照灯。作品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
在今天都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情节惊险
曲折，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使他的作品闪
现着永恒的魅力。所以凡尔纳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是当
之无愧的。

书中的主人公探险者、教授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两个同伴康
塞尔与尼德·兰，一起乘坐“鹦鹉螺号”开始了海底之旅。
鹦鹉螺号的主人是尼摩船长，他是个性格古怪，性情忧郁，
知识渊博的人，船上的人都以一种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两个
同伴听不懂的语言交流，阿龙纳斯先生感到十分奇怪，为什
么只有尼摩船长听得懂三个人的语言。尼摩船长邀请他们一
道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及南极与
北极。遇见了许多见也没见过的海底动植物、海底洞穴、暗
道与人们至今没发现的遗址。

出的黏液是造成红海的颜色像血一样的红的原因。还有许多
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通过这本书我都知道了。阿龙纳斯
先生对尼摩船长的无可伦比的才华与学识产生了钦佩，我也
同样对尼摩船长的才华与学识产生了敬佩，并且我下定决心
多看海洋知识的书，体会海洋的奥妙与神奇，探索深海的宝
藏与财富。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搭上这艘奇妙的潜艇，去看看海底森林、
珊瑚王国、神秘的宝藏和沉船，并且勇敢地和大章鱼作战，
设法从南极冰壁间脱险。还有很多很多新鲜、刺激的遭遇等
着我们去领略。来吧!我们一起去探索!

《海底两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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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发生在1866年，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
被断定为独角鲸的大怪物，他接受邀请参加追捕，在追捕过
程中不幸落水，泅到怪物的脊背上。其实这怪物并非什么独
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后他受船长尼摩的邀请
作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
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和水
中的奇异景象，又经历了搁浅、土人围攻、同鲨鱼搏斗、冰
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这部小说不但为对海底知识
了解不详尽的读者解读了他们的旅程，更让后人看到了古人
的智慧与文明。

看了这部书，我不仅在想，假如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会怎样呢?

假如我是龙纳斯教授，当我与一个仆人在茫茫的海洋中游水
前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我会像他那样不自
暴自弃吗?不，我是不可能象他那样因其顺变，积极自救。

假如我是龙纳斯的仆人，当龙纳斯落水后，我会象他那样落
水救人吗?不，我会被下傻，不知怎样办而耽误时间，但我会
的。

如果我是那艘“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发现他们后，我会
象他那么仁慈，留下他们吗?不，我会立刻潜到最深的海下，
任由他们淹死;当船员被巨型章鱼卷走的时候，我会不顾个人
安危去救他吗?不，根本没可能，我会逃走回船上，另谋计策。
在这么多个如果中，我非常佩服的是他们都不自私自利，我
佩服啊龙纳斯教授的乐观向上精神;佩服教授的仆人康塞尔对
主子的忠心耿耿与无私精神;佩服尼摩船长的勇气，和他那见
到朋友有危险的时候就会奋不顾身的去营救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六

第一次捧起《海底两万里》时，以为是本极枯燥的书，不曾
想却被深深吸引。凡尔纳先生笔下所绘的海底世界多姿多彩，
无奇不有，栩栩如生。难以想象他是否亲身经历了这些?再读
时，“穿越海底森林”“追捕海牛”“遭遇冰山封路”……
仍是觉得惊心动魄。

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同伴因追捕海怪落入了“鹦鹉螺”号，
随尼摩艇长进行了海底十个月的旅程。我也同他们一起，周
游四大洋，红海，地中海，欣赏价值千万的大珍珠，看抹香
鲸和长须鲸……真是受益匪浅。

在“鹦鹉螺”号触礁搁浅时，人人都束手无策，而尼摩艇长，
沉着冷静且自信的判定，月圆涨潮之时就会摆脱困境;之后在
得知岛上的土著居民前来攻击，甚至将潜水艇整个围住时依
旧镇定自若，对潜艇的安全胸有成竹。从他身上，我读到了
临危不乱的镇静，读懂了乐观自信的心态。在采珠人生命受
到威胁时，尼摩艇长挺身而出，与黑鲨殊死搏斗。当他命悬
一刻时，本对他颇有不满的尼德·兰毫不犹豫出手相救，将
黑鲨置于死地。从他身上，我读到了舍己为公的崇高，读懂
了奋不顾身的英勇。在驶进红海，通过阿拉伯海底通道直达
地中海的一路上，亭亭玉立的海水仙，青色的海苑葵，华美
的蝶鱼……对于这些，阿龙纳斯都十分投入地观察，分析，
思考。从他身上我读到了乐观向上的好学，读懂了严谨敬业
的执着。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我更收获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光的
折射，珍珠的分类和采集，潜水艇的构造……不得不感叹作
者的想象力，在电灯还未发明的时代就预料到未来世界，创
造出一个神奇的海底世界。同时我有了更深的思考，凡尔纳
先生更想告诉我们，爱护海洋生物，谴责滥捕滥杀!不仅仅只
是感受丰富多彩的历险旅程呀。我更明白了，科幻不可空想，
但也不能连想象也没有，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让我们一起，带着奇思妙想，通过《海底两万里》，畅游在
这科学与幻想的世界中去吧!定能收获许多。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七

《海底两万里》是一本科幻小说，它用主人公阿龙纳斯教授
的口吻，讲述了他奉命跟随林肯号抓捕一只庞然大物，却没
想到这是一艘极其先进的潜水艇，被迫留在潜艇和神秘的摩
尔船长一起开启了海底两万里的探险之旅。

跟随着主人公的描述，我们领略了绝妙的海底风光，仿佛近
距离地接触了闻所未闻的海底生物。各色的鱼虾蟹贝，各种
的乌贼章鱼。海底还有奇形怪状的岩石，五彩斑斓的珊瑚礁，
冒烟的火山口和古老的海底遗迹，还有海底采珠场，海底森
林和珊瑚墓地，美丽的亚特兰蒂斯，海底的美丽更有一种别
样的风情。在那航行的许多个夜晚，成千上百的鱼群从观察
窗外游过，凶猛的鲨鱼也是常客，美丽的珊瑚群，以及神秘
的沉船和深邃洞穴中的奇怪生物，跟着作者的描述，我仿佛
也身临其境一样，也想到那个奇妙海底世界去遨游。最后书
中的主人公并没有放弃逃跑回到陆地，在一次北冰洋的风暴
中他们顺利逃出，诺第留斯号也在漩涡中不知所终，给读者
留下了悬念。

这本书的科幻色彩很浓，书中运用了很多科学依据。其实在
今天这样的潜艇已经成为了现实，登上南极也不是什么困难
的事情了。但是在作者那个年代，写出这个幻想中的潜艇是
多么伟大的想象力，对海底生物的描写更是需要丰富的知识，
对作者我简直佩服极了，这真是一本好书，需要我反反复复
地去读去学习。

我初次阅读这本名著是在小学阶段，这本书详尽的科学技术
知识和引人入胜的海底世界风光在我小小的心灵中荡起了探
索世界奥妙的涟漪。这本书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大很奇妙，



有许许多多未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对比我们目前掌握
的科技知识，我们对很多的领域仍然是未知的。我们要对自
然，对生命，对科技，对未知要有敬畏之心。

对比起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我对相关的科学探索拥有了浓厚
的兴趣。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本开启了科学大门的书籍，
对我之后的现代科技知识学习起到了兴趣指导。这本书中严
谨有据的合理幻想也让我在平时生活中慢慢养成了严谨认真
的良好习惯。

书中船员们收集海底沉船千百万金银用来支持陆地上人们的
正义斗争和船长智斗鲨鱼解救了采珠人等等支线情节让当时
的我初步树立起正义善良仁爱的人生观念。在之后的人生岁
月，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对人生观念又有了许多深刻的认识。
但它作为我阅读的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我很感谢它为我点
亮了探索世界的明灯，在我小小的年纪里给我传递了许多有
益的人生观念。让我在科幻的海洋中一直扬帆远航!

每个人儿时可能都有过种种幻想，我们崇尚科学，鼓励想象，
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地走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
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经典之作，
通过对海上怪物的追踪描绘出神奇的海底世界。这本书充满
了神奇色彩，我由衷的向爱好探险的同学推荐。

这本书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八六六年，海中出现了一种不
知名的怪物，主人公著名的教授对这件事充满了好奇，他被
林肯号舰长法拉古邀请去寻找海怪的秘密。接下来，教授在
海上被海怪袭击，船被海怪打了一个大口子，教授被强大的
海浪打了出去。教授拼命挣扎、大声喊叫，但是，林肯号依
旧慢慢的远去。教授的身体慢慢僵硬，直至昏迷。等教授醒
来后，他发现他们所追踪的海中怪兽居然是人工制造出来的，
怪兽是用钢铁做成。他们最终被鹦鹉螺号潜艇救起，当他把



他们的经历告诉潜艇船长的时候，船长十分愤怒，他认为教
授等探险家的出现扰乱了他们在海上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
的相处，船长渐渐理解了教授及其跟随者的冒险精神，教授
也开始跟随鹦鹉螺号开启了一段神奇的海底旅行：参观海底
森林、参加庄严的海底葬礼、打捞西班牙沉船的财宝……最
后，教授及其追随者到达了一个小渔村，当他们回忆这些事
情的时候，仍然感觉到匪夷所思。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而紧张，时而兴奋，时而害怕，
但还是忍不住继续阅读的欲望。充满魅力的海洋世界、海洋
生物和神秘的鹦鹉螺号都让我心驰神往。我们中国蛟龙号也
能够探索更深层的海底世界，它的技术甚至世界领先，我希
望将来可以有幸去探索海洋世界，同时，对未知世界充满好
奇，也是我们不断探索的动力，相信大家听完我的介绍，一
定会第一时间找到这本书，跟随着作者来一场冒险之旅!

尼摩船长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地球需要的不是新大陆，
而是新的人类。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如果从地球诞生至今只有24小时，那么
在24小时的地球历史中，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最后的1
分10秒，现代人类才出现。

其实相比浩瀚的星辰大海，人类何其渺小!可是我们的出现却
给地球带来了重创。我们为了自己的需求大量开垦，为了利
益大量捕杀海洋动物，污染海洋环境，现在发生了那么多自
然灾害，也许就是地球给人类的报复。我曾经在普吉岛潜水
的时候，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那里的海洋真的很透彻，
没有一丝污浊，那里的鱼儿都是自由的活泼的，对人类没有
一丝惧怕与躲避：这才是我们与自然相处时该有的样子。毕
竟，如果人类变成了鱼群，是希望自由，还是被别的生物滥
捕滥食呢?一定是前者。我们现在却做到了后者。

传说所有人类的灵魂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从



海的此岸出发，在路途中，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时去到
海的彼岸，之后变成一条沉睡的小鱼，等待多年后的再次出
发。这个旅程永远不会结束，生命往复不息。

心烦时，去看看海吧。我一度认为海洋不过是沙滩，大浪，
阳光的代名词。直到在夏威夷坐在潜水艇里潜入深海，我才
彻底意识到自己错了。深海正如海底两万里所述的一样，神
秘，却真实。尼摩艇长说，他们的衣食用都取自海洋，他热
爱海洋，海洋中没有争斗、厮杀和独裁。我想尼莫的意思是，
没有人类。当你真正感到自己与海洋融为一体时，你会发现，
大海真的蕴藏着无数的生命力!不管是鱼，珊瑚，水母，还是
海草，都是一个个鲜活而独立的生命;但“整体永远是大于部
分之和的”，只有将这些独立的个体都融入到湛蓝的海洋里，
这，才是最美的地方。

我仿佛真正懂了为什么尼摩船长选择了海洋。

也愿自己是一条鱼，不受人类世俗干扰，在深海中游荡，游
荡……

这是一本关于冒险的小说。所写内容从地球到宇宙空间，从
地质、地理到航海、航天，可谓包罗万象。接下来，我就要
给大家说说这本书。

故事的起因是18__年所发生得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怪事。当
时不少航行的船只在海上发现了一头大“海怪”，并有船只
遭到海怪的袭击。出于对航海的安全考虑，也是在公众的呼
吁下，由美国派了一艘战舰对“海怪”进行追逐。结果，追
逐海怪的战舰反被怪物追逐，并遭到海怪的凶猛袭击。这本
书想象力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所展现的海底世界的神
奇和美丽更令人兴味盎然，同时也能使人从中学习到有关海
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它不愧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



令我惊讶的是第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章。题目分别是：南
极、意外事故和死里逃生。讲了战舰被埋在了冰层下面，而
且他们的氧气也不足了，如果再不出去，每个人都会被闷死。
最后，因为“我”的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办法救了大家。

本来“我”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和其他人一样一直在刨冰，
可惜时间已不够。但“我”还算镇定，想到用热水把冰融化
的方法，最终成功了。

这几章故事告诉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镇定，努力想
办法克服，不要还没做就认为没有希望了。就像我有个朋友
和我同岁，因为生病落下了许多作业，所以他认为这么多作
业怎么可能补完?我让他不要气馁，总是会补完的。经过他的
努力，不仅所有的作业都补完了，而且成绩也不错。

事实证明了，只要遇到事情镇定并努力，没有什么事是做不
成的。

海底，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凡尔纳的笔下，更是一个神秘的
地方，《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引领着我，进行了一次神秘的
海底奇遇。

1866年，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物，许多人都认为是独角
鲸。于是，美国的“林肯”号逐洋舰去追捕这个害人不浅的
独角鲸，并邀请了著名的教授阿罗纳克斯先生和捕捕鲸
手——内德·兰德，同行的还有仆人孔塞伊。

在一次攻击中，三人不幸掉入水中，却被“独角鲸”所救这
才发现那个怪物原来是一艘潜水艇——“鹦鹉螺”号，他们
认识了尼摩艇长，并参观了这个仪器精密、空间宽敞的潜水
艇，同时了解了尼摩艇长对陆地的厌恶，渐渐适应了艇上的
生活。

后来，他们跟随尼摩艇长开始了海底两万里的旅行，其中有



许多危险坎坷，但经过团结拼搏，坚持奋斗，获得了一份幸
福美满。

最后，在逃跑时遇到了“迈尔大旋流”，三人被一户渔民所
救，“鹦鹉螺”号却不知所踪，他们也将这个秘密公示与众。

阿罗纳克斯教授，仆人孔塞伊和捕鲸手内德·兰德是一个偶
然的机会，进行了一次海底旅行，过程中，虽然内德·兰德
总想着逃跑并且对尼摩艇长很厌恶，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团结，
还在一次搏斗中救了尼摩艇长，尼摩艇长虽然看上去冷冰冰
的，但骨子里还是有爱，他很讨厌陆地，也很憎恨人类，他
到底是哪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讨厌，这些也都是个迷。作者
发挥了想象，把不真实的东西描绘的这么真切，并让我们跟
随尼摩艇长遨游海底，共赏美景。

海，一望无际，碧蓝的海水与碧蓝的天融为一体，一阵风吹
过，泛起圈圈涟漪;海底，鱼儿成群，神秘的海底，上演着一
个又一个的奇遇。

海底两万里读后心得篇八

于是，《海底两万里》便出现了。他的作者是法国的凡尔纳。
凡尔纳一心想周游世界，探索未知，却被父亲拦下。所以，
他流着泪向父亲保证：从此只在床上幻想。也许正是这样的
人生经历，才使得《海底两万里》这部科幻巨著横空出世。

这本书讲了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捕鲸手尼德
兰，因机缘巧合登上了尼摩船长的鹦鹉螺号，并与之周游海
底的种种冒险故事。比方说海底墓地，采珠场，甚至是消失
的陆地亚特兰蒂斯。这些故事读来引人入胜，使人不由得为
之啧啧称奇。

有些时候，他所感激的大海却会给他带来危险。在航行到南



极的时候，鹦鹉螺号被浮冰困住了，船内氧气告急，船体也
有被浮冰挤爆的风险。可是在这等紧张的`情况下，尼摩船长
却临危不惧。阿龙纳斯教授因为缺氧而昏厥，尼摩船长却把
仅存不多的氧气给了阿龙纳斯教授。所以，不得不说，尼摩
船长是个善良仁慈的人。

但是当尼摩船长遇到他的仇敌时，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在
尼摩船长凭吊英勇的复仇者号的时候，他遭遇了一艘战舰尼
摩船长看到这艘战舰的时候神情无比激动，眼神里闪烁着愤
怒的目光我想，这应该就是令他丧失妻儿的国家的战舰吧。
他瞬间变得愤怒，把阿龙纳斯教授一行人关了起来。随后，
他驾驶鹦鹉螺号击毁了这所敌人的战舰，眼睁睁看着战舰上
数百名无辜的人葬身大海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还是个冷酷无
情的人。

但就是这个性情古怪的人，研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
技。在和他的潜艇遭遇风暴，即将被卷入大漩涡之前，他还
是将自己这些年对海洋，对科技全部的研究写了出来，装到
一个密封的小瓶子里，并把它放到大海，希望有人能看到或
许，尼摩船长还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他还是愿意为了全人
类的发展而着想的。

这篇文章真的预测到了以后潜艇的发明，这是巧合呢，还是
作者有意为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文章的最后留了一句令人
匪夷所思的《传道书》中的话：有谁能够探测深渊的深度?我
想，这个人不一定只是尼摩船长，也不一定只是阿龙纳斯教
授和他的朋友们或许，下一个能够探测无尽深渊深度的，就
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