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昆虫记阅读心得体会(优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
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昆虫记阅读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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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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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阅读心得体会篇二

世界上第一本《昆虫记》出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
那是一本集自然科学和人文关怀于一体的昆虫百科全书。当
时的《昆虫记》全书共十卷，长达二三百万字。在《昆虫记》
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
种种昆虫的特征和日常生活习性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
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著作者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
尊重。这本书一出版就立即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在法国自
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部研



究昆虫的科学巨著，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被人们
冠以“昆虫的史诗”之美称，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
人”、“昆虫界的荷马”、“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等桂冠，
并因此书于19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昆虫记》是一个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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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阅读心得体会篇三

前几天，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其中，狼蛛这一章给我
的启发。

蜘蛛，相信是我们多数人都认识的昆虫，但它有一个很坏的
名声，而且一看到它就感到害怕。其实不然，大多数蜘蛛是
无毒的，只有少数的蜘蛛有毒，而狼蛛就是其中之一。

狼蛛的身手真敏捷啊!轻而易举就把一只土蜂给杀死了，土蜂
成了狼蛛的一顿美餐。作者还不满足，让狼蛛与木匠蜂作战，
有只胆大的狼蛛冲出来，一下，木匠蜂就毙了命。狼蛛可真
不一般呀。作者再次试验，狼蛛居然把体积大自己几十倍的
麻雀和体积是自己几百倍的鼹鼠给杀死了，狼蛛可真是捕猎
能手啊!

狼蛛不但捕猎技能超强，它保护自己的卵的精神也让我敬佩。
它把自己的卵包在一个小圆球里，随身挂在它身后的丝囊上，
即使在危险的时候，也绝不会抛弃卵。它每天都要让卵晒太
阳，让小狼蛛尽早出巢。

小狼蛛出巢后，整天趴在母狼蛛身上，不吃不喝，竟也奇迹
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母狼蛛背上的小狼蛛如果不小心掉下
去，母狼蛛决不会理会，让稚嫩的小狼蛛自己爬上来，让小
狼蛛养成不依赖的习惯。这一点，我们的家长们应该好好地



反思一下啊!

小狼蛛要与母亲分离了，可它们不会依依不舍，几百个兄弟
姐妹各自与母亲分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庭。

大自然是美丽的，是新奇的，更是可爱的!让我们擦亮双眼，
认真观察大自然中的神奇世界吧!

昆虫记阅读心得体会篇四

可爱的瓢虫、外表美丽内心凶残的螳螂、大自然的清洁工蜣
螂……这些小昆虫们在法布尔的笔下变得更加惟妙惟肖、栩
栩如生。

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传世经典，不仅仅是一部科学百科，
还是文学著作。

《昆虫记》的语言十分质朴，可是却生动形象表现了昆虫的
可爱。该作品的文字清新、自然趣味，语调简便，幽默诙谐。
作者将昆虫的多彩生活与自我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用人性
去看待昆虫。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生命的热爱，体现了
昆虫们鲜明的特点。

昆虫们虽然毫不起眼，可是我们也需要爱护它们，因为它们
是生物界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即使不起眼，也需要保护。

《昆虫记》经过它的语言优势，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这部
文学著作，将永垂不朽。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小的昆虫竟有如此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昆虫记》给了我真实的昆虫世界，《昆虫记》给了我美丽
的昆虫物语，《昆虫记》给了我细腻的昆虫写照《昆虫记》
带着我遨游了昆虫的海洋。



法布尔以不同的目光看待这个昆虫的世界，他将这看成拥有
文明、文化的小人国;法布尔用现实反驳了拉封丹的观点;法
布尔用尽毕生的精力告诉了我们昆虫的文明;法布尔能通过小
昆虫发现人类不能及的能力;法布尔经实践告诉我们昆虫的智
慧。

小小的昆虫世界折射出了人类的社会。看呐!寄生虫鬼鬼祟祟
的在蜂巢前，打算找一个机会牺牲别人，以便安置自己的家。
这是一种叫金蜂的家伙，他外表美丽，你怎么也不会把他与
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坏蛋联想到一起。金蜂会将卵产在另一种
蜂的茧子里，等它的卵孵化成幼虫，茧子的主人就是它的第
一顿大餐。这些从茧子里出来的便是沾满无辜者鲜血的金蜂
了。

法布尔它不仅敢于创新，他还敢于质疑，并能用实践证明他
的观点。拉封丹的蚁和蝉的故事人人皆知，但法布尔发现的
却截然不同。蝉潜伏在地下四年，只为出土放声歌唱一夏，
便完结了它的生命，冬天不会有蝉的出现。其次，法布尔也
通过自己的实践与观察反驳了这个观点。蝉在夏季放声歌唱，
同时也用自己胸前的一个小吸管刺穿树皮，做成一口小井，
在口干舌燥时喝个够。这时蚁也会口渴，便厚着脸皮来抢劫，
最后蝉不得不放弃自己做的小井，另寻别处了。这个事实不
正与寓言相反吗?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有质疑
的权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切事物，只有实践过后
我们才有权力去肯定它。

看那拥有纤细的腰肢，玲珑的身材，娇小的赤条蜂。谁能想
象他捕食的样子呢?赤条蜂的食物是毛毛虫，他捕食的时候，
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它用自己的刺在毛毛虫的每一
节上刺一下，它知道刺在哪一个神经中枢上能使毛毛虫麻醉
但不致死。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我便是“读昆虫记，
晓世间理”。《昆虫记》教会了我不要懒惰，教会了我从不



同的角度看事物，教会了我要敢于质疑与实践，教会了我不
能自以为是。

法布尔是一位法国著名的科普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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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记录下昆虫的本能与习
性，写出了《昆虫记》这部昆虫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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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正因为
他热爱真理，所以他在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
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视什么。”法布尔为
之献身的，正是因为这种揭示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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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于习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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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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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诗完美结合。”法布尔把毕生
从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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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昆虫具有人的爱恨
情感和思考行为，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

《昆虫记》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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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反观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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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去做一些悖与自然法则的事。

《昆虫记》不仅仅充满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追求
真理、探求真相的求真精神，在生活中和学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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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即使条件艰苦，也要为了理想而
不断奋斗。

朋友，你看过《昆虫记》吗?

《昆虫记》是由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动物行为学家
法布尔所著。他有着“昆虫界的荷马”“科学界的诗人”以及
“昆虫之父”的美名，达尔文还称赞他是“难以效法的观察
家”。

法布尔的《昆虫记》从出版后，就誉满全球，先后被翻译
成50多种文字，数十种版本，横跨几个大洲，纵贯两个世纪，
至今仍是一座无人逾越的丰碑，被誉为“昆虫的史诗”。

在我看来，《昆虫记》是一本描述昆虫习性、产卵、捕食、
劳作与死亡等方面的科普书。它的文字朴实而又生动，叙述
幽默而又风趣，让我看到一个毫不保留的昆虫大世界。它的
内容详尽细致、通俗易懂，文章自然、亲切，具有很强的可
续性，让我体会到了昆虫世界的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另外，
作者还多次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
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阿拉丁的诗歌，语言优美且富有诗
意。“蝉和蚂蚁的预言”“大孔雀蝶的晚会”“花金
龟”“隆格多克蝎的家庭”……平日里，在人们眼中渺小的
昆虫们通过这本书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小生灵!难怪鲁迅先生
会把《昆虫记》称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透过《昆虫记》，我仿佛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太阳好似



要把大地烤熟，法布尔不畏炎热还在草丛中观察昆虫，冰天
雪地的冬日，寒风刺骨，法布尔不惧寒冷，还在寻找昆
虫……这本书饱含了法布尔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与世隔绝的
寂寞与艰辛，更蕴藏了他不断探索真理，一丝不苟的科学精
神。

法布尔的这种精神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学习和生活中，
我也应该像法布尔那样坚持不懈，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日夜虫鸣在耳边，可这世上，除了法布尔外又有多少有心人
能真正听懂那微小生命的鸣叫?

虫子在许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是可恶可憎的。人类依照
虫子对其是否“阿谀奉承”对昆虫进行了划分——益出与害
虫。但法布尔不是。在他眼中，每只昆虫都是一个鲜活的生
命，他们自有其自的生存之道，而自己要做的就是对其毫不
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然后像一位史官对待历史那样忠实地
记不它的枝枝末末。正是因为这点，才有了今天那老少皆知的
《昆虫记》。

将《昆虫记》作为一本为昆虫量身和的传记来看，它丝毫没
有比《名人传》逊色。它将隧蜂忙碌，愚昧而又可悲的一生
描写地真实生动，又将砂泥蜂为麻痹灰毛虫而做的“外科手
术描写地细致入微。《昆虫记》也可作为一本关于昆虫严谨
科学而又面面俱到的百科全书。它对砂泥蜂如何用那神奇的
触角探寻几寸外的灰毛虫巢穴进行了探讨，也对红蚂蚁与蜜
蜂如何归“家”而进毯子研究。霍金是探究宇宙未解之谜，
而法布尔是探寻昆虫中的未解之迷。

《昆虫记》在解秘昆虫上卓有成效，但事实上它真正过人的
地方是由昆虫这件明净澄亮的镜子而看到了人类本身。法布
尔自己曾说过：“你们探索的是死，而我探究的是生。”砂
泥蜂的疏忽大意使它刚到手的食物又被蚂蚁抢去，仿佛是当
下未把握着机会而被他人抢去的求生者;隧峰因愚昧而被小飞



蝇毁掉了家庭犹如社会上优胜劣汰的竞争者;“四年暗无天日
的努力，换来一个月在阳光下的欢乐”的蝉好像社会底层努
力上进，一鸣惊人的打拼者……这一切，仿佛是人间的镜像。

朱羸椿曾说过：“当我趴在地上看虫的时候，在我的头顶上，
是否还有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就像我看虫一样，在悲悯地看
着我。”高等生命在看人，仿佛人在看虫。在周可以梦蝶，
法布尔也一定想到了这眯，人间亦虫间。人间仿佛虫间一样，
善恶共存，强弱共生，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昆虫记》一书，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之作。法布
尔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界的事物有一种亲近感，非常喜欢
观察植物和昆虫。那时候，虽然没有人教他相关的知识，也
没有相关的书可以看，但是，他却从小就树立了成为昆虫学
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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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很大的启发：在生活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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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阅读心得体会篇五

近日，我读完了《昆虫记》这本书，感触很深。

这本书的作者经过仔细观察，多次实验，细致描述了各种昆
虫的生活习性、繁殖和捕食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奇妙
的昆虫世界。作者写得生动趣味，读者读得兴趣盎然。

整本书所写的昆虫都使我感到趣味之极。这都要归功于作者
的仔细观察，细致描述。如：螳螂的大腿下头生长着两排十
分锋利的像锯齿一样的东西。在这两排尖利的锯齿后面，还
生长着一些大牙，一共有三个。“为首的那条松毛虫一面探



测，一面稍稍地挖一下泥土，似乎在测定土的性质”等，这
些仅有仔细观察才能写出来。光是仔细观察还不够，还要细
致描述，读者才能看懂，又如“这小筒的外貌，有点像丝织
品，白里略秀一点红，小筒的上头叠着一层层鳞片，就跟屋
顶上的瓦片似的”等，这些细致描述，使整本书写得更加生
动、具体，引人入胜。

作者写出这些都是因为他仔细观察，而我，则是一个不太会
观察生活的人，所以，教师叫我写作文时候，我总想不到题
材。可是有一次例外，一次去上课的路上，我发现了一队蚂
蚁正在搬食物，经过观察我发现，蚂蚁是先把食物切成小块，
然后顶在头上，搬回窝里，然后原路回，再搬。这次我虽然
仔细观察了，但这是对我感兴趣的事。此刻我明白了：不能
只对我们感兴趣的事仔细观察，应当对周围的所有的事仔细
观察，才能做到无处不文章。瞧，小小的昆虫也蕴含着大学
问呢!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仅有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才能了解世
界的奇妙。

《昆虫记》阅读心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