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 昆虫记六
年级读后感(大全12篇)

感恩是一种品质，能够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
战。如何通过感恩来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接下来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感恩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一

这一部概括昆虫种类、特征、习性讲述了昆虫最真实的生活
著作。而在这一系列的字里行间，作者法布尔也加入了自己
对昆虫，对生活的感悟。让它也不单单是一些科普类的观察
日记，也融入了许多对生活的情感。

在《昆虫记》这一系列中，我印象最深的昆虫是松毛虫。这
是一种以松树为食的昆虫。在原文中这么描写它们卵和幼虫：
“该物体长3毫米，宽4—5毫米，外表如丝一般柔软光滑，白
中略显橙黄色，覆盖着鳞片，鳞片像屋瓦似的叠盖着，排列
虽然整齐，但不成几何秩序，外观犹如榛树未曾开花时的花
序。”“这些细小微弱的创造物只有1毫米长，它们呈蛋黄色，
满身纤毛，其纤毛又短又长，短的呈黑色，长的呈白色。”

松毛虫虽然是一种害虫，当它们身上所有拥有的一些品质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松毛虫和睦相处，每一只虫都在最大努力
为集体做贡献。干活时绝不懒散拖沓。不像生活中一些人，
总想在一些方面投机取巧。而松毛虫却因为完成自己的职责
而感到满足，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啊！

松毛虫在过冬时，由于每条松毛虫体内的丝线数量已经不足，
它们会合力修建一个用于御寒的屋子。这种极高的合作意识
恐怕有许多人类团队也做不到吧！更有甚者，不为团队帮忙
还在内部挑拨离间，导致团队面临信任危机，甚至有解散的
风险。不仅如此，松毛虫修筑屋子的时间还是在冬天来临之



前，可谓是未雨绸缪，就算冬天提前来临也不怕。不得不说，
有时候可真是“人不如虫”啊！

在这本书中，除了松毛虫，还有许多其他的昆虫。甚至连一
切故事发生的地点——荒石园都做了一个描述。不过这篇文
章已接近末尾，我也不一一描述了。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二

《昆虫记》是一部描写昆虫种类、习性和婚俗的书籍。法国
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耗费毕生心血完成了这部昆虫学的巨著。

法布尔从小热爱科学、昆虫，他勇于探索、勇于实验、细心
观察，用自己一生的精力完成了富有许多知识的巨著——
《昆虫记》。

我从小就害怕毛虫，碰都不敢，我真怕它们皮毛上有毒，怕
它们会咬我。可当我看到《昆虫记》里的一篇文章时我就全
明白了。毛虫的毒素其实并不是全在它的绒毛中，而在它们
的血液与排泄物中。法布尔为了证明他的猜测，他决定用这
样的'实验来证明：法布尔捉来了一些松树上成串爬行的毛虫，
在它们身上采了几滴血。用这血浸透了一块吸墨纸，然后用
不透水的绷带把这个纸片固定在他的手臂上。实验最终成功
了。毛虫的中含有毒素。法布尔这种自我牺牲的宝贵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为了证明毛虫的毒素来自它们的排泄物中，法
布尔又做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实验。实验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所有的毛虫都会排泄出一种引起痛痒的毒素。当毛虫在
自己的排泄物中长期停留，它的皮毛便会带有毒素，人们与
它们接触时便会引起痒痛。

《昆虫记》，你让我明白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物，你也是法
布尔倾注毕生心血而完成的。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三

看着小溪流淌，看着桃花开放，看着雪花纷飞，大自然就在
我们身旁。

它溶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将昆虫世界化作
给人类获得知识、美感和思想的美文，字里洋溢着作者本人
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本书就是——昆虫记。“村子里小溪纵
横，花草丛生，附近丛林中鸟栖虫居，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跑
来跑去。”正因为这种适宜的环境，所以法布尔才有机会观
察它们、了解它们。法布尔从小就是个“昆虫迷”，一窝小
蚂蚁搬家，一场蜘蛛与蚊子大战，都会令他着迷，有时候他
可以一动也不动的观察四五个小时。为了观察一些昆虫，他
爬到邻居的苹果树上，正当法布尔看得着了迷时，邻居却把
他带到父母面前，原来，邻居以为是法布尔偷了他家的苹果。

大家一定知道在夏天有蚊子，可过是，有谁曾数过蚊子有几
条腿？它是用哪里叮人得？这些有多少人知道？假设，你刚
从校门走过，突然有人问你，你们班的某某某同学今天穿的.
是什么？你能说出来吗？这其实就是仔细观察。“观察，观
察，再观察”。

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的确如此。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四

抿一口茶，心情略微激动地开始阅读一本书——《昆虫记》，
它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
部不朽的著作。它熔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
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昆虫、曰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
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
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本书的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
生。《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
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穷其毕生精力深入昆虫世



界，在自然环境中对昆虫进行观察与实验，真实地记录下昆
虫的本能与习性，他刻苦钻研，牺牲了自己私有的时间去观
察昆虫。《昆虫记》详细地描绘了昆虫的生活：如蜘蛛、蜜
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这给后世作出了
很大的贡献，使人类社会迅速走了现代文明。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
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
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
翻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
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就是这样一个奇迹让我深深
地感受到：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
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
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五

《昆虫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昆虫世界。昆虫也是
有思想的，它也是可以思考的，而且有些昆虫还有一些人类
没有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打个比方吧：雄性小阔条纹蝶可
以跟据气味来确定雌性小阔条纹蝶的位置，只要是雌性小阔
条纹蝶的肚腹碰过的地方，他们总会千里迢迢的赶来，一点
也不迷失方向。

但是对我来说它并不仅是一本普通的科普图书，他还让我明
白了另外一些道理。那就是——母爱与父爱的伟大。

西班雅蜣螂妈妈本是不擅长做粪球的，它的爪子又短又小，
根本就没有圣甲虫的长、有力。这样的爪子，一缩就可以缩
到身子底下。但是西班牙蜣螂为了孩子，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惜代价地做粪球。相比之下，圣甲虫那小小的梨形粪球真
是小巫见大巫了。



米诺多蒂菲爸爸也十分尽职。为了保护孩子的妈妈安全的产
卵，它不分日夜地守在洞口。待米诺多蒂菲妈妈产完卵时他
才离开，不久就悲惨地死去。但它死前也能说：“我做了尽
父亲的职责，我为家人尽力了。”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六

对于一个看到虫子能一蹦三尺高的人，对于我，阅读《昆虫
记》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许保不齐下一页就会有让我魂
飞魄散的图片。不过，在我顽强不屈的努力下，这本书我总
算是读完了。虽说胆战心惊，但《昆虫记》背后的故事，实
在值得我们去探究。

以《圣甲虫的梨形粪球》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给圣甲
虫的粪球取了一个新奇的名字：面包。除此之外，还把圣甲
虫的家比喻成面包铺，把圣甲虫的妈妈描绘出了店主的感觉。
仔细脑补一下，这不就像是把人带到了地下，亲眼见证了那
属于圣甲虫的繁华生活么?就这一点来说，我以为不仅体现出
作者文笔之妙，更体现出了作者对于生命的敬畏。

文中写道：“在六月末到九月份整个大热天里，我几乎每天
都到圣甲虫经常出没的地方去探查……”天啦，将近三个月
的时间，而且还是盛夏!我们来比较一下，暑假时我们是不是
基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空调下写作业都觉得烦躁?更别说
去门外接受太阳的审判了吧?但法布尔做到了这一点，他不管
酷暑，日复一日地工作。而且，期间的辛劳被他一笔带过。
我们所感受到的，没有一丝抱怨，只有他对昆虫世界那无穷
无尽的热爱。

在写法上，我注意到，法布尔很喜欢设问句，并且经常能在
一个自然段的开头看到它。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当然是为
了引起读者的思考。但作为一个读者，读这样的句子就像听
法布尔在讲述他所观察到的故事，他那样的循循善诱，直至
谜底揭晓。这么看来，倒是颇有几分谢老师讲几何题的风范。



除此之外，法布尔的逻辑也很清晰。每一章所介绍的东西有
先有后，有详有略，不会让人感觉很突兀。在叙述有多种情
况的实验时，他的文字也如数学中的分类讨论一般，有理有
据，让人觉得不给满分都是阅卷人水平不够。法布尔如果去
当个数学家，说不定也不错。

《昆虫记》背后的故事，仅以书上所写，其艰辛想必是不及
事实的万分之一。世上万物皆有无穷无尽的奥妙等着我们去
探索，去挖掘。以法布尔为标杆，以热爱为资本，以坚持为
品质，终有一天会得到我们所期待的那束名为“目标”的光!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七

我津津有味地阅读了法布尔写的《昆虫记》，书中的故事像
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领会到昆虫世界的多姿多彩，
也了解到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和一些趣事。

《昆虫记》重点讲的是各种蜘蛛。比如：黑肚皮的塔兰图拉
毒蛛，虎纹园蛛，狼蛛，蟹蛛，园蛛等，尤其是园蛛，法布
尔精细的写出了园蛛结网，园蛛的网很有粘性，园蛛的配偶
和园蛛捕猎的方法。看了这些故事后，让我在昆虫的知识上
迈进了一大步。

我叹服那神秘的大自然，更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
精神，他为探索真理而投入毕生心血，让我感受到了昆虫世
界的神奇和美妙，也感受到了昆虫与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息
息相关。同时我佩服法布尔对事物的如此细微的观察本事和
他的超凡的文学水平及表达本事。我想，如果他仅有细致的
观察本事，没有超好的文学水平和表达本事，写出来的《昆
虫记》就没有这么多青少年喜欢去阅读。反之，如果他没有
良好的观察本事，仅有超好的文学水平，也就写不出如此真
实科学的《昆虫记》。

经过阅读《昆虫记》，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要对社会有



伟大的贡献，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有细致的观察本事、有
良好的表达本事等等。从此刻开始，我必须要从这些方面好
好地培养自我。

可是，我发现这本书也有不足的地方，记得我在课外书上看
到过，蜘蛛不属于昆虫类，而是蛛形类。我想可能是因为法
布尔所处的那个年代，昆虫的分类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把蜘
蛛看成是昆虫了。如果编者在文章的前面做个说明，就不会
误导一大批的读者，到此刻仍然把各种蜘蛛看成是昆虫。当
然，这一点并不会影响我对法布尔的崇拜，对《昆虫记》的
喜欢。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八

大家应该都知道《昆虫记》是法布尔的作品，它是法布尔通
过50年的时间观察昆虫写下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蜜蜂，猫和红蚂蚁的寻家之旅》，
它讲的是作者通过实验，把蜜蜂、猫和红蚂蚁都放在了一个
陌生的地方，看他们能否找到回家的路。结果是蜜蜂和猫都
可以，而红蚂蚁只能凭借记忆力寻找。

我认为，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而观察能使我们在老师
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记得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观察对
于儿童之必不可少，正如阳光，空气，水分对于植物之必不
可少一样，观察是智慧的最重要的能源”。莱特兄弟难道不
是因为观察制造出了飞机？牛顿难道不是因为观察发现了地
球引力？正如伽利略所说：“一切的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
验中得来。”

《昆虫记》让我眼界开阔，让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的
精神，让我感受到了昆虫与环境息息相关，又让我感受到了
法布尔的独具匠心和细微的观察。



“以一颗真心，叙述一个妙趣横生的'世界，启迪无数的孩子，
是一部不朽的作品。”我就是这样看待这本书的。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九

这天，我怀着无比喜悦的情绪来读法布尔所写的一部著
作——《昆虫记》。

法布尔是第一位在自然界中研究昆虫的科学家，他穷其毕生
精力深入到昆虫世界，在自然环境中对昆虫进行观察与实验，
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本能与习性，写成了《昆虫记》这部昆
虫学巨著。

他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法布尔刻苦钻研，牺牲了自
己私有的时间去观察昆虫。《昆虫记》详细地描绘了昆虫的
生活：如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
这给后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人类社会迅速走了现代礼貌。

法布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不是容易。他出生于农民家
庭，从小生活贫困，靠自学先后取得多个学位。他前半生一
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但法布尔没有向各种困难屈服，
他勤于自修，精心选取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观察研究
昆虫及植物，不断获得新成果。

法布尔一生最大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
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他正因为热爱真理所以撰写《昆
虫记》。

我多么渴望像法布尔那样，到知识的海洋中去遨游，到科学
的世界去探索，去揭开自然界中的一个又一个奥秘，为人类
造福啊!然而同法布尔相比，我真感到羞愧万分。

法布尔能在困苦的环境下研究昆虫，平时我连做数学题都不
认真，不刻苦，一遍做不出来，就不想动脑筋，有时还乱发



脾气。

读过《昆虫记》作者的生平和《昆虫记》，我感受很深，
《昆虫记》不仅仅仅充满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涵着追
求真理、探求真相的求真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生活
中和学习中，我们要学习法布尔勇于探索世界、勇于追求真
理的勇气和毅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像法布尔那样，要有
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坚持“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
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

当我读到“但到了相当的高度，仍然难免后退。只要稍有不
慎，就会前功尽弃，不但球滚落下去，连自己也被拽下
来……有时经过一二十次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获得最后成
功”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被刺了一下。一二十次，虽然不是
大数目，但对于一只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圆球，经过险陡的斜
坡，攀登简直无法上去的地方的小小的甲虫来说，却是多么
大的挑战啊!有时，甚至可能将性命都搭上去。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十

命的马力，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从事昆虫学的研究，终于，
在十九世纪末，凝聚着法布尔劳动成果的《昆虫记》问世了。

《昆虫记》是一部昆虫的研究记录。虽说是研究记录，但一
点儿也不枯燥。相反，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拟人手法，使得
《昆虫记》中的昆虫拟人化，栩栩如生。最难得的是，在书
中时常出现作者对社会的看法，思考。全书充分表达了作者
对生命的尊重，热爱。

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蟋蟀。它们的鸣声婉转动听，惹人喜
爱，人们根据不同种类的外形及颜色的深浅，给它们起了不
少美妙的“艺名”，如青麻头、红麻头、关公脸、蟹壳青、
大元帅、黑李逵、金琵琶、长尾梅、花翅膀等。这可爱的昆
虫，勤劳地翻修着它的小别墅却又不失浪漫情怀，时常用它



那独一无二的歌喉在月下吟唱。

最人敬佩的莫过于《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他一丝不
苟地研究昆虫，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收集资料。他无疑是成
功的。但在人生的路上，他成为了孤独的行者，独守着荒石
园，独守着不被世人所了解的寂寥，矢志不渝地完成了著作。
让人敬慕之时又添了一份同情。世界上的生命都是伟大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绝不要沾沾自喜，也绝不要妄自菲薄。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十一

经常写读后感，可以提高阅读和作文能力；还可以增长见识，
提高认识事物的能力。但是很多同学不知道读后感该怎么写。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怎么才能写好读后感。

一、写好读后感的基础是“读”

只有仔细阅读，认真地思考，深入地感悟，理解了文章的主
要内容，体会到文章的思想感情，读出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才能有感而发写好读后感。平时在阅读文章或书籍时，在文
旁圈点批注，随时记下瞬间的思考与感受，遇到相关的资料
随时积累下来，对写好读后感有很大的帮助。

二、写读后感要紧扣原文，抓住重点

读后感的“感”必须是从原谅引发出来的'感想、体会。不要
面面倶到、泛泛而谈。应集中到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或者几
者来发表感想。

三、写好读后感要联系实际，感情真实

读了一篇文章，产生了对现实生活或者自己思想上某些问题
的思考，于是激发了“感”。所以写读后感一定要联系社会
现实和自己的生活、思想实际。联系实际一定要实事求是，



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切忌说假话、空话、套话。

四、叙议结合，以“感”为主

读后感属于议论文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常用的
写法是夹叙夹议。可以适当引用原文中对自己触动最大、体
会最深的章节、句段、人物语言等。为了更好地写出自己的
感受，还可以适当引用相关资料。

五、读后感的题目该怎么写

一般来说，读后感的题目是“读《xx》有感”或“《xx》读后感”，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或文章内容拟一个正标题，下面加一
个副标题。

六年级写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十二

对于昆虫的热爱，无法抑制，甚至失去青春;对于大自然的依
赖，无可制止，甚至居住深山老林之中。可能对于自然界中
最最崇高最最高尚的举止，便数以万计的体现在生活上了。
这便可显现出自然的魅力，来吧，让昆虫的可爱跑入法布尔
的世界里去吧!

这本书写出了昆虫世界的无穷奥妙，或许是因为法布尔的描
写方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吧。其实这本书全部运用的是散文的
形式，它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昆虫的本性与习性，里面夹杂的
幽默不时惹人捧腹大笑，对于同伴的离去，不时让读者的眼
泪夺眶而出，潸然泪下。各种不同种类的昆虫在不同场合的
反应也描写得惟妙惟肖，真是不禁让人佩服起法布尔在文学
上的功夫了!

在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关于描写昆虫的“介绍文”，可为什
么偏偏他的《昆虫记》闻名于世呢?我想大家与我一样，在读
书之前，一定有这样的新奇吧!在大家还没读之前，我先帮大



家解决解开这个疑团。

其实，原因很简单，它不仅是在单纯的描写昆虫的自然生长
过程，另外也包含了一种父母对于子女的感情在其中，这想
必也是能感动读者的原因之一吧!他的笔上功夫也是技高一筹，
瞧瞧那生动滑稽的语言，细腻丝滑的笔触，完全能将你带入
一个全新的昆虫世界，让你不禁大开眼界，发出惊叹声!

还有一个致命的强点，就是这本书中的昆虫都运用了拟人的
手法，将它们赋予了人的情态与心理感受。在他的笔下昆虫
仿佛个个都有灵魂似的，它们也会像人类那样烦闷不安，也
会有忍耐极限，也会有七情六欲……当他在写昆虫们以冷酷
的大自然为背景的各种抢夺战中，所有人都被它们的行为深
深打动，有时也为之一震。但同样所想到的是，克服困难而
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同伴的安全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
的伟大、博爱。

这本书的写法也十分独特，既是一部观察昆虫所著的介绍文，
又是一部文笔优美的散文作品，但是，这两者却完美地结合
在一起，天衣无缝，可谓是科学与文学两个领域上的巨著，
并且，作者笔下的昆虫及其环境都有一种深藏不露的诗情和
意境充满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