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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此时需要认真

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海底两万里第一章节的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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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66 年开始，海洋上发生了一连串神秘而离奇的事情，一个

“庞然大物”如幽灵一般在海上兴风作浪。这个怪物的外形以及行动

时难以估计的速度，还有转移时惊人的力量、特殊的本领等等，都令

人难以置信。 

为此，美国政府派遣高速战舰林肯号负责追击这个怪物。巴黎自

然科学博物馆教授阿龙纳斯先生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带了一个叫

康塞尔的仆人，跟随林肯号开始了他的远征。 

作为小说的开头，本章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原因。作者设置了悬念，

描述了海洋上发生的一连串神秘而又离奇的事情，勾起了读者的好奇

心。此处，他还写了一些具体的事例来突出这个庞然大物神秘而又确

实可信，为下文林肯号的追击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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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里的一切都神秘莫测，而深海中的物种更是多的数不清，世

界上的动物有无数种，有一些人类尚未发现，包括书中提到的着无人

能敌的神秘海怪…… 

阿隆纳克斯先生是这本书的主角，他也曾对海怪提出过猜疑和肯

定，无数船只的失踪让我的'心也忍不住悬了起来，想着那不为人知的

可怕生物…… 

阿隆纳克斯教授说过：“神奇的幻想是人的天性，而海洋正是幻

想最好的源泉。”没错，海洋是广大物种生活的土地，我们跟海洋比

起来，实在是非常弱小。 

当阿隆纳克斯教授接到即将出海去消灭海怪的“林肯”号的来信

时，他变得斗志昂扬，立刻起身出发，但我依然有些疑问：这个神秘



物种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是人为的？如果是动物，绝不可能有那么强

健的武器吧？ 

我怀着紧张迫切的心情，随着阿隆纳克斯教授出发了，我们即将

开始一段令人永生难忘的、特殊的海上旅程…… 

海底两万里第一章节的读后感 3 

今天，我读了《海底两万里的第一章》，我被法拉古舰长坚持捕

到鲸的精神打动了原来在1867 年就有独角鲸啊，舰长能抓到吗？第二

章就能讲到。 

故事主要讲了：1866 年出现了一桩引起世界的怪事——海底出现

了“海怪”有人说，那“海怪”比鲸大得多足有 100 米长，简直不敢

相信。这段时间科学界弄得沸沸扬扬，可是事情没有结束，就在 1867

年 3 月 5 日，莫拉维亚号客轮于夜间航行在纬度 27 度 30 分，一顺风

13 海里的'高速前进。突然，船的右侧撞上了航海图上没标出的暗礁，

幸亏船底非常坚固，否则莫拉维亚号连同船上的 237 乘客一定会葬身

海底。再后来，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件事情引起了个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美国首先行动起来，迅速组织了由法拉古舰长组织的远征队，配备了

林肯号驱逐舰去捉拿“海怪”。很快他们就出发了。好几个月过去了，

依然毫无进展。就在大家点低头的时候，独角鲸出现了，大家增大火

力，全速出击，一位老炮手走到炮前，仔细瞄了一下，只听“轰隆”

一声，打中了！令人奇怪的是，炮明明打中了，原来却从他身体表面

镲过，钻入前方大海。结果他走了。晚上他又来了，可是还是没捉到。 

如果那条鲸被人类捉到，人类将会给科学界带来点金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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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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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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有感。我感到作者，从小就很喜欢远

航，有一次作者偷偷去远航，被人家人发现打了一顿，从此以后作者

就在幻想中远航，就在这非常渴望远航的情况下写下的一本书《海底

两万里》。 

从书中我体会到船长是非常爱海，海给了他一切，而作者就与这

个身材高大很自信，高傲的人交上了朋友。他写的这本书，让我看到

了海的奇特，有着奇妙的事物，让人就觉得很奇异。从这本书中，我

体会到了船长是个高傲的人。作者他遇到了难题，船长将帮助他解决，



多次战争作者和船长和他的朋友挺身而出十分感人，最关键的时刻也

抱着一丝希望而作者在这本书里可以感到他是个很冷静而又明智的人。 

在这次幻想旅行中他的朋友和仆人最要好的.，他的仆人冷漠又热

心是作者最衷心的仆人。他的朋友是个鱼叉大王，不爱说话脾气很暴

躁的人但他也利过很多功。这次幻想旅行十分逼真，虽然是幻想但我

感到有趣真实，并且把我带到了海底里进行了一次旅行。特别是三十

四张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使我很难忘，船长把每个人都当着自己的亲人

一样，高傲的船长的眼泪，让我很感动。 

在这本书中我感到了作者对海对远航是那么的重要，他写的书我

觉得的很美，把每一件事都写的像真的一样，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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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潜艇，一艘神秘的船长，一个聪明的科学家，一个忠诚的仆

人，一个粗糙的捕鲸者，他们经历了近十个月的各种困难和危险，在

海底 2 万法里。奇怪而有趣…… 

这发生在1866 年，当时海上的人们发现了一个所谓的独角鲸怪物，

他（阿罗纳克斯）接受了邀请，并参与了捕捉行动。不幸的是，他的

仆人（龚赛伊）掉进了水里，所以他（阿罗纳克斯）和他的仆人（龚

赛伊）乘坐鹦鹉螺潜艇，开始了他传奇的海底之旅。 

鹦鹉螺的主人尼摩船长是一个性格阴郁、知识渊博的人。他们周

游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极洲和北冰洋。他们

遇到了许多罕见的海底动植物，以及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包括著

名的'沉没城市亚特兰蒂斯，一个与希腊相当的历史文化古代文明国家，

包括大量的科学、文化、地理和地质学。 

这本书还提出了爱护海豹、鲸鱼和其他海洋生物、谴责滥杀和滥

捕的概念。这些仍然很受欢迎的环保话题早在 200 年前就被先知们呼

吁了。可以看出，留下更深层次的人类正义思维，是这本书让读者感

受到丰富多彩的冒险，获得生动的知识，激励我们获得更多的灵魂收

获。 

这部优秀的科幻小说，故事曲折惊险，变幻莫测；画面丰富多彩，

发人深省。让读者在赞美探险者勇敢的同时，也惊叹于大海的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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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你有伤心事，

他也哭泣，你睡不着，他也难就眠。不管你遇上任何困难，他都心甘

情愿和你分担。 

孔塞伊与“我”就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挚友。作者笔下的孔塞伊是

一个忠心耿耿、沉着冷静、为人处世十分随和善良的小伙子。俗话说：

“患难见真情”。在船员们不顾一切地追赶“独角鲸”的时候，那

“怪物”突然喷出两股巨大的水柱像龙卷风似的直扣亚伯拉罕·林肯号

的 甲̀板，人被冲得前仰后翻，而“我”也被抛下海，“我”不停地呼

救，不停地向前游——虽然“我”的内心知道海面上空无一人。就在

“我”快要被死神拉往另一个世界时，突然，“我”被忠心的孔塞伊

拉回了水面，原来孔塞伊是发现“我”不见后，一个人跳入海中来救

“我”，把“我”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出来。这时的孔塞伊在我的心中

便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刻的我感叹万分，是什么样的一种

力量可以让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生死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

的呢？这就是友谊的力量。 

在我抱着一厚塌书走出教室时，所有人都在各行其事，只有我的

朋友，会跑过来对我说，我帮给你拿吧！只有她会与我倾谈心声，只

有朋友才会明白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只有朋友才会在我困难时向我

伸出援手。 

友谊是任何事物都不可及的，我珍惜我的朋友，更珍惜我们之间

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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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从图书馆借了本《海底两万里》。带着无比好奇的心情，

到家后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读得热血沸腾，内心澎湃。我仿佛

置身于海底，漫步于其中。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海底的奇幻美妙，美到使那个加拿大人彻底忘

却了自己的逃跑计划，美到妙笔生花也难以描绘。鱼儿在水中自由自

在的 游̀来游去；海底植物都冲着洋面向上生长，没有细丝，没有叶带，

茎挺直，用手分开，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阳光穿透力强，使人觉得



包围的海水是空气，非常透明；沙子细腻平滑，像五彩地毯，令人惊

叹。 

同时，我也收获了地理方面的知识。更了解大西洋、印度洋与太

平洋，更进一步认识了红海、地中海与阿拉伯海。海峡有莫桑比克海

峡、莫吉利海峡、曼德海峡，记住了贝鲁斯湾、墨西哥湾、佛罗里达

湾、比斯开湾、阿曼湾、亚丁湾。其中，曼德海峡宽 20 海里，长仅

52km ，鹦鹉螺号通过仅需一小时。它的位置也十分重要，是苏伊士运

河到孟买、加尔各答、墨尔本、毛里斯求等地的英法汽轮必经之路。

而亚丁湾，就像一只插在曼德海峡中的漏斗，把印度洋的海水灌进了

红海里……读完这本书，我好像也随着鹦鹉螺号畅游了一番，完全不知

疲倦，快乐无比。 

这本书还呼吁人们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因为保护动物的同时也

是在保护我们人类本身。同时，我也希望随着科技发展，书本中的想

象能够全部变成现实。因为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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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科幻梦，有的人幻想成为英雄，拯救世界；

有的人幻想成为太空人，探索宇宙；还有的人幻想成为超能力者，无

所不能。而我读的儒勒·凡尔纳所著的《海底两万里》，确是一个新奇

惊险的'科幻故事，情节描述让人沉迷。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博物学家阿龙斯纳先生赴美参加科学考

察活动后，正准备回国时，应邀登上一艘驱逐舰，参与追捕盛传的海

上“怪物”的故事。然而，他们却在追捕过程中被“怪物”俘获。其

实，所谓的怪物，竟是一艘构造奇特科技先进的潜水艇。阿龙斯纳一

行虽身为俘虏，却受到了船长尼摩的优待，但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

船长不许他们离开潜水艇，因此，阿龙斯纳等人别无选择，只能跟着

潜水艇开始了周游各大洋之旅。在尼摩船长的船上，阿龙斯纳看到了

自己没有机会见到的各种海里的珍奇标本，体验过自己从来没有体验

过的在海里做的事，他自己甚至都想赖在那里不走了。他们一直在海

洋上行走了两万里。最终，几经艰辛奋力逃脱，终将这一海底秘密公

之于世。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百读不厌，但在故事的背后却在

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要重视科技被坏人利用

后带来的危害。与此同时提醒我们要爱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物，

严禁滥杀滥捕行为。同时呼吁我们人类要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保观

念。环境保护从我做起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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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文字让我走进海洋，走进那次动人心魄的海底远游。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是19 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被誉

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他的文字令我着迷，他的故事令我怀

念。 

起初，儒勒·凡尔纳与法拉古舰长一同出海去对付那个所谓的独角

鲸。在一段时间之后一直没有见到他们要找的那个大块头，当他们几

乎要放弃之时，终于见到了那个所谓的独角鲸。 

与独角鲸战斗了一段时间之后，尼德拿起鱼叉想要克服它，然而

小小的 鱼̀叉根本对这个独角鲸没有作用。于是法拉古舰长命令用炮弹，

但是在几个回合之后。那只所谓的独角鲸也发起了进攻，把儒勒·凡尔

纳以及尼德给摔了下来，儒勒·凡尔纳的仆人康塞尔也跟着跳了下来。 

就这样他们阴差阳错的登上了那个所谓的独角鲸——鹦鹉螺号，

过了一会他们发现这并不是一头独角鲸，而是一艘潜水艇。不久他们

就被鹦鹉螺号上的船员带了下去，关在一个小黑屋之中。并且给他们

食物吃。 

第二天他们见到了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这位船长对他们说，既

然来到了这搜船上就要当这艘船的乘客，但是永远都不能再回到路地

上了。这个船长很和善，给他们安排了房间，给他们制定了规定，给

他们美味的食物，带他们参观鹦鹉螺号。 

之后他们去了，热带地区，地中海，南极等。在这期间，尼德无

时不刻在想着逃跑。 

后来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由一次差点死在船上，最后在他们的不

懈努力之下他们都逃了出去。 

走进海底，走进海底两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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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有了书籍人类才有文明和进步，我在假

期里读了几本书，我比较喜欢的是《海底两万里》这本书，这本书的

作者是19 世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 

这本书主要讲了法国生物学家接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参加“驱

逐海怪”的活动。可是后来，他和他的仆人和捕鲸手被海怪捉走，才

知道所谓的怪物，其实是一艘潜水艇——“鹦鹉螺”号。潜水艇艇长

尼摩永远不许他们离开，十个月后，他们才得以逃脱的事情。他们一

路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他们曾跟土著人打斗，跟鲨鱼肉搏，打捞沉船

里的宝藏，在大西洋海底，他们发现了沉没已久的'大陆——大西洲。

他们观赏了海底火山吐出硫磺火浆的奇景，也看了已成废墟的庞贝城，

在此后的旅行中，他们历尽艰险，一会是冰山封路，一会是敌舰偷袭，

尼摩船长都战胜了一切。最后，他们遇到了大漩涡，教授和他的同伴

被抛入水中，才侥幸脱险，潜艇却毫无踪影了。 

我很佩服那位尼摩船长，修建了这么庞大的鹦鹉螺号，竟然没被

世人发现。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他们一行人到了南极，打算浮到水面上

去换气，谁知他们的去路被冻住了，无法换气，他们用冲角撞冰，用

十字镐凿冰，但是他们凿冰的同时，冰层也在不断加厚，后来，他们

用高压水枪喷出热水将冰层融化，才逃出来。 

我要学习阿尤纳斯教授乐于探索，尼摩船长遇事冷静，尼德的勇

敢何康塞尔的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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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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动不已。 

儒勒·凡尔纳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于艳丽未来的一个奇迹，这一事实

充分的告诉我们：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有充分发挥人

类自身的想象力，科学才会有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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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中，我无意中在书柜里，看到了《海底两万里》这本显眼

的书。于是，我打算在暑假中仔细的把这本书看完。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是法国的作家凡尔纳，儒勒·凡尔纳是19 世

纪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法国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家。 

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片段是：第二部分的第三章节——一颗

一千万的珍珠。奈莫船长带着贡塞伊、内德。兰德和作者，到马纳尔

海底沙洲，一起下水采集珍珠。就在他们观察着琳琅满目，晶莹剔透，

色泽迷人的珍珠的时候。作者突然看到了一个冒着生命危险采珠的印

度人。这时有一只鲨鱼游了过来，翻了个身，准备把印度人咬成两段，

这时，作者感到蹲在他旁边的奈莫艇长猝然站了起来，手中握着匕首，

笔直走向那贪婪的鲨鱼，准备和它展开肉搏战。艇长把匕首插进了鲨

鱼的肚子，艇长也倒在了地上，他是被鲨鱼巨大的身体压在身上而翻

倒的。最终还是内德。兰德将鲨鱼赶跑的。不过那个印度人已经晕倒，

没有了知觉。艇长把那个印度人送回了船上等到他醒的时候，又给了

他一小袋珍珠。 

看到了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平时同学问我借东西或者是问

我题目，我都是当作没有听见，没有理他们。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决



心像艇长那样，乐于助人。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受益匪浅。所以我也推荐同学们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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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爸爸给我买了很多书，我看的第一本就是《海底两万

里》。在我翻开目录的那瞬间，它就深深地吸引了我鹦鹉螺号、神奇

的海怪、惨遭遇难等等，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遨游海底世界。 

海底两万里讲述了阿龙纳斯教授和尼摩船长的.探海旅行故事。作

者凡尔纳以追踪海怪为引子，为大家讲述出一个个故事。其中惨遭遇

难的这段故事是最吸引我的。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

大怪兽，阿龙纳斯参与了追捕这只大怪兽的行动，在追捕过程中他意

外掉进海里，并且掉在了大怪兽的脊背上。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怪

兽，它是尼摩船长秘密建造的一艘坚固、神奇的潜水艇。尼摩船长邀

请了阿龙纳斯和他一起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一路进入了大

西洋，见识了很多海里的动物、植物，还有一些海里的神奇景象。阿

龙纳斯，是一位知识特别渊博的教授，我很敬佩他。尼摩，是一位聪

明的船长，我感觉他很神秘。 

整个海底旅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他

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这种精神值得我去学习，也让我

明白了只要努力一定会有收获！读完这本书，脑海里一遍遍重现书中

描述的一个个美妙的故事，仿佛身临其境。书中不但有海洋知识，还

有地理知识，真让人回味无穷，令我沉浸在了这个奇幻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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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无聊得很，就读了几本书，自我感觉这几本书都不错，

尤其是这本《海底两万里》，构思巧妙，情节惊险，这是法国著名小

说家凡尔纳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要讲述的是诺第留斯号潜艇的故

事。 

主要讲述，在1886 年，有人以为在海上见到一条独角鲸，法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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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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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两

万里的环球探险旅行。 



我很喜欢《海底两万里》，是因为它有众多的知音。我们现在的

中学生都很前卫，对语文课本后的名著不但不喜欢，甚至还有些厌恶。

作为许多中学生中一员的我自然也不例外，对那些所谓的'名著没有丝

毫的兴趣，只是偶尔在考试之前看一看罢了，目的也只是为了应付考

试。可是《海底两万里》不一样，它虽然是语文新课标的推荐书目，

但它却是一部本身非常棒的作品。生物学家阿龙纳斯的博学，仆人康

塞尔的忠心不二、尼德?兰德的勇猛以及诺第留斯号的豪华、功能多用

无不描绘的面面俱到、栩栩如生，令人不得不爱上这部作品。尼摩船

长所讲的海底的丰富资源更是让我对这部作品印象深刻。我觉得，它

的风格可以跟当代风靡全球的《冒险小虎队》书系相媲美。一本写于

八十年代的外国作品在当代仍然有那么多的知音，这的确挺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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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一个令人心生神秘的世界，是个令人充满幻想的地方。

海洋占地球的百分之七十点八，怪不得地球被称为“水球”呢！因此

蓝色的海洋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蔚蓝王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

“鹦鹉螺”号，去探索发现，去看看她这隐藏在深处的美丽吧！ 

《海底两万里》是被称为“现代科学幻想之父”的儒勒凡尔纳所

著的小说，“鹦鹉螺”号其实是他虚构出来的一艘潜艇，虽然是虚构

的，全书却给人一种真实的感受，文章写了鹦鹉螺号在印度洋、太平

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北冰洋及许多海底冒险，遇见了许多珍

奇的海洋动植物；当然还有一些惊险刺激的情节，去南极点探索珊瑚

王国和去海洋森林散步，捕杀巨大的 儒̀艮和凶猛的章鱼群，从字里行

间，可以知道，儒勒的想象力超人，竟能在潜艇没有发明之前想象出

潜艇的构造，不得不让人佩服。他充分地把科学与故事情节融合，创

在出一个神秘的深海世界。 

海底中有无穷无尽的奥秘，作者的世界可能与现实的海底世界无

法如出一辙，但小说是要唤醒人们对海洋世界的保护意识，不能随心

所欲地污染海洋世界，永葆他的洁净与蔚蓝。并谴责那些污染海洋，

随意捕杀动物的人们，是他们让海洋失去绚丽多彩。呼吁人们要善待

海洋生灵，让蔚蓝清澈的海洋不要成为后代美丽的幻想。 



同学们，当我读完这本书，爱护海洋水资源、珍惜海洋生物这个

念头在我心头久久回荡，让我们行动起来吧！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

的呼唤，让美丽的海洋世界永葆她青春的容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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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勒凡尔纳，一位在全欧洲人民心中有着崇高地位的科幻小说家。

然而，这个名字不仅属于欧洲，也属于全世界。海底两万里记载了当

时科学朦胧状态下人们对未来状态的憧憬。 

文章主要叙述了：海洋生物学家阿罗纳克斯等人应邀在海上追寻

“海怪”，不料被一艘叫“鹦鹉螺”号的潜艇俘获，并跟随艇长尼摩

在海底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航行。一路上，冰山挡路，鲨鱼攻击，章

鱼围攻，土著人偷袭……但尼摩艇长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指挥全体船

员，战胜了种种困难。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冒险小说的重要特征。 

文章通过阿罗纳科斯和康塞尔之口向我们介绍了许多海洋生物知

识，说得井井有条，令我们大开眼界。 

除了情节结构，《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的刻画，也是不可以

缺少的。作者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勾勒出了一个活脱脱的`“超人”形

象。“这个超人具有常人不曾有的优秀品质：沉着冷静、毅力非凡、

英勇无比。无论情况有多么危险，他始终镇定自若，不会流露出丝毫

的沮丧和慌乱。此外，这还是一个嫉恶如仇、杀富济贫的“超人”。

这些都与作者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写这本作品，他多次到同进出港口和海员交流。1865 年，他

还特地买了一艘捕鱼船，实地考察情况。 

天才出自勤奋，即便对于儒勒凡尔纳这样的“世界科学小说大

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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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我读了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书，是同学借给我的。 

主要内容是：一八六六年在海上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椭圆形的

海怪在海上神秘地出没。它体型比鲸鱼大的多，速度更是让鲸望尘莫

及。许多船都受到了海怪的打击。于是，主人公带着他的仆人孔塞依

乘坐“林肯”号捕捉海怪。当尼德·兰用鱼叉刺到海怪时。它发怒了，



猛地撞击了一下“林肯”号，主人公掉进了海里。孔塞依见状后毫不

犹豫地跳进海里，把主人公救到了海怪身上。尼德兰也在上面，他发

现这只海怪原来是一艘潜水艇!他们被带进了潜水艇，船长尼摩下令开

船到南极去。抵达南极后，潜水艇被困在了冰山里。人们立刻开始工

作。到还剩左后 2 米冰了，人们在半窒息的情况下躺在床上，这是多

么痛苦的夜晚。只剩下最后一米的冰层要凿了，人们奋力地干着，冰

层终于凿开了，潜水艇回到了海面，它的每一处地方又充满了新鲜的

空气。第二天，潜艇正在海底行驶，突然窗外出现了无数只大章鱼。

尼摩船长拿着斧头带着勇士们和章鱼展开了肉搏大战。领头的一位水

手不幸被章鱼缠住，扔到了海里。其他的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跟

章鱼进行了殊死拼搏。最后章鱼大败，伤的.伤，死的死都逃到了海里。 

在这本书里我仿佛也变成了主人公，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冒险，

这次在书中主人公的探险让我深深热爱上蓝蓝的海洋，让我更加明白

了我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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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即是练字时，写下即永恒。 

这是一次奇幻之旅，更是一部探险佳作，遨游海里两万里，你将

惊叹于海底的一景一物，更为海底的魅力多姿而震撼。这是一场伟大

的精神之旅，一位神秘的英雄带领着英雄本民族的同胞，为了民族复

兴而战。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部作者中获得精神的成长，对于爱国，

正义，科学，梦想，坚持……人类所需要的伟大品质有所领悟和思考。

——导读  

用了三天的时间，阅读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本书

可以说让我对科幻小说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内容主要讲述了1866 年，海上发现了一条意思为独角鲸的怪物，

阿龙纳斯教授及仆人爱追捕。在这过程中，他们不幸落水，这时他们

发现这怪并非独角鲸，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艇。于是他们跟随尼摩船

长乘坐这艇在海底做了两万里的环球旅行。 

在这本书中关于善良，如尼摩艇长的形象之所以高大，除了他博

学多才以外，还与他时时流露的善良分不开。三个俘虏被擒入鹦鹉螺



号，并未受到严厉的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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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斗。启示我们在生活

中，你用善良去温暖他人，也会接受到他人善意的帮助。善良是一颗

爱的种子，它撒播阳光，传递爱心，让世界充满美好。一个善良的人，

你的内心被温暖包围，让你感到生命的意义。 

就是一本使人受益匪浅的书，遇见大家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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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盐城哥哥说有本超棒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要

推荐给我。果然不错，我没读多大一会，就已经是爱不释手了。 

小说写的是人们在大海航行中碰到的事情。 

1866 年，因为海中突然出现了一种不知名的危险怪物，引起了人

们的恐慌。阿龙纳斯教授加入由美国派出的一支追踪独角鲸的远征军。

结果，在受到“海怪”进攻后，教授别无选择的跟随尼摩船长周游世

界。 

这艘构造巧妙的.潜艇，名叫“鹦鹉螺号”，也是人们口中的“海

怪”。正是它，载着教授一行人，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两万里

远游。 

在尼摩船长带领下，教授一行人经过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

地中海、大西洋，甚至还到达了南极和北冰洋。他们看到了美丽的海

底世界，凶恶的土著人，海底恐怖的大章鱼…… 

开始我很讨厌尼摩船长，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但随着慢慢的细读，

却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会为死去的朋友泪流满面；也会把口袋里的珍珠塞给可怜的采

珠人；更会在氧气不足时，主动把氧气留给其他的人。好希望尼摩船

长能战胜大海，“鹦鹉螺”号最终能幸存下来。 

比起尼摩船长，我更喜欢阿龙纳斯教授，喜欢他的知识渊博，还

有他的乐观精神。同样，忠心耿耿的康塞尔，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海底两万里》不仅让我认识了“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也引

发我对海底世界的好奇，真的想找机会好好游玩一番。 



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和我一起畅游海底，一起去探索海底的奥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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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所著的一部科幻巨作。

它将奇特的幻想和有理有据的科学知识，融入情节曲折的故事中，让

人读完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海底两万里》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奈莫艇长，他是一个

神秘的人物，从始至终，书中的博物学家都未能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从一开始的.永远不得离开，到中间的以礼相待，热心讲解海底趣事。

再到最后的性情大变，沉默寡言，行影无踪，消失在大海的漩涡中。

奈莫艇长好像一直在变，又一直没有变。他的屋子里始终挂着的英雄

照片，桌子上的亲人照片，秘密的捐赠，对生命的呵护与敬畏…… 

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发热的学问家，却不接

触世人自己的著作，在生命的最后交予海洋随波逐流。他是一位艇长，

对手下严格但又关怀，为逝去的兄弟建立了珊瑚墓地，在困难时身先

士卒，赢得了信任与敬佩。他还是一位怪人，愤世嫉俗，与外界间接，

藏身于大海，最终带着一身的谜团，又沉入海底。他是一位伟人，在

学术上，也是在精神上，他不屈服、有智慧，勇于且乐于冒险和挑战，

是能够探测到海底深度的人。但还是一位普通人，在仇恨的驱动下，

做出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成了永远的遗憾。 

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人，我也与博物学家在最后所期许的那样，

愿他绝处逢生，不再被仇恨驱使，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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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十分有趣的书，很有感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阿尤纳斯教授在海底的奇遇：捕捉海怪、

惨遭遇难、揭开海怪的真面目、南极遇险、顺利逃脱等等一些既惊险

且有趣的事件，使这本书深受读者欢迎。 

我感受最深的情节是：鹦鹉螺号航行到南极准备继续前行的时候，

它的上面出现了足足十五米厚的冰墙，下面也有十米厚的冰层。如果

不把鹦鹉螺号上升到海面上的话，潜艇里将没有空气可呼吸，那会是



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尼摩船长带领全体船员，在

下面的 冰̀层画了一个十分大的圆圈，然后用铁锹向下挖。船员们挖了

十二个小时，才挖了大约六百平方米的冰。阿尤纳斯教授挖完冰回来，

差点窒息了，忽然他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原来是尼德和康赛尔为

了让教授不晕过去把自己储存的空气给教授用，这是多么感人的友爱

呀。第二天，船员们都更用力地挖冰，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终于挖

开了冰层。随后，鹦鹉螺号全速前进，用侧角撞开了上面的冰山，浮

上了水面。顿时，船上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大家都大口大口地呼

吸，尽情享用自己用劳动换来的成果。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能退缩，只要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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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我经老师推荐，读了《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 19 世纪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的一部潜

入海底、环游世界的科幻小说。在如今，制造潜水艇已不是难事，但

在 19 世纪时期甚至连电灯都没有出现，足可见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强

大的构思能力。 

它是一部出色的悬念小说，从海上的怪物开始设置悬念引起读者

猜测：这个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接着由阿尤纳斯博士的视角转到鹦鹉

螺号让读者跟着尼摩船长和他的“客人们”饱览了海底变换的奇异景

观和各类生物：最大的'珍珠、最深的海沟、最远的极地……大章鱼、

鲨鱼……《海底连万里》作为一本科幻小说塑造了主人公尼摩船长和阿

尤纳斯的生动形象，描绘了尼摩船长和阿尤纳斯博士在大海里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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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没有到过海底，却把海底的景色写得如此生动，读来引

人入胜，使读者身临其境，更显示出了他具有的非凡想象力和极为丰

富的知识。 

文章在写出出神入化的海底场景的同时也穿插告诫了人们在看到



科技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防止科技被坏人利用危害人类。并

提出了要爱护海洋动物不能滥杀…… 

作者在语言功底、写作手法上的巧妙运用我们都应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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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70 年的时候，一部巨作出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笔下，这

就是《海的两万里》。 

在变幻莫测的海底，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奇妙的旅行”，有一头

“独角鲸”，带我们进入了神奇的海底，接触了内莫艇长这个神秘的

人物，让我们感受到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晶。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仿佛置身在其中似的，感受了海底的魅力。 

在此期间，我仿佛也是“鹦鹉螺”号潜艇上的一员，我在海底进

行着环球旅行，穿过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南北两极海

洋，全程共两万里。 

在“航行”的过程中，我见识了种种海底奇观，比如水中的花、

岩石、胚芽、贝壳和珊瑚虫。在漫漫的'海底世界，有一个海底森林，

在森林中，有同心扇贝、水叶甲等贝壳类动物，还有马蹄螺、红冠螺、

风螺、叶文螺以及取之不尽的大洋里的大量其他生物，目不暇接。 

在海底森林中，林间空地，寸草皆无，所有植物都像铁丝一样笔

直都挺拔的直线向上生长，这里是垂直线的王国! 

《海底两万里》这部科幻小说，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不仅是新

的视野，而是一种享受，是生活的享受! 

然而，这会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吗? 

现在，人类在肆意破坏环境，滥杀滥捕海洋生物这回把科学技术

造福于人类的优态转化为对我们有害的因素。因此，保护环境，保护

动物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职责，这样才能让科学技术更好的造福于人

类! 

海底两万里第一章节的读后感 25 

暑假，我被一本名为海底两万里的书深深吸引了。这本书是法国

著名小说家、预言家—凡尔纳的豪情杰作。凡尔纳于 1828 年出生于法

国南特，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代表作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



地底旅行等。 

这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科幻小说续的海难事件震惊了世界，阿龙纳

斯教授和助手康塞尔、鱼叉王尼德兰参加了追捕海怪的行动，意外地

爬上了海怪，发现所谓的海怪其实是潜水艇。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和

鹦鹉螺号潜水艇的船长尼摩一起游览各大洋，开始了惊险的海底之旅。

遇到人、南极冒险、血战章鱼、海底复仇…… 

看完这本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阿龙纳斯，爱海洋，知识渊博

的教授，到了鹦鹉号码后，他把奇怪罕见的动物、植物全部记录在笔

记本上，回到陆地后公开于世，真令人钦佩康赛尔，教授周围忠实的

仆人，他们经历了数十万公里的海底航行，看到了很多壮丽的景观，

他们一起患难，辛苦，成为了真正的朋友。叉王尼德斯兰是一名勇敢

优秀的叉鲸手，百发百中，危机时刻拯救了教授和康塞尔。尼摩船长

是海洋的隐藏者，勇敢而智慧，引领水手们从南极脱险，勇斗鲨鱼，

血战章鱼，无人能敌，但一直隐藏在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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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让我游览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等七大洋，享受了奇妙的海

底世界。海底两万里富含地理、生物等知识，是有魅力的科幻小说，

也是富含海洋知识的百科全书。同学们，让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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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世界各地的营养。生活中没有书，就像没有阳光一样；智

慧中没有书，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样。这是莎士比亚的名言。 

我读过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写完《海底两万里》后，我被生物学

家阿龙纳斯教授、他的忠实伙伴康塞尔和尼摩船长的冒险精神深深吸

引。《海底两万里》主要讲述了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两

个忠实伙伴在海底旅行时遇到海怪诺第留斯的故事。 

读完这本书后，整个旅程达到了高潮：海底狩猎，参观海底森林，

参观亚特兰蒂斯的废墟，打捞西班牙沉船的财宝，目睹珊瑚王国的葬

礼，与蜘蛛、鲨鱼、章鱼作战，反击土壤围攻等。这本书还包含了大

量的科学、文化、地理和地质学。看完这本书，我学到了更多关于海

底世界的魔力和美丽，以及海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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