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精选14篇)
创意标语，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销售突破。制作标
语时，要考虑到目标受众的年龄、性别、兴趣等因素，以确
保传递信息的准确性。爱护环境，我们义不容辞。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一

人的世界，异常残酷，物竞天择，时刻有被淘汰的危险。昆
虫世界，未尝不是。

读《昆虫记》这本书，也许有人感受到的只是昆虫界的奇妙，
而我却感受到了另一样事实，昆虫世界的规则远比人们想象
的残酷得多。适者生存，强胜弱，并没有夸大事实。

蜂窝濒临崩溃时，比老鼠还小的鼬精来捕食猎物；不堪一击
的蛆虫来为胡蜂们收尸；渺小的白色衣蛾，棕红色鞘翅科隐
翅虫，二星毛皮囊幼虫拆掉它们的家，一星期后……甚至用
不了一星期，这个世上仿佛就从来没有那么一群强大的胡峰
存在过，一切有关它们的东西都消失的干干净净，就如暗杀
高手，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掉了一大群人。昆虫世界，弱者乘
机杀死虚弱的强者，才能保证日后不会被强者杀死。但一种
渺小的昆虫，每一个种族乃至同类，都可能会成为它们的克
星，这种残酷的淘汰法则，令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动物们的生
物学家们感到极大的震撼。

另一种情况，便是发生在同种族的昆虫了。我曾看过沈石溪
先生的动物小说《五彩龙鸟》，书中就讲到过“同类相食”
的情节。我曾经一度怀疑：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动物会把
族群中最虚弱的那一个残忍分食，那么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会相食？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罢了。懂得多了，才认可这
件事的存在，而现在，读了《昆虫记》才发现还有更加无人
道的现象：配偶相食。



螳螂就是这样无情的动物，雌螳螂在同意了雄螳螂的求爱后，
便像个机器般活活分尸了雄螳螂。螳螂的爱情和蜘蛛的爱情
一样，是一场悲剧，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回到正题。同类相食在昆虫族群并不少见，一群甲虫中，突
然加入了一个新的成员，而新成员又恰好受了伤，那么几天
之后，这种可怜的甲虫一定是一具空壳。这种排外的习性，
虽残忍，却不例外也是为了生存。

就像开头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的社会有严酷法则，
昆虫界也不例外，弱小的动物，靠智慧拼搏，强大的动物靠
实力去闯。这些昆虫通过曲折的途径，以各自的方式，闯出
自己的一片生路。世界就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结束是为了
开始，死亡是为了生存。

昆虫世界的三十六计。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二

第二届昆虫大擂台开赛了。

大家好！我是又胖又懒的小蚂蚁。我的家庭可大了，有成千
上万个兄弟姐妹，我是由妈妈--蚁后生的，我们虽然人多，
可是很有秩序，大家各自承担不同的工作，有的负责建造家
园，有的负责打扫房间，有的负责寻找食物，我们中最强壮
的兵蚁，就负责保卫和守护我们的家园……呼……“你又睡
了！”主持人可可叫道“下一个！”

美丽的花蝴蝶上台了。我的触角就像鼻子一样，()帮我闻出
花的香味。我有一对大大的复眼，我的翅膀上有许多细小的
鳞片，像瓦片一样压在翅膀上。

我叫蝈蝈，学名螽斯，我是昆虫世界中最勤奋的歌唱家。每
当夏秋季节，不论白天黑夜，我都会在草丛中摩擦双翅，发



出清脆的歌声。只有雄蝈蝈才会演奏，那是在雌蝈蝈求爱呢！

小昆虫呀小可爱，昆虫世界真有趣，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昆虫记》这本书是由法国作家法布尔写的，读了这本书，
我感受到小小昆虫有多么可爱。我们需要多多观察，探索昆
虫的奥秘！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三

自从我读了《昆虫记》中“蝉和蚂蚁”这个故事后，我才知
道了真正的勤劳者。

拉封丹的这个寓言家喻户晓：整整一夏天，蝉不做一点事，
只终日站在树梢上歌唱，而蚂蚁则忙于储藏食物。冬天来了，
当蚂蚁把储备的受潮食物放在太阳下晒时，一只饥饿的蝉前
来乞讨，结果他遭遇了难堪的待遇。

蚂蚁骄傲地问：“你夏天为何不收集一点儿食物呢?”蝉回答：
“夏天我要歌唱，太忙了。”

“哈哈，你夏天唱歌吗?”蚂蚁毫不客气地回答，“好啊，那
你冬天可以跳舞了!”

最终，这只可怜的蝉饿死了。

可是，在这本书的作者——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看来，
这一切都是造谣。其实，蝉才是真正的生产者。本来我也不
信，可看了以后，便对蚂蚁有了一种看法。因为这是法布尔
亲身观察的经历。

蝉的嘴如同微型钻孔器，一面歌唱，一面贪婪吮吸着树里的
汗液。就这样，它蚊丝不动，聚精会神，沉浸在歌唱和琼浆
之中。



可是，不一会儿，蚂蚁就会和其它昆虫前来抢夺浆汗，蝉被
不罢休的蚂蚁赶走，昆虫们趁机痛饮。可是失去了水泵，便
很快干了，它们又去折磨第二只，第三只蝉……蚂蚁真是一
个强盗!

蝉却是个聋子。只要避开它的六只眼睛，哪怕在它旁边放几
十枝爆竹，它也无动于衷。有句俗语用它身上较合适：“像
聋子那样大喊大叫。”

书是可以治愈笨的。你看，不看书，哪知蚂蚁是强盗，哪知
蝉是生产者，是聋子?这故事使我知道：蚂蚁是强盗，表现勤
劳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勤劳者。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四

你有没有想过一颗草，一朵花下会有什么小东西经过吗？草
坪、水坝、花园里都有什么呢？这些在孩童时期的问题，直
到我翻开《昆虫记》，才被里面神奇的昆虫世界所解答并且
折服。

你永远无法想到在法布尔的笔下那些昆虫是多么的有
趣，“冲破嫁衣”的灰煌虫，“做面包团”的西班牙蜣
螂，“建筑家”蜘蛛，“预测天气的员工”松毛虫，许多昆
虫在法布尔的笔下都变得有趣起来。他对昆虫浓浓的喜爱，
从文字中流露出来，实际上他的喜爱不仅仅从文字，更是发
自内心的，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并不喜爱古希腊的一位名
人——伊索，因为他笔下的动物大多违背本性，这使法布尔
感到不满，他在文中说到：“古希腊的那位寓言作家是不可
原谅的，他不关心现实，却因袭传说。”他见到了许多人对
昆虫的误解，从而决定纠正错误，编写了《昆虫记》，倾注
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季，他
都坚持对昆虫进行观察和实验。我想这种持之以恒、坚持不
懈的态度正是他成为伟大的昆虫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昆虫记》共有十卷，描写的昆虫更是数不胜数，螳螂、蚂
蚱、蝈蝈、金步甲、蝴蝶、食粪虫、马蜂、蝎子……它们的
一举一动，无不被法布尔赋予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作为生灵，
它们与人类有着缕缕共通之处，让我不得不为此吃惊、神往。

盛开的粉荷花，香甜的大西瓜，无风的烈日下，一切都昭示
着夏日的来临，可这一切都抵不过蝉的第一声鸣叫，蝉给夏
日带来趣味与美好，说蝉是夏天的使者，我想应该是当之无
愧的。正是这股对蝉的喜爱，使我翻开了《昆虫记》中描
写“蝉”的篇章。

“蝉”的出洞比谁都要困难，早在寒冷的冬天，它们便已经
活动在地下，慢慢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圆洞，躲过漫长的冬天，
熬过烂漫的春天，才能迎来真正的出洞，若是中途被人挖出，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昆虫的智慧，恐怕你永远也无法猜到。它们真的非常有智慧，
蝉从地下钻出时，总会有被挖出的尘土，这些土该怎么办呢？
埋到后面去吗？可那样不是把辛辛苦苦挖的洞给堵上了吗？
智慧的蝉是有办法的，它们的尾体肿肿的，那里存储了许多
清亮的液体，当蝉的幼虫在前面挖时，尾部就会流出液体，
随时把粉状泥土浇湿，使之成为糊状，并立即用身子把糊状
泥压贴在洞壁上，洞壁被汁液浸湿，空隙自然就被缩小，坑
道便畅通无阻了。这种操作颇像现在的水泥。由此看来，如
果不认真地如法布尔这样仔细观察，恐怕无法发现这个有趣
出洞过程，我们脚踩过的每一片土地，都有可能曾经是蝉的
洞穴啊。

昆虫的世界是如此丰富，捕食、恋爱、繁衍，那是一片我们
所不熟知的世界，可是随着环境的影响，一些昆虫已经濒临
灭绝，他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弱小，而不被我们所重视，每
一条生命都值得尊重。普通并不等于无足轻重，只要我们给
予重视，就会从中发现有趣的知识，其实再不起眼的生物都
是构成大自然生活乐章不可缺少的音符。



《昆虫记》不仅让我了解了昆虫，更让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
这是一本谱写生命的诗篇，是法布尔给予我们的源于自然的
珍贵礼物。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五

看完昆虫记，你知道怎么写一篇昆虫记读后感吗？《昆虫记》
不仅是一部科学百科，更多的是作者对于世事的思考，文中
无不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昆虫记
昆虫读后感6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
文参考！

轻轻合上《昆虫记》，我却仍然沉浸在法布尔引领我走进的
昆虫王国，一只只可爱的昆虫仍在我的眼前嬉戏。是什么让
法布尔获得许多名人的赞许?是什么让他为我构造出了一个如
此活灵活现的昆虫世界?难道仅仅是他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吗?
不，这里还包含着法布尔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 法布尔——
这个人类杰出的代表，耗费其一生的光阴，就为了为这众多
平凡的自然界子民——昆虫谱写一部精彩的生命乐章。法布
尔用他“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
感受与抒写”，为我们缔造了一个昆虫的乐园。从字里行间
我们都能深深地感受到法布尔对生命的敬畏，以及他相信科
学、注重观察和尊重真相的精神。顿时，有一种深深的敬仰
之情从我的心底蔓延开来。

看了《昆虫记》后，这本书使我十分着迷，原来昆虫世界有
这么多的奥秘，我知道了：凌晨，蝉是怎样脱壳;屎壳螂是如
何滚粪球的;蚂蚁是怎样去吃蚜虫的分泌物。还弄清了：“螟
蛉之子”是错误的，蜂抓青虫不是当成自己的儿子养，而是
为自己的后代安排食物。

第一次读《昆虫记》，不知怎么的它就吸引了我。这是一部
描述昆虫们生育、劳作、狩猎与死亡的科普书，平实的文字，
清新自然;幽默的叙述，惹人捧腹……人性化的虫子们翩然登



场，多么奇异、有趣的故事啊!法布尔的《昆虫记》，让我没
有梦幻感，那些具体而详细的文字，不时让我感觉到放大镜、
潮湿、星辰，还有虫子气味的存在，仿佛置身于现场一样。
被我忽视太久了的昆虫的身影，及它们嚣张的鸣叫，一下子
聚拢过来，我屏住呼吸，然后，凭它们穿透了我心灵的幽暗。
是法布尔，让我看到了昆虫跟我们人类在生与死，劳动与掠
夺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昆虫记》不是作家创
造出来的世界，它不同于小说，它们是最基本的事实!是法布
尔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夜，是独自的，安静的，几乎与世隔绝
的寂寞与艰辛。我仰起了头，这一刻，我非常想仰起我的头，
像仰望星空一样，来对待昆虫们存在的奥秘。它使我第一次
进入了一个生动的昆虫世界。

于是，我接着往下看《昆虫记》。

接着往下看，《昆虫记》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螳螂是一
种十分凶残的动物，然而在它刚刚拥有生命的初期，也会牺
牲在个头儿最小的蚂蚁的魔爪下。”蜘 蛛织网，“即使用了
圆规、尺子之类的工具，也没有一个设计家能画出一个比这
更规范的网来”，丰富的故事情节使我浮想联翩。看着看着，
这些虫子们渐渐地清晰起来，我思考着：如果我们保护环境，
不污染环境，这些虫子是不是还会在呢?现在的环境恶化，又
是不是在以后还会有呢?我仔细地想着这彼此之间的关系，这
一次的阅读，《昆虫记》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

当我继续阅读《昆虫记》时，我看到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
毛虫的旅行，我看到他不顾危险捕捉黄蜂，我看到他大胆假
设、谨慎实验、反复推敲实验过程与数据，一步一步推断高
鼻蜂毒针的作用时间与效果，萤的捕食过程，捕蝇蜂处理猎
物的方法，孔雀蛾的远距离联络……一次实验失败了，他收
集数据、分析原因，转身又设计下一次。严谨的实验方法，
大胆的质疑精神，勤勉的作风。这一次，我感觉到了“科学
精神”及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昆虫学家法布尔以人性关照虫性，千辛万苦写出传世巨著
《昆虫记》，为人间留下一座富含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
的散文宝藏。它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
的情趣。在作者的笔下，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
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
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毒蜘 蛛咬伤的小麻雀，也
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他甚至会像婴儿般
哭闹"。多么可爱的小生灵!难怪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
虫生活"的楷模。

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昆虫
与环境息息相关，又让我感受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和细微的
观察。《昆虫记》让我眼界开阔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了，理解问题的深度也将超越以往。我觉得《昆虫记》是值
得一生阅读的好书，我想无论是谁，只要认真地阅读一下
《昆虫记》，读出滋味，读出感想，一定可以知道得更多。

假期和开学的这几个星期，老师让我们读了一本叫《昆虫记》
的书，还没开始看，只看书名就知道了是一本关于写昆虫的，
经过我的略看，才发现是写昆虫的生活和日常习惯，还有他
们的性格与特点。

读了这本书，我从书中知道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昆虫常识和生
活习惯:萤火虫是会发光的甲虫。有很多文人都写了诗来赞美
萤火虫，而只有法布尔为萤火虫短暂的生命而惋情。夏天生
活在树上的蝉儿，要在地下"潜伏"四年才能钻出地面，在阳
光下歌唱五个星期，它是大自然的歌唱家，是一位自食其力
的勤奋者，蚂蚁竟然是凶悍的掠者，将蝉辛苦寻得的食物一
抢而光。我不应该讨厌蝉始终在喋喋不休的唱歌，而应该庆
祝蝉在经过四年黑暗的苦工，终于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美
丽的翅膀，能在温暖的阳光下，歌颂它的快乐如此难得，又
如此短暂。蟋蟀善于建造巢穴，管理家务。蜘蛛会在捕获食
物，编织罗网方面具有才能。种种奇妙的现象都展现在我眼
前，让我足不出户也能感到昆虫世界的奇妙。



昆虫记的作者是一位外国作家法布尔写的。他的一生并不顺
利：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生活极其贫困，他想“登上大
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愿
望始终得不到支持。他的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
但法布尔没有向“偏见”和“贫穷”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
扩充知识储备，精心把定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观察实验，
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一次回击“偏见”。最终他将一切
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为人类作出自己独特的奉
献。

《昆虫记》这本书给了我无穷的乐趣和无数的启发，我认为
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只要认真阅读，就能明白它带给
我们的乐趣与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

法布尔之所以顽强，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如果他废弃了，
丧失了自己那种精神，这世界同样不会出现一部《昆虫记》。

《昆虫记》中对昆虫的细节描写更是令人不得不佩服法布尔
超人的察看力，如蝉和蚂蚁乞讨粮食时的狼狈形相：“蚂蚁
站在门槛上，身边摆放着大袋大袋的麦粒，正调过脸去背对
前来乞讨的蝉。那蝉则伸着爪子，唔，对不起，是伸着手。
头戴十八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琴，裙摆被凛
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蝉的形象。”这段乞讨的
描写真是惟妙惟肖。

更令人赞叹的是，法布尔对昆虫倒挂姿势的描写：如在金属
笼子里，椎头螳螂的幼虫停在一个地方后姿势始终如一，毫
不改变。它用四只后爪的爪尖钩住网子，后背朝下，纹丝不
动，高高挂在笼顶，四个悬点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倒挂
栖驻姿势是如此艰难，然而苍蝇的倒挂姿势却截然不同。苍
蝇虽然也抓挂在天花板上，但是它总要抽出时间松弛一下，
随便飞一飞，操起正常姿势走一走，肚皮贴地，肢体舒展开
晒晒太阳。法布尔对昆虫的描写，真是过细入微，令人赞叹。
试问一下，那个人没看到过苍蝇倒挂的姿势，但又有谁去注



意它呀?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对上千种昆虫进行了过细入
微的描写，这也正是法布尔的成功之处。

然而，法布尔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一生面临着两大
难题：一是“偏见”，二是“贫穷”。法布尔勤奋刻苦，锐
意进取，从农民后代变成一位中学教师：中学教书二十余年
他兢兢业业，同时业余察看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出色的
论文。尽管如此，他想“登上大学讲堂”的梦想始终没有实
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教育，
科学界权威们，骨子里看不起他的自学学历，看不贯他的研
究方向。这种漠视与某些人的虚伪，庸俗，妒嫉心里合拍，
长期构成对法布尔的偏见。法布尔生在穷苦人家，靠自己打
工，读完了小学，中学;成年后只靠中学教师的工资，要后七
口之家的生活，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然而，
宣布而没有向“偏见”和“贫困”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
扩充知识储蓄，保持不懈地察看试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
次又一次回击“偏见”。他挤出一枚枚钱，购置坛，罐，箱，
笼，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极了研究资料，化教
书匠之“贫困”为昆虫学之富有。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
部不朽的著作，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
它熔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关照虫性，
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这本书以忠实于法文原著整体风貌及表达特色为选择原则，
让世界读者首次领略昆虫们的日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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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昆虫
记》的作者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法布尔拥有“哲
学家一般的思想，美术家一般的视角，文学家一般的笔触”。



在本书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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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
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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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
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
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这样一个奇迹，在人类即将迈
进新世纪大门、地球即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也许
会为我们提供更珍贵的启示。昆虫记也叫做《昆虫物语》和
《昆虫学札记》。

《昆虫记》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而且学会了
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昆虫记》是一本值得每位同学
阅读的好书，只要你认真地阅读它，就可以像我一样，从中
获益很多。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六

读了“南方分级阅读丛书”中的六年级·实验版科普小说
《昆虫记》后，我印象深刻，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昆虫记》是法国著名学家作家、昆虫家法布尔用一生的精
力完成的一部昆虫学巨著。

《昆虫记》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原来，



昆虫世界有那么多奥秘。凌晨，蝉是怎么蜕壳的；蜣螂是如
何把另一只蜣螂的粪球抱走的；恐怖的狼蛛是如何教育子女
的。

我觉得着本书中，这些昆虫里，最笨最傻的，就要数蝉了。
蝉在产卵的时候，有一种比蚂蚁还要小的小虫子，也会在那
堆是产上他的卵，而这种小虫子发育要比产快好几个月，这
种小虫子的幼虫便会拿蝉的卵作为食物。其实当时那些小虫
子就在蝉的脚边，蝉也看见了，如果蝉轻轻地一脚把那些小
虫子踩扁，它的孩子也不会被这些小东西给吃掉了。

另外，螳螂是最无情的。它会把它自己的亲人吞食掉，而且
它产下卵后，看也不看多看一眼就走了，也不管自己的亲生
子女是死是活！

此外，还有小甲虫，他为后代无私贡献，为儿女操碎了心；
而被萤火虫打了毒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蜗牛，几天后也能
恢复正常……这些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法布尔的《昆虫记》引领我进入了一个生动的昆虫世界，那
朴素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在现场一样。
被我忽视已久的昆虫的身影，他们喧闹的鸣叫，一下子都聚
拢过来了。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像在看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一下子就把知识记牢了。

法布尔不怕困难，不论炎炎夏日，还是严寒的冬天，他都坚
持对昆虫进行观察研究。他还把自己的家变成昆虫实验室。
发布而这种对科学的这种精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如
果我们在生活中和学习中也能像法布尔一样，那么我们一定
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南方分级阅读”是一套好书，里面不仅有昆虫记这样的科
普小说，还有许许多多的经典文学、儿童文学、诗歌篇等等。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昆虫记》了，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一样多



多支持“南方分级阅读丛书”，多看看这一些好书！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七

法国有位杰出的昆虫学家法布尔。他留下了传世佳作《昆虫
记》，这部巨著不仅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也在科学史上散
发着耀眼的光芒。《昆虫记》是法布尔用了自己三十多年心
血完成的巨作。书中为我们介绍了那奇特的昆虫世界，更仿
佛带领我们深入大自然，去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昆虫大调
查”。

作者在整本书中的语言诙谐幽默，处处都体现出了作者对昆
虫世界的好奇，以及心中的无限的喜悦之情。与其说《昆虫
记》是一部文学著作，更不如说是一部“昆虫百科全书”书
中的一只只昆虫，在作者的笔下仿佛就充满了生机，一幅幅
昆虫生活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出现。作者赋予了各只昆虫人
的情态，以向我们介绍昆虫的生活习性。

如此一部巨著，法布尔观察昆虫用了50年，写作花了整整31
年。法布尔经常趴在田间地头，躲在草丛中，深入“基层”
来探寻、观察、发现是昆虫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为了观察昆
虫，法布尔经常不顾一切。他忘记了吃饭，更忘记了休息，
从早观察到晚对他来说是常事。从书中的每一行文字，每个
段落都能感受到法布尔不懈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想到法布尔创作《昆虫记》的过程，再联系到我们的生活，
会发现如今的人们大多数都不能像法布尔一样认真仔细，一
样善于观察了。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昆虫
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当然，人们也不会细心地观察，其
实只要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意然如此奇妙！

想着想着，我为思绪又飘到了那一天……

好多年前的一天，我在操场上和小伙伴们玩耍着。这时，我



突然看到墙角有一只螳螂。而我走得更近时，发现这只螳螂
正在吃着另外一只螳螂！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中十分震惊，
更多的还是疑惑不解。回到家后，我赶紧查阅资料，知道了
这是螳螂在繁衍后代。这时，我似乎和法布尔有了同样
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只要我们
认真观察，终会有所发现！

昆虫的世界如此奇妙，只要我们认真现察会发现，生活也是
如此奇妙！如此美好！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八

法布尔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神奇有趣的昆虫世界，也是大自然
送给我们的完美礼物《昆虫记》。在这本书里，昆虫世界的
真面目闪耀地登上了舞台。这个世界里不仅充满了生机，更
包含无穷的科学真理，让我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奥秘。

法布尔的专注，以及他那份对大自然的热情，实在让我佩服。
昆虫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内心的情感，都一一展现在了
法布尔的笔下。法布尔在这本书里微妙地谱写下了昆虫生命
的乐章昆虫的生活以及各种种族之间的斗争。

这本书让我十分着迷，因为它包含了许多科学道理。比如说，
读完之后，我才知道：蜜蜂们是怎么回家的；蟋蟀是怎样盖
房子的；屎壳郎是怎样滚粪球的这些平实的文字，清新自然；
幽默的叙述，惹人捧腹人性化的昆虫们翩然登场，一个个故
事都是那么的奇异，那么的有趣。

法布尔是个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人。由此，我想到了我自
己：我既不善于观察，也不善于思考。就好比上学的路上，
这个几乎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我却没有认真地留意过路边
的花草。在学校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各种植物的名字，我都
没有用在生活中。路边的花草多种多样，我却一个也不认识。
所以说，我们应该向法布尔学习，怀着一份专注与热情，去



观察、探寻大自然。

我不仅感觉到法布尔是个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人，还体会
到他已经融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了。动物也是我们
家园里的一份子，我们应该去爱护它们，而不是去伤害它们。
我觉得我这点也做得不够好：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发现了一
只壁虎，于是“召集”了同学们将它打死。壁虎本是益虫，
不会伤害我们的，而我却伤害了一个这样的小生命。现在想
起来可真是不应该，我对那只小壁虎感到很抱歉。无论是多
小的生物，也有他们生活的权力，我们应该用爱心去呵护它
们，让家园更美丽。

《昆虫记》是一本值得一生去阅读的好书。每一次阅读都能
给我们带来别一番的滋味，不一样的感想。这个五彩缤纷的
昆虫世界，让人回味无穷。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九

夏夜，蝉儿早就停止了歌唱，而蟋蟀却刚刚登上舞台。昏黄
的灯光下，我拿着《昆虫记》，抚摸着那粗糙的封面，浅浅
的光笼罩着我，带我进入那昆虫的世界。

才进入《昆虫记》，我便闻到了它散发的浓郁的文学气息。
我先来到荒石园，便看见一位和蔼的老者，他鹤发童颜，目
光敏锐而纯真，一副法国南部乡间的朴素打扮，他就是“昆
虫界的荷马”——法布尔。他头戴宽边遮阳帽，脖系方巾，
手里握着他的宝贝捕虫网，嘴角上还挂着舒心的微笑。

法布尔利用了自身的学识，运用生动的描写和拟人的修辞，
建造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昆虫天地。更让我吃惊的是，别具
匠心的法布尔还将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认识体系搬到了这“世
外桃源”里。他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让我重
新认识了人类的思想道德和认知准则。



在这昆虫世界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修女的披风”、
“祈祷上帝之虫”——螳螂。在太阳炙烤的草地上，停着一
只仪表堂堂的螳螂，它庄严地半立着，向天空举着前肢，就
像人举着手臂一样，摆出一副祷告的姿势，善良幼稚的人们
却认为这是它对上天的祷告，可谁知道这宁静祥和的外表下
隐藏着什么样的杀机呢，螳螂虔诚的神情掩藏着残酷的习性，
它那锋利的前肢如同一把大刀，随时准备屠杀。它揭示了人
性中的虚伪，就如“你被别人卖了还帮他数钱”这句话，让
人心寒却又真实。

在蝉和蚂蚁中，我最喜爱的是蝉，一位能工巧匠，一位乐善
好施的挖井人，一位放飞自我的歌唱家，它与寓言截然不同
的是，甘与受难者分享泉水的是蝉，而在抢夺时肆无忌惮、
贪得无厌的则是蚂蚁，这让人出乎意料的结果正说明人们是
非不分以及随从大流的本性，缺少了自我思考和坚持自己观
点的勇气。

夜已深，我轻轻合上了书，离开了，只留下那淡淡的灯光和
悠扬的虫鸣……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十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

这是一部描写昆虫们的科普书。他们有的凶残，有的温柔；
有的坚强，有的软弱。法布尔的《昆虫记》，让我没有梦幻
感，那些具体而详细的文字，不时让我感到放大镜、潮湿、
星辰、昆虫气味的存在。

我从小就喜欢昆虫，而最喜欢的昆虫还是蟋蟀。

四月刚过，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蟋蟀在田野里歌唱，那动
听的歌声使任何人都陶醉，连法布尔也想把春天歌唱家的荣
誉给蟋蟀。蟋蟀为什么能弹出那么动听的歌声呢？别以为蟋



蟀的“乐器”有多复杂，其实蟋蟀的乐器很简单，蟋蟀的弓
上的一百五十个齿，嵌在翅膀对面的梯级里，使四个发声器
同时震动，下面的一对直接摩擦，上面的一对是摆动摩擦的
器具它只用其中的四只发生器就能将音乐传到几百米以外的
地方，可以想象这声音是如何的洪亮！蟋蟀有着钢铁般的意
志，法布尔曾经想把蟋蟀的左翅膀盖到右翅膀上，让蟋蟀变
成左撇子。可是第二天，法布尔发现这昆虫竟有着坚强的意
志，实在不可低估。蟋蟀它们陪伴着我，让我感到了生命的
活力。它们从来不诉苦、不悲观，他们对于自己的住所及那
把简单的四弦琴都非常满意。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捉的昆虫就是蟋蟀了。每次去南昆山，
我都会带回几瓶子的蟋蟀。可当时我只是感觉蟋蟀的声音很
好听，跳起来好玩而已，并没有去探寻原因。而《昆虫记》
这本书却告诉了我，是法布尔用他的探索精神给了我答案。
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他学习。

《昆虫记》这本一部记载着各种昆虫习性的书，是生物学之
中的一颗明珠！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一

《昆虫记》，法布尔所著。法布尔，法国著名昆虫学家。
《昆虫记》一书，记载了他饲养昆虫的所见所闻所感，其语
言文字生动有趣，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昆虫。

在我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许许多多以前未曾发现过的，
神奇有趣的事。

蜜蜂，一种团体合作的动物，是传播花粉以及授粉的重要媒
介。其作用跟蝴蝶无二样，却因其对花草无害，而被公认为
花朵界的授粉大师。

蟋蟀，是一种独居性动物，其生性孤僻、好斗，常于夜间出



没。民间流传着一种游戏，叫做斗蟋蟀。就是把两只雄蟋蟀
放在一起，两只生性高傲的雄蟋蟀就会因底盘纠纷而大打出
手。而孩子们就是看两只雄蟋蟀斗架作乐。

萤火虫，一种在夜间出没飞行的美丽夜间精灵。在阅读《昆
虫记》前，我一直认为像这样美丽的昆虫定不会有多么凶残，
他们就像人类所说的只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

你瞧他那闪烁的美丽荧光，飞行时的翩翩舞姿，怎么也不会
把他和那凶残的肉食性动物联想到一起。

可就是这么一种美丽的动物，是一个凶残的肉食性动物。

他们的捕食手段极其残忍，常常选择其身躯比他们大几倍的
下手，例如蜗牛等等。这真令人大开眼界。

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新奇古怪的动物趣事记载在《昆虫
记》一书中。书中记载了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知的奇幻趣事，
等着我们来探索，来发现。

像这样一本的书，究竟需要花费作者多少的精力，多少的时
间，我们不得而知。

就光那蝉蜕这一件事来讲，需要半夜起来观察蝉的蜕皮情况，
还要无时无刻的记录下来，有时常常废寝忘食，就是为了能
准确记录蝉的蜕皮情况。

这样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
值得我们学习。

再一次，为《昆虫记》这一本举世闻名的著作感叹。不仅为
他所包含的丰富的昆虫知识，更为他那认真刻苦的作者先生。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二

记得这本书是在我五年级时，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当时
的我只知道这是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一一亨利·卡西米
尔·法布尔创作的长篇生物学著作，它是一部概括昆虫的种
类、特征、习性和婚习的昆虫生物学著作，记录了昆虫真实
的生活。

如今，我又一次翻开了它，这本书给了我心灵上的震撼。它
不仅记录了昆虫真实的生活，表述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时
表现出的灵性，而且还记载着法布尔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
生平抱负、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等内容。每一只昆虫的记
录，都是作者汗水的结晶。作者不仅将昆虫的多彩生活与自
己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而且用人性去看待昆虫，他为此甚
至付出了20余年的时间。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生命的尊
敬与热爱，字里行间也都把作者对自然的热爱表现的淋漓尽
致，这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更是一部讴歌生命
的宏伟诗篇。

走进书中，我不仅感悟到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而且还感受
到了作者善于发现美好事物的眼睛，我不禁为之惊叹。

狄德罗曾说过“你缺少的不是美丽，而是善于发现美丽的眼
睛。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在前面的两种品质之上加
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况，真就显得美，善也显得美。”是啊！
地球上美丽的事物并不少，而法布尔就是把他发现的微观世
界印在了纸上，说来简单，可我们几时做到了呢？我们几时
发现了在树上、在草里、在花边的昆虫有它们自己的世界！

《昆虫记》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以及对万物的赞美，充
满了盎然的情趣，介绍了昆虫的独特的可爱，让我们感受到
美丽的大自然充满了无穷的奥秘和趣味；也让我们知道了一
个美丽的事物也许套上了平凡的外套，但仍改变不了它美丽
的本质，前提是我们能发现它，能透过事物的本质去欣赏它。



对待这个世界，我们应该用心去体味。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三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昆虫吗?我可喜欢了。那都是因为他——
法布尔。不对，应该是他写的书——《昆虫记》。“《昆虫
记》这本书，是法布尔用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
虫的生活以及它们为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然后以观察所
得的资料，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编写成的。”看了《昆虫
记》后，我不但了解了很多昆虫知识，而且知道昆虫的世界
原来也是那么的神奇有趣。

我本来不知道黄蜂是怎么喂小宝宝的，看了《昆虫记》后，
我才知道原来黄蜂是这样喂小宝宝的：在一个正在忙碌的工
蜂身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观察到，在它的嗉囊里，充满了
蜜汁。它停在了一个小房间的前面，它的样子特别有意思，
它把小小的头慢慢地伸到洞口里去，然后用它的触须轻轻地
碰一碰里面的小幼虫。那个小宝宝慢慢的清醒过来，似乎看
到了那个黄蜂递送进来的的触须，于是它微微地张开小嘴，
把蜜给吃下去。

我一直在想，那些小虫子们，是怎样找到回家的路的呢?看了
《昆虫记》后，我明白了。“蜜蜂可以准确无误的回家，靠
的不是一种超常的记忆力，而是一种解释不出来的本
能。”“红蚂蚁是凭着记忆力找到回家的路的。这证明他们
并不像蜜蜂那样直接辨认回家的路的，而是凭着对沿途景物
的记忆找到回家的路的。”

他们的生活，你不觉得有趣而幸福吗?“在充满泥泞的池边，
随处可见一堆堆黑色的小蝌蚪在暖和的池水中嬉戏着，追逐
着。”“有红色肚皮的蝾螈也把它的宽尾巴像舵一样的摇摆。
”

奇妙的几何图形，是蜘蛛的杰作。



精致的房屋，是蟋蟀的住宿。

多么可爱的昆虫，多么神奇的世界!

读完《昆虫记》，我很佩服法布尔。他是怎么把这本书写完
的呢?我写一篇小故事也总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的。

谢谢法布尔爷爷，给我们这一代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虽
然我们处于不同年代，但您的精彩篇章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昆虫记读后感受和收获

我以前总是害怕虫子。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看了这本《昆
虫记》，我不害怕了。这本书把我最讨厌的蜣螂都描写得很
可爱、生动。书上说蜣螂又叫圣甲虫。在六七千年以前，每
到春天灌溉的时候，埃及农民总能看到一种昆虫，它们顶着
类似圆球的东西向后推着走。当时的人认为星球是圆球形，
而这种昆虫的动作又与星球的运转相合，所以人们都以为它
们具有渊博的天文学知识，很神圣，“神圣的甲虫”一名由
此而来。

其实渺小的生命也是需要尊敬的，如果没有这些渺小的生命
那世界也没有这么美丽。

昆虫记读后感受和收获

法布尔是一位法国著名的科普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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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的第一个特点是从自己的观察、实践出发，体现
了昆虫研究的科学性。法布尔一生最大的兴趣，尽在于探索
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涵着的科学真理。正因为



他热爱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
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法布尔为
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理”的伟大事业。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
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
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
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昆虫生命的重要特
征——本能与习性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法布尔却
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
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探求生命的本质。

《昆虫记》的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生动，体现了很高的文学性。
《昆虫记》被认为是“科学与诗的完美结合”。法布尔把毕
生从事昆虫研究的经历及其成果大部分用散文的`形式记下来，
在表现手法上，主要采用拟人化手法，使昆虫具有人的爱憎
感情和思想行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

《昆虫记》的三个特点是从昆虫思考人类，体现了很强的思
想性。法布尔凭借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描虫、悟虫，以虫性
反观人性。他笔下的昆虫世界其实是人类生活的缩影。在法
布尔看来，一切自相残杀的行为都是有违人类道德的，昆虫
世界如此，人类如此，人类对昆虫更是如此。任何时候，人
类都不能违背人性和道德去做一些悖于自然法则的事。

《昆虫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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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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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即使条件艰苦，也要为了理想而
不断奋斗。



昆虫记读后感读后感篇十四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叫做《昆虫记》。作者是法国昆虫
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作家法布尔。法布尔出生于法国南部
普罗旺斯的圣莱昂的一户农家。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
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
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

看了《昆虫记》这本书后，使我十分着迷，原来昆虫世界有
这么多的奥秘，我知道了：凌晨，蝉是怎样脱壳;屎壳螂是如
何滚粪球的;蚂蚁是怎样去吃蚜虫的分泌物。还弄清了：“螟
蛉之子”是错误的，蜂抓青虫不是当成自己的儿子养，而是
为自己的后代安排食物。

这是一部描述昆虫们生育、劳作、狩猎与死亡的科普书，平
实的文字，清新自然;幽默的叙述，惹人捧腹人性化的虫子们
翩然登场，多么奇异、有趣的故事啊!法布尔的《昆虫记》，
让我没有梦幻感，那些具体而详细的文字，仿佛让我置身于
现场一样，让我看到了昆虫跟我们人类在生与死，劳动与掠
夺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使我第一次进入了一
个生动的昆虫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