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昆虫记读后感(实用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一

人们通常认为大教堂——雄蝉胸部左右盖片下合起来的两个
大空腔、镜子——大空腔后的一层红色薄膜、音盖——紧靠
大腿的后面两块宽的半圆形大盖片是蝉的发音器官，但当法
布尔破坏了这三个器官，也只不过改变了歌声的音质和音量。
在音室上开个缺口，便可发现一块干薄膜，呈白色，形状为
椭圆形，往外凸，有三四根褐色的脉络分布在上面，使得它
有较大的弹性这就是发音器官钹。这个音钹固定在框架上。
当音钹被拉得凹下去一点，又在脉络的弹性作用下迅速回到
凸起状态。原来一声声的蝉鸣就是从这来回的振荡中发出来
的。法布尔甚至可以让死去的蝉唱歌。用镊子夹住一块肌肉
柱，小心地拉动，每拉一下音钹就会发出声音。甚至可以让
一只活蝉变成哑巴，到这我们也可以猜测，方法便是破坏音
钹。当天气炎热时，我们不难发现，蝉会将它的歌声分成一
段一段的，每一段持续几秒钟，中间有一个很短的间隔。每
一段歌声都是突然开始的，然后迅速达到响亮的顶点。持续
几秒钟后，逐渐降低。在闷热的傍晚时分，蝉便会缩短休止
符的时间，甚至会取消。歌声不断，但还是强弱交替进行。
蝉的歌声从藏尚七八点钟开始，要到晚上八点才会停止。但
如果是阴天或者下雨，蝉就不会歌唱了。

了解了蝉的发音器官后，蝉唱歌的目的又是什么？人们普遍
认为，这是雄蝉在召唤伴侣，是情人们的大合唱。但法布尔
却对这个似乎合情合理的看法表示怀疑：雌雄蝉混杂地栖息
在树皮上，近在咫尺，若歌声是爱情的呼唤，实在没有必要。



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雨蛙、绿蛙在灌木丛中发了疯似的
呼喊着，它们也是在召唤爱情吗？是在向伴侣表白吗？大多
数的昆虫在两性之间的靠近会让彼此安静下来。因此，蝉的
音钹、蟋蟀的扬琴、雨蛙的风笛都能看成它们表达生存乐趣
的一种方式，每一种动物都有它们特殊的表达生存快乐的方
式。

鸟有着敏锐的听觉，当有过往行人的交谈、树叶的摆动，它
们便会马上停止歌唱，甚至飞走。但在夏天，小伙伴们捕捉
蝉简直是轻而易举，甚至不需要悄悄地走近蝉，用手轻轻一
抠便可以活捉一只蝉。蝉是真的听力迟钝吗？法布尔为此做
过许多实验，这个实验过程令人难忘。法布尔和炮手们在梧
桐树下安置了炮，装上火药，在仔细地观察了蝉的数量，歌
声的旋律和音量后，炮爆炸了。但蝉的数量依旧没有少，歌
声旋律依旧没有变，声音还是如此向量。炮声对蝉的歌唱没
有丝毫影响。这令我大吃一惊，仿佛看见了蝉忘我歌唱陶醉
的表情。虽然不能推断说蝉是听不见声音，至少我们可以得
出：蝉的听觉非常迟钝。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叫喊得像个
聋的。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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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我进
入了一个生动的昆虫世界。

于是，我接着往下看《昆虫记》。

丰富的故事情节使我浮想联翩。法国诗人罗思丹这样评
价：“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家一样得想，美术家一般的看，
文学家一般的写。《昆虫记》可谓是一部昆虫的史诗！”书
中说到：“不管一道光线能穿透多远，光圈的周围总是挡着
黑色的栅栏，被深不可测的未知领域所包围，能够扩大一片
视野也值得人类庆幸。让我们这些被求知欲望折腾的探索者，
在烛光的引导下，一点一点地观察，发现，也许，有一天，
这零散的碎片会被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四年在地下苦
工，一个月在阳光下欢乐，这就是蝉的寿命……为了庆祝这
个得之不易而又这么短暂的幸福，哥唱得再响亮也永远不足
以表示它的欢娱啊。”鲁迅先生数：“法布尔可谓将昆虫故
事，将昆虫生活之楷模。”唉！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没有
《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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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精神”及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三

《昆虫记》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法布尔从小就
喜爱昆虫，经常外出寻找昆虫，每天都会带很多的昆虫回家
观察，法布尔的父母极力鼓励法布尔观察昆虫。他长大后，
在乡间小镇买了一块荒地，把研究昆虫的计划变成现实，通
过坚持不懈地努力著出了《昆虫记》这部昆虫学巨著。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生活中不敢靠近的一些昆虫，我
们也可以进行研究；比如大螂型昆虫的夹子的两个制造力的
支点，从而提高自身的咬合力，它们头三角形却能活动自如，
复眼大而明亮，颈可自由转动。法布尔观察得细致入微，文
字表达得惟妙惟肖，让我宛如身临其境。读了本书后，我也
学会了对周围事物进行观察，我也喜欢上了观察，《昆虫记》
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他的写作方法，我觉得很好，枯燥
的知识在他的笔下如优美的散文。他可以从观察中慢慢地把
视角转动到其他地方，十分自然又不失风趣，我觉得这真是
一本好书。

因为自己喜欢昆虫，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我觉得昆虫也有
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比如说蜣螂，我没有它的毅力，
又比如蜜蜂，我没有它的勤劳，还比如蚂蚁，我们没有它们
的团结......我想动物尚且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坚持,我
们这么聪明的人类更应该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今后，
我认定的事情定会认真，坚持不懈地去做好。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昆虫记》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我
喜欢《昆虫记》，如果让我给它打分的话，我的分数是满分。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们阅读量法布尔的'《昆虫记》，让我感受深处，记
忆犹新，以下是我的感受以及对作者的了解。

走进作者：法布尔，他是一个法国著名的昆虫行为学家、作
家。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尔”，
可以说对昆虫研究这一方面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了解书记：《昆虫记》，它又称《昆虫物语》、《昆虫学札
记》或昆虫世界。

我的喜欢：蟋蟀是我在本书中最喜欢的昆虫，因为它无时无



刻在我们身边，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它也在我们我们身边无
时无刻发出声音，从看了昆虫世界后，我发现蟋蟀是十分厉
害的。

首先说一下蟋蟀的发声，他有一个可以调节声音的“发声
器”，它可以迷惑敌人，所以我们抓蟋蟀的时候，要仔细听，
否则就会被他迷惑，不知道东西南北。其次，说一下蟋蟀的
建筑才能，蟋蟀的巢穴大部分都在草多的地方，非常隐蔽一
般人找不到。他的巢穴在上流，不会被雨水冲进去，并且非
常弯曲，用小刀挖的话要挖两个小时才有可能把整个巢穴挖
开，蟋蟀巢穴的最深处大约有九寸深。而且它勤劳肯干，一
个洞穴往往要挖很多天。

看《昆虫记》让我了解了很多，善于歌唱的蟋蟀与蝉，勤劳
的蜜蜂跟蚂蚁，有着剧毒的蝎子，让我受益匪浅。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篇——样子相似的蛙和蟾蜍：

蛙和蟾蜍是两栖动物中最庞大的家族，大约占两栖动物总数
的'90%。它们很容易识别,身体短小,后腿有力,没有尾巴。蛙
是一个天才的跳跃者，而蟾除一般靠爬行前进,井且大都生话
在陆上。

蛙和蟾蜍的区别蟾蜍的皮肤有疣状突起、看起来疙疙瘩瘩的。
蛙的皮肤比蟾蜍的光滑，腿更长。大多数蛙生活在水中或是
靠近水的地方,可以用长看续的脚在水中游泳蟾蜍则生活在陆
地上。但一只蟾蜍在3个月里可以吃掉1万多只害虫，也不比
蛙差。

人们还发明了蛙人服、蛙人蛙鞋……也是靠蚌的脚来发明的!

蛙不但帮助农民除害虫而且帮助了发明家发明蛙人服……蛙



也是我们的朋友。（李美瑶）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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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本创造了奇迹的书，为什么说它创造了
奇迹呢？因为它记载了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生
育和死亡，而且它创造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之间，在那个时期，
昆虫学家的“田野实验”是不被认可的，昆虫学家们只是将
昆虫做成标本，睁大眼睛观察，却不考虑真正的昆虫的习性
与本能。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昆虫学家——法布尔。

法布尔的这部书，咋看起来是非常枯燥无味的，可当你深入
去了解它，你便会发现，法布尔不仅是一位昆虫学家，还是
一位作家！“萤火虫的光是白色的，非常柔和而且幽静，没
有一点儿刺激，就像星星的光华被这只小小的昆虫给收集起
来了一样。让我们怀疑天上的星星原本就是无数萤火虫在那
里睡眠。”如此一段优美的文字正是出自法布尔之手。

因此，人们赞誉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
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书写”。

看了《昆虫记》后，我知道了昆虫世界许多的奥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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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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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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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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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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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知道的更多。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七

俗话说：“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所以我们要多阅读书籍。

我们曾在语文书中学到过《蜜蜂》和《蟋蟀的住宅》，这两
篇课文的作者都是法布尔，于是我对他来了兴趣，便上网查
找资料，发现他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文学家，被称
为“昆虫界的荷马”！我赶紧请妈妈买了《昆虫记》，它是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主要讲了昆虫的种类、生活习性、婚
习，记录了昆虫真实的生活。

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他对昆虫的描写十分生动，阅
读时仿佛我也变成了一只昆虫。

曾经只要听到蜘蛛这个恐怖的名字，我就会不寒而栗，每次
都会浮现一个画面：在一座破旧的房屋中，阴暗角落里，蜘
蛛正织着一张冰冷的网，它吐出的蛛丝在月光下反射出斑斑
驳驳的白光，突然有一只不长眼的飞虫……天呐！我不敢再



想下去，这画面简直太恐怖了！可是看了《昆虫记》，我对
蜘蛛的印象马上有了改观。它原来不仅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捕食，还是昆虫界中的“勇士”呢！

你瞧，法布尔笔下的塔兰图拉勇士即将进行搏斗：开始，两
只蜘蛛沿着角斗场走了好几圈；然后……看了他的描写，我
仿佛看到了两个勇士毫不避讳地盯着对方，空气中似乎冒出
了火花，仿佛下一秒它们就要冲过去取对方首级。战斗终于
开始了，两只蜘蛛一跃而起，向对方猛扑过去。它们各自舞
着长腿缠住对方，顽强地用上颚的毒牙撕咬，它们进行了惨
烈的厮杀……不管最后是谁赢，它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慢慢的，我眼前浮现出一个词——“刺客”！是的，用
刺客来形容它再恰当不过了。

整整17页的阅读，让我惊叹作者的一丝不苟和细致入微，他
对昆虫的描写叫人印象深刻，他那艺术想象让人叹为观止！
读了他的文字，我不再害怕蜘蛛了。

“我读的书愈多，就愈亲近世界。”这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
我现在也体会到只有多读书，我身边的世界才会愈发显得可
爱。

写昆虫记读后感篇八

们独特的一面：遂蜂的守门人充当着大门板和守门人的角色，
同类来了就让开，异类来了就赶跑它……这些昆虫在作者的
笔下表现的活灵活现，像人一样有了灵性，会唱会跳，有喜
也有哀。

看完这本书后，我对这几句描写遂蜂“守门人”的话还记忆
犹新：“也许三个月以前，那时它还很年轻的时候，它曾经
为了自己和后代们在这里单枪匹马地辛勤工作，每天都干得
筋疲力尽，一直到现在才得以休息。不，它仍然没有停下劳
动，它还在用它微薄的余力守卫着这个家。它已经不能再做



母亲了，可是它依然能够为家人守卫大门，抵挡不速之
客。”看完这几句话以后，我被遂蜂“守门人”那对家里人
深沉的母爱所震撼了。在它年轻的时候，它为了自己的家庭
而奔波着；在它老了后，它仍然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守卫这
个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类的许多母亲不也是如此吗？
她们为了自己的儿女而操碎了心，在儿女长大后虽然已经没
有什么能够帮忙的了，可是心中却仍然装满了沉甸甸的母爱，
想要再做点什么。

将书中的内容与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一对比，才发现，
原来昆虫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有很多相似之处。作者法布尔
将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昆虫的研究中去了，因此，他发现了
昆虫的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因为《昆虫记》在科学和文学
上都很有地位，因此被称为“昆虫的史诗”。为何法布尔能
够坚持一生都致力于昆虫研究呢？因为它热爱生命，尊重生
命，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

《昆虫记》让我了解了昆虫，更让我了解了生命；这本书虽
然看起来平平淡淡，但却蕴含了作者对生命的无比尊重，对
大自然的无限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