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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某一作品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需要回过头来写一

写读后感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海底两万里》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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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后，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由作者儒勒·凡尔纳创造的神奇的海底世界。 

本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地方，那就是书中所写的很多内容，

尽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足为奇，但是在凡尔纳的时代，人们还没

有发明能在水下遨游的潜水艇，甚至连电灯都还没出现。 

在本书的背景下，凡尔纳却能成功的塑造出鹦鹉螺号潜水艇，更

有美国在冷战时期制造出的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以鹦鹉螺号命名，这

是怎样的预见力？ 

所以说凡尔纳作品中的幻想均已科学为依据。他的许多作品中所

描绘的科学幻想在今天都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作品中的幻想大胆

新奇，并以其逼真、生动、美丽如画令人读来趣味盎然。所有这些使

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阅读本书时，我觉得自己也随着尼摩船长和他的“客人们”饱览

了海底变幻无穷的奇异景观。整个航程高潮迭起：海底狩猎，参观海

底森林，探访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打捞西班牙财宝等等。 

书中包容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知识，并在引人入胜的

故事中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重视防止被坏人

利用而危害人类自身的行为；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动物，谴责滥杀

滥捕的做法。这才是此书让读者感受丰富多彩的历险和摄取传神知识

后，启发我们心灵的更大收获。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同时告诫了人们诸多道理。面对

这早在两百年前先知者的呼吁，我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此书只是

让读者感受主人公的历险吗？不，它是在启发我们，让我们的心灵从



自然科学中有更大的收获。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我们

要学习作者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来大胆地探索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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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俗话说得好，书中不仅有我们饥渴等待着

的知识，还有对生存用之不尽的启迪。在这个假期，我更深入地了解

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名著《海底两万里》。这本充满无限幻想的小说

带给我数不清的精神财富。 

书中讲述了在 19 世纪 60 年代后，海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

物”，它给航海事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有人认为那是一条巨型独角

鲸，法国阿陇那斯教授最终发现那是一艘潜水艇，这艘船的主人尼莫

船长对这个贪婪、腐败的社会加以严重的复仇心理。随后阿陇教授以

及仆人康塞尔、鱼叉大王里德·兰同尼莫船长乘这艘潜水艇在海底做了

两万里的环球旅行。在海底航行的日子，阿陇教授等人对神秘未知的

海底世界得以深刻地了解。尼莫船长虽然追求人类向往的明天，但那

一次又一次血腥的报复让阿陇那斯教授三人无法理解和忍受，因此他

们便逃了出去，重新回到寻求真理的土地上。 

《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虚构的一部幻想小说。当时人们还没有

发明潜水艇，对海洋里广阔时间充满了无限的幻想。如此逼真精致的

文章足足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问和对深海的憧憬和希望，更让我们

这一代看到了前辈的智慧和文明。但在我感慨它巧妙生动的同时，也

深刻地思考了这部小说所蕴含的道理。当时的社会十分混乱，人们只

能将痛苦和新生的希望埋藏于内心，而作者通过尼莫船长这一形象，

生动地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告诉了我们

只有不断学习和探索，才能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海底两万里》不仅仅带给我们丰富的科普知识，还教给我们永

不放弃，敢于面对困难的精神。只要我们努力去学习，敢于去拼搏未

来将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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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公阿



罗纳克斯教授一起乘“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神奇的海底之旅。 

这本书以“鹦鹉螺号”指挥官内莫艇长的神秘莫测，曲折离奇的

行为为线索，将一个个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故事串在了一起，并展

现出一幅幅壮丽画面：可怕的海怪、美丽的海底世界、种类繁多的海

洋生物、庄严的海底葬礼、丰富的海底宝藏、惊险的南极浮冰区、可

怕的海滩场面……书中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

海、大西洋、南冰洋、南极、北冰洋等海域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了太

平洋黑流、墨西哥湾暖流、飓风、马尾藻海的具体情形；同时，在曲

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中，又以科学的方式介绍了无数的海洋知识，数据

翔实，内容丰富，却不显得枯燥，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亲自

进行了一次海底考察。书中还详细记录了人类探索海洋的历史。许许

多多的航海家为了弄清海洋的真实面目，历经千难万险，甚至牺牲生

命，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鹦鹉螺号”的内莫艇长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性格阴郁，却又

知识渊博。他会逃避人类，实行可怕的报复；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地

流泪；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受压迫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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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了别人的生命而不惜牺牲

自己的生命……内莫艇长对人类有根蒂深固的不信任感，他的心中充满

无尽的痛苦，却又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本书中的其他主人公也各有特点：阿罗纳克斯教授博古通今、

喜爱钻研；孔塞伊忠诚勇敢；内德·兰德胆大心细。 

儒勒·凡尔纳还告诉我们：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想象力就是创造力

的翅膀。只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作者还同时告诫人们：合理利用海洋资源，要爱护鲸鱼、海豹等海洋

生物，防止为杀戮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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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是今年寒假老师推荐的一本科普童话读物。那时时

间仓促，本想随便读读就交差，但我只读了一个开头，就被故事情节

吸引住了，整个寒假，我迷上了这本书。 

《海底两万里》主要说的是阿尤纳斯教授和其它教授到澳大利亚



海域寻找传言中“海怪”的故事。当他们见到“海怪”时，“海怪”

向他们攻击，船沉没了。除了阿尤纳斯和尼德外，其他人都死了，而

他们两个也被捉去。那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传言中的“海怪”就是

“鹦鹉螺”号潜水艇。 

他们在尼摩舰长的带领下，游遍了世界上的海洋。最后，在“鹦

鹉螺”号的一次报复行动中，他们回到了陆地，但尼摩舰长和“鹦鹉

螺”号其它人员都死了。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作者儒勒·凡尔纳在写这部小说

的时候，电灯还没有发明出来，他却能写出海底探险的故事，而且描

绘得栩栩如生，无论谁读了它，都会爱不释手。 

作者是怎样使这本书“活”起来了呢？ 

幻想。能在电灯都没有的年代“变”出一架先进的潜水艇，创造

出海底环游的故事，这需要多少幻想和创造力啊！在那个时候，我相

信谁也没到过海底的深处，不知道海底究竟有什么奇特的生物。作者

就像一个能预测未来的“先知”，提早描述了对海底的幻想。 

知识。要利用语言创造一艘潜水艇，需要十分全面的科学知识。

书中描写潜水艇是列举了许多关于潜水艇的数据，表现了作者渊博的

科学知识，也使这原本虚幻的潜艇变得 3 维了许多。 

幻想与知识，通过巧妙、精美的结合，成就了这本出色的科幻小

说：《海底两万里》，它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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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读过《海底两万里》？当我读完这部作品时，我的感触颇

深。这本科幻小说讲述的故事真可谓大胆至极。凡尔纳以第一人称写

了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和仆人康塞尔以及加拿大人尼德误进“鹦鹉

螺”号后的种种经历。尽管凡尔纳没有下过海，但在他的文章里丝毫

看不见虚伪的痕迹，反而真实而惊险的冒险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凡尔纳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巧妙地将科学与幻想结合起来，

将水下的生物描绘得淋漓尽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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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叹不已！ 



撇开别的不谈，就来说说内容情节吧！刚一开头，小说就让我走

进了它所描述的世界，什么飞走的巨礁啊，巨大的怪物啊，让我看了

感到刺激不已，法国人阿龙纳斯、康塞尔以及捕鲸手尼德进入神秘的

“鹦鹉螺”号之后和尼摩船长一起在海底作类似的环球旅行，海底的

世界非常巧妙。我记得“海底森林”那一章，虽然没有真正的树林，

但是海里柔软的珊瑚礁让我极为享受，闭上眼睛似乎也能看见，那飘

动的海底生物。 

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困难像弹簧，你强它

就弱，你弱它就强。面对困难，我们就要像阿龙纳斯一样，决不唉声

叹气、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一蹶不振。而是要千方百计去克服

困难。还要做到在哪里跌到就在哪里站起来，坚持到底，就是成功的

开始。 

《海底两万里》这部小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极其惊险的氛围，给

我们以视觉上的享受。这真的是一部值得我们阅读的作品，有兴趣的

人可以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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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然没有觉察到，这本《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和《八十天环游

地球》的作者同是儒勒.凡尔纳。联系两本书，虽然是汉译来的，但文

笔果真如出一辙——严谨、和蔼，一个富有人生阅历的男人，在讲述

着一个故事。 

他就这样，将《海底两万里》，讲述了下来。不思索作者为了表

达什么，一心一意地读他的文章，吮吸他的墨汁，直到在宁静中读完

这个不平静的故事。 

在我读来并没有感到这是一部科幻小说，他离我们的年代好像不

远，最多 100 年。但当我知道他来自于 19 世纪时，大吃一惊，我感慨

于他惊人的预见力——文章出版后 25 年才造出潜水艇，且与作者的描

绘大同小异。 

如同他本人，他的故事也是个传奇：阿龙纳斯——一位法国科学

家，他和同伴在美国战舰对“水怪”的追逐中落水，被“水怪”——

一艘潜水艇救起，然后与船长尼摩在深海中作了很长时间的旅行后，



耐不住寂寞，最终与同伴逃走。 

我对书中开始的追逐行动极其反感，站在两个立场上来说，是这

样的：尼摩船长对人类的报复确实太过深重，以暴制暴；而人类认为

危害自己的东西，只能归向一个地方，从不思索自己对海洋的过错。

作为人类，我也觉得人类的错误更为深重，什么“人命关天”，如果

你是一条鱼，也会觉得“鱼命关天”。就是因为人类的“智慧”，比

任何生物都要“高等”，而我们恰好是人类，才会有“人命关天”一

说。这个词，更证明了人类思想的狭隘。 

作者希望保护海洋生态的愿望，永远埋藏在海底两万里旅行的字

里行间，暗礁、漩涡、鲨鱼、土著人，都好似远古海洋陆地的一种徒

劳的警告与报复。在逃离后，阿龙纳斯希望尼摩船长能平息他对人类

的愤怒与仇恨，可人类的开采一直不停，对大自然的破坏一直不停，

尼摩船长的愤怒也会一直不停…… 

海洋，是生命起源的摇篮，而我们正在贪婪地啃食着摇篮。过度

的开采会使海洋枯竭，每个人都听得见可持续发展的声音，可谁又会

把它装在心里呢？人们在海洋上越游越远，回头的岸，已快被海水淹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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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打开了《海底两万里》，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

家阿尤纳斯一起乘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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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了许多罕见的海底动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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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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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尼摩船长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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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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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可怕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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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空气，

那时由于空气缺乏，他们几乎虚脱。这时，尼摩船长没有去吸最后一

丝看破难过起来维持生命，而是把生还的机会留给了教授。他为了别

人的生命而不惜自己的生命，他的行为感动了无数读者，也感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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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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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目地，没有

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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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怀着一颗热烈的好奇心读完了《海底两万里》这本

书，它让我看到了奇妙与梦幻的海底世界，也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每一章故事情节生动细致，内容跌宕起伏，巧设悬念？令我读后

回味无穷，仿佛自己也跟着尼摩艇长旅行了一回，尤其是第 24 章《消

失的陆地》，据说亚特兰蒂斯曾是一块繁荣的土地，却在无声中沉入

了海底，留下的人类无法解决的谜语。在书中，作者突发奇想，潜入

海底探索这神秘的亚特兰蒂斯海底废墟？ 

在这部书中，作者主要描写了四个主要人物，他们的样貌与其性

格都各不相同，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识渊博的阿罗纳克斯教授；沉得住气、为人和善的仆人孔塞伊；性

情火爆的鱼叉手尼德兰；沉着机智、勇于尝试的尼摩艇长。其中我最

敬佩的人当属尼摩艇长了！ 

尼摩艇长拥有数不尽的书籍，我敬佩他的断与勇敢，欣赏他不屑

被世俗所束缚的'精神。果断潜入海底，在海下探索神秘的一切，他向

往自由，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勇敢、果敢冷静的人，这些品质已经是

我对他赞叹不已！ 

这本书的作者更不寻常——是儒勒.凡尔纳。他出生于一个律师家

庭，凡尔纳的父亲是一个较成功的律师，父亲一直想让凡尔纳继承父

业，可他却并不想从事律师，而他的理想则是航海探险。当他将要开



始旅程的时候，却又被父亲带回了家里，因此他只能躺在床上，幻想

着一切，他用自己的博学成就了一步步科幻小说，成为了“科幻小说

之父”。 

读完了这本书，我好像也跟着尼摩艇长一起探险过。在这本书里，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只要不懈努力坚持，成功总会来临的！ 

谢谢你——尼摩艇长，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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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久前，我有幸阅读《海底两万

里》，就这样，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开始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者

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乘坐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他充满传奇色彩的海

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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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

看越心惊，就像自己亲身经历一样，与他们共进退，当他们陷入险境

时，我亦感到无比失望、痛心；当他们脱险时，我亦感到无比兴奋，

真是不可思议！ 

我非常欣赏书中的“阿龙纳斯”这个人物，因为他的理智与博学，

还有他对科学的热爱竟能抵得过对自由的向往。这令我吃惊，我曾一

度认为自由是一种无可超越的东西，他让我突然发现，自由，每个人

都可以拥有，但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机会却不可多得，因此要珍惜

那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我再看第二遍时，我异常渴望像里面的故事主人公那样，去探

索海洋的奥妙、与神奇；渴望在海面上，看一看天海之间的那一条线；

渴望看一看海洋里自由的生物，哪怕几秒钟而已，就会让我心满意足、

一生难忘。我羡慕那些从事海洋探索的教授和科学家，羡慕他们每天

都和海洋和无数条大大小小的鱼在一起。 

我不难发现，凡尔纳作品中的幻想都以科学为依据。因为在凡尔

纳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可以在水下遨游的潜水艇，甚至连电灯都

还没有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成功的塑



造出鹦鹉螺号潜水艇，更有美国在冷战期间制造出的第一艘核动力潜

水艇以鹦鹉螺号命名，这是怎样的预见力，因此我不禁不赞叹凡尔纳

的睿智。 

凡尔纳作品中的幻想大胆新奇，并以其逼真、生动、美丽如画令

人读来趣味盎然、如同身临其境，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永远吸引着我们，让我们与他们一起探索海洋秘密！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篇 10 

蓝天下，深蓝的海在海风饿吹拂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这块充

满神秘的海域。这本书虽然是作者在若干年前著成的，但其对大海的

想象实在太像了，仿佛他就是生活在海底的生物，在大海中旅游过一

般。作者的笔下大海是慈祥的，是传奇的，是梦幻的。也许那怪怪的

船长并没有好的影象，但他渊博的知识令人佩服。 

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乱编的。”但我们仔细想想，假如让我们

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能将大海想像的如此逼真，如此美丽，如此动

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办不到。你可以吗？ 

作为现代的中学生，学的是别人发现好的定理，用的是别人发明

好的东西，我们缺少了什么？是一种想象和创造的精神。 

也许，对我们来说创造与想象如死灰，因为太多的作业，太多的

课程，填满了我们的时间。但死灰也有复燃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好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需要挤。”如果把玩电脑的时间用来想一想

这游戏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让我做，我可以吗？看电视的时候，想一

想，电视是怎么造出来的，让我做，我可以吗？听音乐的时候，想一

想这音响是怎么想到的，让我做，我可以吗？ 

也许，这样问一问自己，开动大脑想一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你考

虑到前人所不曾想道的，提出前人所不曾问过的问题，你的人生就会

披上一片彩虹，你的人生也会多一笔美丽的回忆。即使没有什么重大

发现，但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会有一段值得珍藏一辈子的美好回

忆。想象是实践的第一步，是花儿开放前的蓓蕾。创造是成功的垫脚

石，是结果前孕育的胚胎。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激情。点燃青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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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三部曲中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如果说在那个年代里，书

中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那凡尔纳对于海洋生物学，地理学术的研究

与奇想，足可谓令人瞠目结舌的存在。 

最开始的猜测，是独角鲸或是先进的机械物体！以现实的无法造

就这样伟大的机械物而否定了后者，这也促成了教授，孔塞伊，内德.

兰德（加拿大人）三人行误入所谓的"独角鲸"体内后的所见所闻。 

光怪陆离的海底盛况，汗牛充栋的图书馆，学富五车的神秘的尼

莫船长……这一切使人惊叹，也反应出了作者奇特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在

那个年代里的对未知的憧憬。 

印象深刻的是文中"珊瑚墓地"——盛大的美好场景，是鹦鹉螺号

成员的安息之地，厌恶大陆厌恶人类的尼莫船长，安于海底，灭于海

底，这也许是一种信仰吧。 

从始至终，尼莫船长的出现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但却从未透露。

以一切未知而完结这本著作，也许是为了表明这一切伟大的成就和海

底两万里行程里所见的一切美妙事物都需要人类科技进步的成全吧。 

宏伟和自足的鹦鹉螺号，那个年代里，凡尔纳的科幻家思维结晶。

美好奇妙的海底盛观，令人憧憬；渊博学识与想象力的结合，令人钦

佩。 

第一次接触这种类型的著作——《海底两万里》，一本海底世界

的介绍？一本科幻小说的代表？始与终，美好也有遗憾。 

希望尼莫船长依然和鹦鹉螺号存在着，欣赏完奇妙海底世界的美

而逐渐放下执念，在充实的内心与渊博的知识海洋里，充实的活下去。

起于内心复仇，终于内心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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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看了一本《海底两万里》，这本书非常有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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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从海面上“怪兽”出没，频频袭去各国海轮，搅得人心惶惶



开始，到鹦鹉螺号被大西洋旋涡吞噬为止，整部小说悬念迭出，环环

相扣。这本书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在旅行过程中我和尼摩船长以及

游客们都可以说是随着事情发展，而有所变化，有时惶恐不安，有时

轻松愉快。这本书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完全自然的知识启迪，虽然书中

讲述了不少有关海洋的知识，例如红海一名是源于海中的一种名叫三

棱藻的微小生物分泌的黏液造成海水颜色像血一样红。但是没有任何

一个在读者接受起来十分刻意或困难的，只是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

罢了，这使人们对因景而生的各种想法和收获都得以牢固的保存。 

不过就如马克思哲学所言，任何事物都是有相对的两面性。工业

革命的产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却把我们生活的环境弄得一团糟，什

么温室效应海平面不断上升、大自然稀有物种灭绝食物链的破坏，人

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以后若是将利爪伸向海洋后还会发生什么呢，

无法遏制人的欲望也许会把人类推向历史发展最高峰，自然是按照它

的规律向前进的，否极泰来的道理是不变的。万恶的人们，不要过多

的要求，适可而止会让我们生存的更长久些呢！《海底两万里》赞美

了那深蓝的国度，史诗般壮丽的海洋，一个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的地

方，那里有数不清的珊瑚，海藻，游鱼，矿产，正是一幅瑰丽的锦图，

我无法用语言来赞美或形容它。诺第斯号不管在那个年代都是一部不

朽的神话。是它揭示了海洋中无限神秘的一切，对于船长尼摩来说，

更是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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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遇见了你。 

刚刚见到你，你那安静的湛蓝色封面吸引了我，我忍不住要去认

识你，了解你，感悟你……你的名字也刻在了我的心里——《海底两

万里》。 

一艘英勇的战舰，一位神秘的船长。带我们走进那些属于大海的

蓝色奥秘。 

“鹦鹉螺号”航程约两万里，遭遇了潜艇搁浅、土人围攻、同鲨

鱼搏斗、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险情。面对这一次次挑战，尼摩艇长

从未想过退缩，他像个伟大的舵手，从容而勇敢地指挥着自己的船员，



走出困境，迎来曙光。 

尼摩艇长的高大形象，除了他的博学之外，还与他时时流露出的

善良有关。三个俘虏被擒入鹦鹉螺号，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而

得到了礼遇和照顾；一起作战的船员牺牲，尼摩艇长全力以赴的救助，

并留下伤心的眼泪；在采珠场发现鲨鱼进攻采珠人，尼摩艇长不顾危

险与鲨鱼进行搏斗，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他是一位勇敢，善良，爱国的英雄。尼摩艇长之所以能忍受孤独，

和本国的志士们一起抛却生死，对抗敌人的舰队，并支援被压迫民族

的解放战争，正是源于内心坚定的爱国心。有了这颗火热的爱国心，

便有了昂扬的斗志和奋斗的勇气。阿。托尔斯泰说：“只有热爱祖国，

痛心祖国所受的严重苦难，憎恨敌人，这才能给我们参加斗争和取得

胜利的力量。”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唇亡齿寒，破巢之下，

安有完卵？，祖国遭难，儿女们必定受苦；因此，保家卫国，匹夫有

责！ 

我想，尼摩艇长的精神品质是比海底的金银珠宝更宝贵的财富。

在浩瀚的大海上，任上下经纬，任时间苍茫，那份情怀是超越两万里

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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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很想仔细阅读一下《海底两万里》这本书。这个

假期，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读完这本书，我被作者儒勒·凡尔纳丰富的想象力和预知未来的能

力震撼了。他创作此书时，人类还不曾发明潜水艇，可他在小说中却

成功塑造了“鹦鹉螺”号潜艇。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小说发表 25 年后，

当人类制造出真正的潜艇时，竟与小说中描述的“鹦鹉螺”号十分相

似。 

同时我也被小说中的探险者们的经历深深感动着。他们坐着这艘

神奇的潜水艇，在短暂的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从太平洋出发，进行

了总航程达两万里的探险活动。在面临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时，他们沉

着、冷静，这一点尼摩船长表现得尤为突出。最终他们凭着坚韧的意

志力和过人的智慧，成功地完成了海底两万里的冒险。 



这本书里的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让人读后印象深刻。尼摩船长

去海底森林散步时看见海蜘蛛、火鲛，一点也不慌张，可见尼摩船长

多么沉着、冷静。而尼摩船长能在一个荒岛上，带领一群人创造奇迹，

打造出一艘潜水艇，这让我不得不佩服尼摩船长的聪明过人。脾气暴

躁、做事冲动的尼德·兰因为饥饿难忍而怒不可遏了，对着又聋又哑的

铁皮墙壁发泄，还差点把送饭的侍者掐窒息。他随意就破口大骂，这

踢一脚那踢一脚，还常常用武力解决问题。可他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

问题，还总是把他的坏情绪“感染”给其他人，让别人也不高兴，所

以他就是一个“垃圾人”。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做像尼德·兰这种传播

负能量的人。 

合上这本书，我不禁有一种想去探险的冲动！其实，每个人的一

生都不会风平浪静地度过，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而有意地去

经历一些事作一些尝试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不是会使人生更加丰富

多彩吗？我期待着这样一次探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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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必读书籍，《海底两万里》以冒险，有趣，科幻的标签出现，

吸引了大量读者。在老师和同学的推荐下，我满怀好奇地走进这片奇

幻的海底世界。 

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阿罗纳克斯教授被邀参与追捕“海上怪

物”，却反被俘获。那怪物其实是只潜水艇。艇长是一个叫“尼摩”

的人。他带着教授一行人，游览了无数海底风景，也经历过种种危险。

最后三人逃离潜水艇，将这个秘密公诸于世。 

与其说这是一本书，还不如说是一部电影。作者生动而有趣的语

言让人感到身临其境，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知识库富足，想象力丰富而

合理。法国元帅利奥台说过：“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

诸实践的过程而已。”他的话便在《海底两万里》中得到了证实。 

书中第十二章，艇长尼摩向阿罗纳克斯教授介绍艇内的设备。尼

摩还专门用“艇上的主宰”“机械的灵魂”来强调这一切来源于电，

并介绍了如何在海底提取电源。在艇长介绍厨房和浴室的设备时，提

到了用处相当于现代的电磁炉、电热炉和热水器的设备。但凡尔纳生



活在距今约 120 年，当时还没有人提出这个这种器械的概念，真是让

人大呼惊奇。 

这个发现让我了解到，对于科技来说，想象力和实践力十分重要。 

记得上小学时，有一篇命题作文叫：未来的世界。同学都奋笔疾

书。有写未来世界人们在月球上生活的，有写全智能社会的。有一个

同学他写的是一种特殊的衣服。这种衣服可以自行调节温度，在不同

环境下切换温度，避免了在运动后，衣服过于厚重，一起的身体不适。

在那个时候，这种想象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天方夜谭，不真实。但是就

在前不久，国外一家网站上出现了一款由多伦多大学的两名大学生发

明的智能内衣 FuelWear 。其功能与那件衣服一致。 

科技的发展实在太快。甚至有人认为，未来世界人类更需要的是

想象。《海底两万里》中的“鹦鹉号”早已不是幻想，电磁炉，电热

炉和热水器也是每个家庭的必备，智能内衣都出现了，还有什么是不

敢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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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带着这颗好奇的心来到充满神奇的海底世界，感受海的魅

力。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它讲述的是法国生物学家阿龙

纳斯教授在深海旅行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一八六六年所发生的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怪事。

当时有不少航行的船只在海上发现了一头大“海怪”，并且有船只遭

受到这头“海怪”的袭击。出于对航海安全的考虑和公众的呼吁，美

国派遣了一艘战舰“林肯”号对海怪进行追逐。结果，追逐“海怪”

的船只“林肯”号反被怪物“诺第留斯号”追逐，并遭到“海怪”的

凶猛袭击。阿龙纳斯教授、康塞尔和鱼叉王尼德兰落水，被“海怪”

所救，此后便跟随诺第留斯号尼摩船长周游各大洋，探尽海底秘密，

历尽艰辛和风险。 

最后，他们因不堪海底世界过于沉闷的生活，又设法逃走，重回

陆地。 

读完这本书，我真是大开眼界，并且对儒勒凡尔纳这个神一样的



人物产生了敬佩。儒勒凡尔纳书中的一切科学推测都是十分精准。在

一九五九年，美国根据书中的一些描述在北冰洋进行了一次科学考察，

许多细节竟与书中不谋而合。问：儒勒凡尔纳在科技落后的时代是怎

样知道这么多的？原因就是出于他的勤奋。在写这部作品之前，他曾

多次到南特和亚眠做调查，与进出港口的船员交谈……写一部作品竟要

做如此多的调查，那么作者怎么能不优秀呢？ 

儒勒凡尔纳告诉我们：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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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不是幻想只是空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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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有目的要有方向，更要有准备，

这样我们做什么事才能做得优秀，干得漂亮！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篇 17 

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部分都被海洋给覆盖，而人类生活的地方却

只能是占地球百分之三十的陆地。 

众所周知，人类的肺不能够适应没有氧气的环境，在海洋中，一

个正常的人不超过三分钟便可窒息而死。但当我读了《海底两万里》

这本书，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海底城市的建立已不属于空谈。《海底两

万里》叙述了一艘坚固的潜水艇“鹦鹉螺”号畅游海底世界的奇遇。

阿罗纳克斯教授出于偶然的机遇，与忠实的仆人孔塞依和出色的捕鲸

手内德被艇上的内莫艇长收留。窥视了这个与陆地隔绝的潜艇的奥秘。

就这样，海上旅行拉开了序幕。 

海洋是温和的，它会推波助澜，吹起徐徐微风，带着船只驶进安

全的港湾；它同时也是狂野的，怒吼着卷起数丈高的浪涛，将生命无

情的吞噬于巨腹之中。而内莫艇长的“鹦鹉螺”号却像一座无敌的坚

固壁垒，傲然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无论是飓风骤雨，还是坚实的冰

层，都未能使它屈服。 

海洋中的生物也千奇百态，既有小巧可爱的贝类动物，又有凶猛

残暴的鲨鱼袭击。“鹦鹉螺号”一次又一次化解海洋的狂暴，并在它

温柔的怀抱中安详行驶。潜艇上的船员们无一不勇敢坚强，他们在灾



难面前临危不惧，又有着为同伴牺牲洒下热泪的人性一面，令人动容。 

当“鹦鹉螺号”随波而逝时，我们的心弦不禁被轻轻的触动。这

艘勇敢的潜艇将继续行驶，劈风斩浪。不再被仇恨所笼罩，只有坚忍

的毅力化为前进的动力。 

海洋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陆地上也和它一样，也会有风浪一样

的荆棘，在我们心中，要扬起风帆，将风浪远远地抛在身后。勇往直

前，用必胜的信念斩断荆棘，我们将会发现一个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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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这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是啊，书中

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一本好书可能会让你受益终生。 

而《海底两万里》就是这样把一本好书，一本让你受益终生的好

书。 

《海底两万里》是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的三部曲的第二部，

主要讲述诺第留斯号潜艇的故事。1886 年，有人以为在海上见到了一

条独角鲸，法果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最后发现那是一艘名为诺第留斯号

的潜艇。随后他带着仆人康塞尔和一个捕鲸手，跟随尼摩船长乘坐这

艘潜艇在海底做了两万里的环球冒险旅行。尼摩是一个不明国籍的神

秘人物，他在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这艘潜艇不仅异常坚固，而且结构巧

妙，能够利用海洋来提供能源。阿龙纳斯在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后

终于了解到神秘的尼摩船长仍与大陆保持联系，用海底沉船的千百万

金银来支援陆地上正义战争。 

这是一本纯虚构的科幻类小说，构思巧妙，情节惊险。潜艇在大

海中任意穿梭，海底时而险象环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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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从来没

有到过海底，却把海底的景色写的如此生动，说明他具有丰富的想象

力和科学知识。 

这本书中的人物都是品质高尚、献身科学的人，是英勇顽强、不

畏艰险的人。像尼摩船长等反抗压迫的战士形象，更是体现了一种反

对殖民主义，反对奴隶制和压迫者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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