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第三章读后感昆虫记(通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三章读后感昆虫记篇一

《昆虫记》一书，其艺术特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通俗易懂、
生动有趣、亦诗情画意的散文笔调，同时兼具人文精神，人
性与虫性交融，《昆虫记》不仅仅浸溢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
更蕴含着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
真相。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昆虫记第三章读后感100字”，
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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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值得我学习的小甲虫呀!想起我以前玩电脑游戏,总是
选“简单”这一级别,跟那只小甲虫相比,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一只小甲虫,都知“勤奋+努力=成功”的道理.而我们呢?五年
级的学生,当老师布置几道难题时,同学们刚开始是蛮起劲的,
没过几分钟,就没耐心了.这些题虽然有点难度,但是也不是困
难到极点.况且,也总有做出来的人,为什么别人能做出来,而
我们却做不出来呢?那是因为我们太懒惰了,没有上进心,只会



向简单的题目挑战,不敢向困难的题目挑战.

写到这里,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只向容易攻
克的题目,比自己弱小的人挑战,那么,也就是永远的弱者。

这几天我读一本名叫《昆虫记》的书，这本书是法国人法布
尔的著作。

它主要讲的是昆虫喜欢吃什么?一般喜欢住哪?有什么习性和
它们的成长过程。这些都是法布尔亲眼所见的。我对当中
《泥水匠蜂》这篇非常感兴趣，这篇讲的是舍腰蜂和黄蜂的
资料，在这以篇中主讲了许多事例，让我知道了许多秘密如：
昆虫是无法改变自己的本能，经验不能指导它们，时间也不
能使它们的无意识有一丝一毫的觉醒，如果它们只有单纯的
本领，那么它们便没有办法去应付大千世界，应付大自然的
环境的变化。

舍腰蜂一般生存在一百一十几度左右，可以看出这些小东西
的温度要求是多么的高，烟筒、炼钢厂、造酒厂是舍腰蜂的
最好的住处，吃饭对人们来说是多们短暂，劳工们把帽子放
在一旁，舍腰蜂看见便钻进帽子开始在里面做窝，短短几分
钟后，劳工们拿起帽子抖了抖，便会掉下来一个完整的一个
窝，舍腰蜂干事速度之快，我很佩服，也很值得我学习。提
高学习效率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对法布尔真是佩服的五体投体，在他不懈的努力下，让我
们知道了舍腰蜂是利用软土，做窝的。法布尔是因为幼儿时
的着迷，童年时的迷恋和成年时的痴迷，让法布尔走进了科
学的大门。法布尔持之以恒的精神值的我学习，我还要学习
他的仔细观察事物的精神。

《昆虫记》这本书使我非常着迷。看了《昆虫记》后，我才
知道，原来小小的昆虫世界有这么多的奥秘。



第一次读《昆虫记》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被它就吸引住了。
这是一部描述了昆虫们的生育，劳作，狩猎与死亡的科普书。

《昆虫记》是一本很有趣的书，里面也有两个很有趣的故事：
在自然界中，螳螂是一种十分凶的昆虫。然而，在它刚刚拥
有了生命的初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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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规范的网来”。这些丰富的
故事情节使我浮想联翩。几乎所有的细节，都让我仿佛置身
于现场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带进昆虫的世界……还有，
作者的精神让我很受他启发：我们应该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与
毅力，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应该有始有终的把它做好，相信
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我认为，《昆虫记》是值得我们一生阅读的好书，我想，无
论是谁，只要认真地去阅读一下《昆虫记》，就会读出滋味，
读出感想，一定会可以知道的更多。

《昆虫记》，的的确确是一本很不错的科普书，建议大家阅
读就会深深地所被它吸引。

在《昆虫记》的第12、13和16章。12章写的是蜜蜂、红蚂蚁、
猫。它们都是不会迷路的小精灵!无论把它们带到哪里，他们
总能找回去，好像是它们的本能!萤火虫是我们最熟悉的动物。
而且他们捕捉蜗牛时，要先用麻醉针把他们麻倒，在吞食。
萤火虫即使在土壤下面，他也会为自己点燃一盏明灯。黄蜂
的窝很精致，对蜂宝宝也照顾周到。他们是温柔保姆残忍杀
手：他们很疼爱小宝宝，但他自己快不行是，他们会把宝宝
拖出来，咬死扯碎，然后扔出去。

昆虫世界有许多奥秘!他们会给你讲述故事，去体会蕴含其中
脉脉温情。

看了《昆虫记》后，我才知道原来昆虫世界有这么多奥秘：



蝉在地下待四年才能钻出地面，蟋蟀善于建窝、管理窝巢;蜘
蛛很会织网、捉虫子;螳螂用心理战术让对方害怕……这本书
让我们身临其境一般，足不出户就能感到昆虫世界的奇妙。

当我看《昆虫记》时，一看到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毛虫的
旅行，他不顾危险捕捉黄蜂，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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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却没有这种作风，相反我做任何事
情都总是马马虎虎、草草了事，很少做完再检查。

有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回家背课文，那天作业不多，但是我
却磨蹭了好长时间，到了10点钟才写完，我刚准备上床睡觉，
但是被妈妈叫我背课文。我根本不会背，妈妈就让我重新背。
我认为差不多就可以了，就去睡觉，结果第二天起来就只记
得几个字，被老师批评了。现在读了这本书，我一定要向法
布尔学习，要有认真严谨的想学习态度。

我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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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观察。我觉得
无论是谁，阅读一下《昆虫记》，一定会喜欢上它的。

第三章读后感昆虫记篇二

一切疑惑，一切好奇，在《昆虫记》中都可以了解到，如果
让你写一篇昆虫记读后感，你知道怎么写吗？你是否在找正
准备撰写“昆虫记第三章的读后感6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今天，我读了《昆虫记》中《装死》这篇短文，它用了很多



的文字细致地描写了大头黑步甲怎样装死。你不要被它的种.
种假象给迷惑了。

首先，作者把黑步甲从不高的地方摔下去，掉在桌子上，只
见它仰面朝天，一动不动，好像真的死了，合拢的爪子挨靠
腹部;触角交叉成十字，它张开它那钳子似的肢爪。完成静止
了五十多分钟，在这五十多分钟里，黑步甲的身体纹丝不动。
作者接着又做了三四次实验，结果静止的时间越来越长。当
作者把它换到其他地方，期待着它会有一些新的招数，可是
不管换到什么地方，它都会按它的策略去做——装死。每当
苍蝇刚刚用爪子碰黑步甲，并留在黑步甲那张被唾液和吐出
的食物液汁弄湿的嘴巴附近不走，它就会转过身来逃跑。如
果换用天牛来碰它，它同样会逃之夭夭。如果实验地点从室
内微弱的灯光下换到强烈的阳光下，它也会立刻逃跑。

哦，它那一动也不动的姿态并不是装的，而是真实的暂时麻
木的昏沉。它那好像看着你的眼睛，其实也就是你自己的想
法。作者法布尔开始也和我们一样想当然，用我们人的一些
想法来想昆虫，其实有时是错的，但他能不断实验观察，最
终真正搞清昆虫的习性，所以，我们读这本书不仅是了解昆
虫的有关知识，也许我们更应该学习他的精神。

你们知道法布尔为什么喜欢研究吗?你们知道他的研究室是有
什么奥妙之处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从他第一次去爬山(不是去玩，而是去观察周围的动物和植
物)就发现半山腰有一枚蓝色的蛋，当他把蛋拿在手里的时候，
才看见一只母鸟在头上焦急的飞来飞去。法布尔在回家的路
上碰到了牧师，牧师用一种焦急的声音对法布尔说：“你不
能那么做，赶快把它放回去，那是只性格倔强的石鸟的蛋，
它妈妈会为此焦虑而死的!”法布尔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跑向房后山上的森林里去玩，还发
现了各种各样的野菌，最奇特的一种长的像梨的样子，上面
还有一个小洞，手指头往里一伸，就能冒出一股烟。



慢慢的，法布尔就喜欢上这里的植物和动物了。如果他种很
多花，就会有蜜蜂和蝴蝶来“参观”。你看那样多有意思啊!

他的理想是把昆虫的事业做好。

法布尔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所，他把它称作“荒石园”，
还有了自己的土地，荒石园就是在那块土地上建成的。那块
土地上长满了野草、野花，吸引许多小动物，有蝴蝶、蜜蜂，
还有切叶蜂、泥水匠蜂和蜥蜴等等!多有趣的荒石园啊!

这些昆虫都是法布尔的伙伴，也就是这些昆虫为法布尔提供
了研究的帮助。

荒石园是法布尔的钟情宝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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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昆虫记》。
这本书里向我们介绍了形形色色的昆虫，有些是我认识的，
也有些是我不认识的。通过阅读这本书，让我知道，原来昆
虫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生存本领，通过自
己不断的努力来适应生存环境，繁衍后代，让它们的生命不
断的延续下来。



《昆虫记》里各种昆虫都生活在自己的乐园里，它们每天唱
歌、跳舞、还像我们人类一样聊天，在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
里都有它们的身影，留下它们的足迹。它们在美丽的大自然
中过着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

读完《昆虫记》我不禁感叹于大自然的奇妙，也激发了我寻
找昆虫的兴趣，在姥姥家的花盆里我发现了细细的蚯蚓，在
家里还看到了过冬的蚊子，等到春天来了我还要爸爸、妈妈
带我到公园里寻找更多的昆虫，因为通过这本书让我对它们
有了新的认识，我很想和它们成为朋友。我还会爱护自然、
保护环境，让昆虫的家园不被破坏，让它们永远快乐的生活
在我们的身边。

我看了《昆虫记》一书，我获得了许多收获。

这本书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从事研究昆虫学，他用了一生
的精力，长期在荒山野岭收集了成千上万种昆虫的资料，如：
昆虫的生活习性和成长过程等等。最后撰写了科学巨著《昆
虫记》。

看完了这本书，我认识了捕食高手螳螂、爱美的被管虫、快
乐的蟋蟀、挖隧道的矿峰、不会迷失方向的蜜蜂、环境清洁
工绿蝇、有两颗毒牙的狼蛛、小鬼恩布沙、吃枯露菌的甲虫、
捕食苍蝇的捕蝇蜂、娇小的赤条蜂、喜好唱歌的蝉。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赤条蜂。

这个故事讲得是作者看到赤条蜂在找它的食物—毛毛虫，可
是挖来挖去就是挖不到毛毛虫。作者便去帮赤条蜂，但是挖
了一会儿作者和赤条蜂一样没挖到毛毛虫。这时赤条蜂不耐
烦了，可是看到作者在它挖过的地方拼命挖，好像又看到了
一丝希望，就回到作者挖得地方拼命挖。功夫不负有心人，
它终于挖到了一条毛毛虫。因为坚持最后作者和赤条蜂挖到
了好多条虫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半途而废，只有坚持
才能成功。就像我弹电子琴时经常想半途而废，每次弹电子
琴，手弹累了、酸了，都想放弃，不过再想想自己已经付出
了那么多，就咬咬牙坚持住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功夫
不负有心人，现在的我弹电子琴比以前好得多了，已经不会
弹几下就大喘气、弹到一半手就发酸等坏毛病了，而且我还
过了四级，我相信以后我会弹得更好、更出色!

《昆虫记》我收获很多，我很喜欢这本书!

第三章读后感昆虫记篇三

《昆虫记》是法国著名科学家，科普学家法布尔的“昆虫
学”巨著。法布尔用他的一生精力来研究昆虫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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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惯。

《昆虫记》详细的记录了：蝉、蜜蜂、蚂蚁、蜘蛛、螳螂、
甲虫、蟋蟀，等等。一些昆虫的食性、爱好、生存技巧、蜕
变、繁衍和死亡等生活习性。这为后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读了《昆虫记》我不禁思绪万千：世界上大概除了人以外，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愿结束生命。其实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自杀都是一种胆怯的行为。大家都认为生命是一种宝贵、美
好的东西，既然上天赐给了我们小小的生命，那我们就应该
勇敢的面对苦难，珍惜生命，也回报他人。在电视上，我们
经常看到有人跳楼自杀，我认为这些人还没有一只小蝎子勇
敢呢?我就是一个例子：我经常被一件事气倒，每一次我都被
困难打倒。这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我们应该学习蝎子勇往
直前的精神，做一个坚强的人!

法布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不容易。他出生于农民家庭，
从小生活贫困，靠自学取得多个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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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的进行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不断获得新成果，
发现自然界的科学真理。

我的收获很多：《昆虫记》不仅仅充满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
更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在生活中和学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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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想法布尔那样，坚持不懈，即使条件艰苦，也要为了理
想而奋斗!

第三章读后感昆虫记篇四

自从我读完《昆虫记》这本书之后，我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

如萤火虫这篇故事我知道了原来小小的萤火虫是食肉动物，
而且吃起动物来手段是罕见的恶毒，只用几秒钟一个蜗牛的
性命就没了。还有金步甲的婚俗这篇故事我知道了动物门的
婚俗和我们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雌性与雄____配后过不了
几天，雌性就会吃掉雄性，而雄性却不会做任何反抗动作。

从这两篇故事中我也懂得了许多道理：做事情要细心观察;

2、动物的奇特和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关心、了解
他们。

看来这世间万物，无所不有，我们应该多读些科学类的书籍，
多增长一些知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三章读后感昆虫记篇五

转眼间三年级下学期开始了，老师推荐我们阅读的名著是
《昆虫记》，名字是我感兴趣的，不妨了解一下吧!



走进《昆虫记》，它告诉我昆虫的生活和斗争。主要涉及昆
虫的本能、习行、劳动、婚姻、繁衍和死亡。透过昆虫世界
我们看见了人类的社会。

在《蜜蜂、猫和红蚂蚁的寻家之旅》这个故事里，它们做过
比人类更要厉害的事，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能找到熟悉
的老家，作者通过实验见证了猫和蜜蜂一样有辨别方向的本
领，红蚂蚁只要沿途不发生变化就能凭借记忆力准确找到回
家的路，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种功能呢?如果我们在野外
没有手机，没有车……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一个好的科学家就要一直发现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