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 昆虫记读后感
(模板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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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一

今天，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读完了昆虫记。《昆虫记》是法
国杰出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更是他创造的一个伟大的奇迹，赢得读者声声的惊叹！

作者法布尔用人性化的方式观察虫子，向我们展现了昆虫的
生活。这本书让我们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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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本书所写的昆虫都使我感到有趣之极。这是作者细心观察
的结果，如：螳螂的大腿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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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有仔细观察才
能写出来。

光是仔细观察还不够，还要细致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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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面叠着一层层鳞片，就跟屋顶上的瓦片似的”等，这些
细致描写，使整本书显得更加生动、具体，引人入胜。



昆虫世界非常奇妙！在我没读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管虫会穿
“衣服”，不知道松蛾虫会预测天气，也不知道小蜘蛛会用
丝线飞到各个地方。现在我全知道了。有些动物的思维方式
比人还高，例如赤条蜂给卵留食物时，是把毛毛虫弄得不能
动，失去知觉，而不是杀死毛毛虫，这样，就可以给食
物“免费”保鲜。又如舍腰锋给卵捕蜘蛛时，是只捕小的，
这样每只就可以使小虫只要一顿就可吃完，每顿就可吃到新
鲜的，怎么样？聪明吧！

作者能写得这么引人入胜，都源于他的仔细观察，让我惊叹
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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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则是一个不太会观察生活有没有
恒心的人，因此，老师叫我写作文时候，我总想不到题材。

不过有一次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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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明白了：不能只
对我们感兴趣的事仔细观察，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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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才能了解世
界的奇妙。这是读完《昆虫记》后，我深刻体会到的。

“世界上很少有人会从事这个职业的，我们也不指望从这份
工作中挣钱，但是我们不必介意，因为能获得很多有趣的知
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比任何一个职业都有意思。”

没错，在他的野外实验室中，法布尔就把昆虫当做人类，甚
至当作自己的朋友，非常的尊重和喜爱它们，以至于忘我的
融入到昆虫的世界去体验昆虫的乐趣。



而我仿佛看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自然中，一个看似怪
异的人趴在地上，一边用放大镜观察昆虫，一边往本子上记
录，一边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一边又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仿佛那昆虫能与他对话一般。

法布尔也曾遭到别人的嘲笑和不解，也曾遭遇生活的困窘，
可是他从没气馁，坚持自己的事业，为世界贡献了这本既是
科学又是文学的名著。

昆虫跟人类同处一个地球，它们也有日常生活、喜怒哀乐，
而昆虫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无穷的，所以我们也像法布尔那样
与昆虫做朋友吧。

大自然的奥妙是无穷的，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听，
鸟儿的歌声多么清脆，昆虫的鸣叫是多么迷人，绿草、鲜花
是多么充满生机……听到，看到这些怎么能不赏心悦目，积
极向上呢！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二

达·芬奇曾经说过“科学是将领，实践是士兵”，而法布尔
写的昆虫记就是这样一部融合的科学与实践的书籍，它强大的
“兵团”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田野里的一朵小花、路旁的一棵大树、天空的一朵白云……
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它们总是带给我们无尽的美
好，是一本最好的百科全书。这里有说不完的故事，只要细
细察看，就会获得无法言传的惊喜与快乐。法布尔就在这里
找到了他一生的好朋友——昆虫。昆虫记记录昆虫的自然生
命过程，更是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把人的生命和生活、人
的精髓注入昆虫的生命过程中。在这本书中，我们仿佛可以
看到小虫的灵魂，它们会因为找到食物而手舞足蹈；会因为
争夺配偶而互相厮杀；会有失去耐心的时候；会有焦躁不安
的举动……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这部作品中，令人赞叹之处比比皆是。比如对蜣螂的描写：

当一个蜣螂做成了一个球，便会离开在场的其他同类，独自
把劳动成果向后推去。这个时候，一个还没开始工作的邻居
跑过来帮着球的主人一起用力推。对于这种帮助，球的主人
肯定是欢迎的。但是，它真的是热心的伙伴吗？不，他是一
个强盗。要知道不下苦工夫和没有忍耐力是做不成圆球的，
而去偷一个或者抢一个那就容易多了。所以有的盗贼就会用
很狡猾的手段，甚至是暴力，去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昆虫的世界，是真实、生动的，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昆虫还是人，都要面对本能、习性、劳动、婚姻、繁
衍和死亡等问题。昆虫记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以及对万
物的赞美之情。活泼、诙谐的语句中，充满了盎然的情趣。
蜣螂与强盗，两个本不想干的角色，在作者的笔下融为一体，
实在令人赞叹，不得不说，这样细腻精湛的语句，唯有法布
尔可以写出了。

从字里行间看到他的那份韧劲儿，那份孜孜不倦，那份求实
精神，那份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决不罢休的博
物学家的感人至深的精神。

昆虫记浸溢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追求真理，探求
真相的精神。这就是法布尔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
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不得
不说，这实在是一份精美的大自然的礼物。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三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这时最关
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
账”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昆虫记读后感，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读《昆虫记》时，书中一些昆虫令我惊讶而感到不思议。
令我惊讶的不是它们奇异的形态、特殊的癖好或美丽的外观，
而是许多昆虫间普遍的专注。昆虫在我的印象中不过是连脊
椎都没有的低等生物，但它们本能的强大专注力却似乎赋予
了它们极其严谨的态度。

象态橡栗象，一种不引人注目的象虫，尤其专注于在橡栗上
钻孔。它们为了产下的卵孵化后得以尝到最富营养的汁液，
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在一个个橡栗上钻探。法布尔曾花了整
整两个小时观察一只象态橡栗象，用它的长鼻极缓慢地钻着
一颗橡栗，但两个小时还不及它工作时间的一半。在法布尔
以及其家人八个小时的轮班监视下，象态橡栗象钻探大功告
成，可是它并未产卵——它认为这个橡栗的深处不符合要求，
对新生象态橡栗象来说不够柔软多汁——于是，橡栗上钻出
的深井被废弃了，整个下午的劳动白费了，象态橡栗象又开
始寻找其他橡栗，以便重新开始那漫长的工作。

象态橡栗象是多么专注啊！正是这种专注，使它的后代有极
高的存活率。它的同类豌豆象，丝毫不专注于挑选，随处产
卵。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无数卵还未孵化就干瘪而死，剩下
的幼虫大部分死于残酷的同类竞争，胜利者少之又少，最终
成为成虫的屈指可数。专注，果然是一种重要的品质。

我又注意到了法布尔，他耐心地观察象态橡栗象整整两小时,
不也非常专注吗?他在五月初的春日里观察豌豆象侵食他自己
专门种的几垄豌豆，他在六月末的烈日下用镐刨蝉的地洞，
他在三伏天夜晚寻找草丛中的蝈蝈，他在十月的刺骨寒风中
走进荆棘丛观察象态橡栗象。他为了观察圣甲虫的地洞而躺
在地上目不转睛地注视洞口。他为了了解郎格多克蝎，年近
八旬仍然熬夜观察一直到支持不住才去睡觉。

如果象态橡栗象不专注，三心二意，那它的后代将像豌豆象
一样惨死；如果隧蜂不专注于守卫家庭，那小飞蝇的入侵将
夺走无数隧蜂的生命……如果法布尔不专注，他也就不会成



为家喻户晓的昆虫学家，同时也会丧失许许多多乐趣。

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乐趣来源于专注。无论是阅读一本好
书，进行一次运动，还是思考出一道难题，我们都能从专注
中获得快乐。

让我们做一个专注的人，像法布尔一样在自己的领域中心无
旁骛的耕耘，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四

曾经有一个人，他整日居家，从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他
生活简陋，但却世界闻名。他用40年时间潜心研究昆虫，写
出了一部震惊世界的.作品，他就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
法布尔，这本书就是《昆虫记》。

《昆虫记》共有十卷，记录了几十种昆虫的生活习性与成长
过程。作者法布尔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引导读者和他一起
观察和了解自然界诸多昆虫的相关情况，带给读者耳目一新
的丰富体验。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缩小了一般，相反，周围的
一切似乎都被放大了。我站在青青草地上，新鲜的空气包裹
着我，周围的虫子在鸣叫，我就如同自然中的一份子一样。

同样，我对昆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歧视他们，我
开始学着尊重生命，像法布尔一样观察，守护它们。借助书
中的一个个文字，我真切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一只只小小
的虫子，它们身上所绽放出的蓬勃的生机，执着的努力令我
神清气爽，令我心灵震撼！

自然，我也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体型庞大，就值
得尊重。有许多小生物，他们或许非常渺小，小到只有你的



指甲盖大小，但它们身上却总是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
学习和珍藏。

可以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值得人类学习，不论它庞大或
者弱小，美丽或者丑陋。因为有些感动与美丽与生俱来，而
有些则需要假以时日，慢慢闪现，这就需要我们有一颗善于
发现，善于等待的心灵。而现在，人类是否就一定能比得过
虫子，到现在还难以确数，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资格不像法
布尔一样去尊重他们。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五

科学是宇宙的放大镜。

凄凄一方荒石园，煌煌十卷《昆虫记》。 《昆虫记》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科学界，它让人们震惊的目光聚焦在这方小小的
荒石园，聚焦在这位平日“毫不起眼”，甚至有些“卑微”
的人身上。

“他们探究已死的虫子，而我研究活着的生命。”这句话或
许就是《昆虫记》与其他死板生物书籍的最大不同所在。法
布尔书中的昆虫不是躺在实验室里冷光灯下被开膛破肚
的“微小而恐怖的东西”，而是在蔚蓝的天空下，鸟语花香
中自由的生命。如果说《昆虫记》是为了和那些学者和哲学
家们写出的作品一决高下而诞生，那么法布尔则更愿意说这
本书是为了年轻人而写。

“我希望使年轻人热爱这门已经被弄的令人憎恶的生物
学。”这是法布尔的愿望，而且他做到了。 法布尔用生动的
文笔和呼之欲出的生命虏获了孩子们的心。可以这么说，
《昆虫记》是一扇窗，让久困书房的孩子们看见了大自然的
光；《昆虫记》是一扇门，连接着繁华的都市与魅力的自然，
孩子则是这扇门的主人，他们可以上一秒还沉醉在乡村夏夜
螽斯的情歌，下一秒就漫步在灯火缭乱的都市街头。它就像



是一把钥匙，打开人类对昆虫的偏见之门，让人类真正看清
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它就像是一块放大镜，让人们清楚
看见昆虫并不只是那些“讨厌的东西”，“哦，原来昆虫的
生活也可以那么细腻！”所有看过《昆虫记》的人都会发出
这样一声惊叹。

“这种昆虫仪态万方地半立在那里，庄严而肃穆。它那宽大
的绿色薄翼像亚麻布裙一样长长地拖曳在地上，前腿伸向天
空，俨然一位身着绿衣的修女在向上天祷告。”在《昆虫记》
之前，从来没有一位学者在有关螳螂的论文中这样描述过它，
在他们看来，这是“不严肃的”，但是在孩子们看来，这是
美的。在《昆虫记》之前，“生物”与“美”总是有一层隔
膜，而法布尔就是第一个打破常规的人，他抛开了那些僵硬
的学究，用生动平和的文字描绘出了真正的昆虫，真正的大
自然。 法布尔是一块放大镜，他向全世界展现了生物的细腻，
他不用那些让人头疼的所谓专业术语让人感到生物的遥远，
而是那用平和的文字让人感受到触手可及的生物，触手可及
的'科学。 科学是美的。

科学的方阵中法布尔从不是孤身一人，伊林的《十万个为什
么》和《我们身边的事物》同样用平凡创造了不朽。 科学的
诞生，是从人类提出第一个“为什么”开始，科学的初衷是
探索，探索我们身边的事物，探索我们周围的事物，探索我
们的世界，探索我们的宇宙。宇宙好像是一本书，我们所
有“为什么”的答案都在书中，但是“为什么”太多了，答
案也太多了，书页的大小却是有限的，那么答案的字就不得
不小些，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科学”这个放大镜，随着
科学的探索，我们将一点点摘下无知的眼罩，用科学看清世
界。 “宇宙是怎样形成的？”“生命的源头是哪里？”“为
什么会有四季交替？”一个个的问号就是科学的基石，一次
次的探索便是进步的阶梯。宇宙无穷尽，科学无穷尽，探索
的脚步无穷尽！ 让我们都做一个“法布尔”，发现在生活中
的科学，探索在生活中的科学！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六

自然环境是人人所向往的，鸟语花香，寂静安详，远离城镇
的喧嚣，浸泡在清新中。在大自然，水里，天空，陆地，各
有动物存在。在30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昆虫学家对品种各异、
形象各异的虫子着了迷，花费毕生的光阴写出了这本绝世佳
作：《昆虫记》，他就是法布尔。

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蜜蜂的群体生活;看到了蚂蚁的凶残;
了解了蝉的自食其力;了解了萤火虫麻醉其他昆虫的高超本
领;知道了黑步甲能装死;看到了昆虫不为人知的秘密。

法布尔用生动脱俗的语言把枯燥乏味的科学描绘的有声有色，
而且在他的语言中没有半点虚假，因为他坚持“科学可以被
修饰，但不能被修改。”这使我们能在昆虫记中学到真实可
靠的科学，而且能把他们好好吸收。

我看到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蝉虫的蜕变，我看到他不顾危
险捕捉塔蓝图拉毒蛛，我看到他反复的观察和实验，寻找大
量例证。一次实验失败了，他分析原因，转身又设计下一次。
科学的实验方法，大胆的质疑精神，勤勉的工作作风。让我
感觉到了“科学精神”及其博大精神的内涵。

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真理而投入毕生心血的精神，让我感受
到了昆虫世界的神奇和美妙，又让我感受到了法布尔超人的
毅力和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所付出的辛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我们只有在这部传世佳作中去体验。

法布尔让我了解昆虫世界，而昆虫则让我永远记住法布尔。

《昆虫记》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一部文学著作。
它行文生动活泼，语言诙谐幽默，充满着盎然的情趣。被誉
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也被称为“昆虫的史诗”。



《昆虫记》讲述了许多发生在昆虫身上有趣的事，把每一个
昆虫刻画得淋漓尽致，读这本书，就仿佛身临其境一
般，“歌唱家”蝉，“音乐家”蟋蟀，勤劳的舍腰蜂，美丽
的大孔雀蛾等等，无一不真实的记录了昆虫的习性和特征，
非常引人入胜。

它还记录着一些十分常见却不引人注意的场景，谁没有见过
苍蝇倒挂呢?可法布尔却把这极为普通的一幕记录了下来，这
正提醒我们，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许
多事情需要我们留心观察才能发现，而从中得到的乐趣和启
示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

读了《昆虫记》，你会发现字里行间满满洋溢着作者对生命
的尊重和热爱。

地球很大，有许多生命因为太过微小而被我们忽视，《昆虫
记》告诉我们，即使它们很不起眼，但也是生命，是这个大
家园的一份子。它们的一生很短暂，但只要它们存在过，哪
怕只有一秒钟，就同样值得尊重。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七

暑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名叫《昆虫记》的书，看了以后
使原本就对昆虫非常感兴趣的我，就越发地喜欢上这些小虫
子。

《昆虫记》这本巨著的.作者是法国作家法布尔，他拥有哲学
家一般的思想，美术家一般的观察能力，文学家一般的感受
和抒写。他耗费一身的光阴来观察、研究昆虫，并将其记录
下来，这本让他花费毕生心血的杰作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
字。

的小虫子，会将的卵产在蝉卵上面，而这种小虫子发育要比



蝉快好几个月，这种小虫子的幼虫便拿蝉卵作为食物，供自
己生长发育所需。

无情的昆虫，母螳螂竟会六亲不认地把它的吞食掉，产卵后
便再也不回来了，不管自己的亲生子女能否健康！

在这本书里，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体，娓娓道
来，在对昆虫日常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作者对特有的眼
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热爱。

在这本书中，作者不是经过解剖等工序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而是亲身溶入大自然，不顾野外冒险的，就好比描写黄蜂，
作者很细致地描绘了当时怎么冒着去观察黄蜂巢，又怎样弄
懂黄蜂的习性，写得非常精彩。

我非常喜爱《昆虫记》这本书，没事时我拿起它，沉浸在其
中，仿佛和法布尔一起探究昆虫的奥秘。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八

柔和的月光斜斜地洒在原野上，静谧而又安详，空气中弥漫
着玫瑰花般的香味，甜蜜充满爱意。灵敏的听觉细心地将动
物微妙的喘息捕捉，不觉更添幽静。月光下，我轻轻扣响大
自然久掩的门扉，进行一次难忘的探访。

——题记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里读到了《昆虫记》这本书，本
是无意，却竟成就了一番美丽的邂逅。《昆虫记》一书一改
以往科普书给我带来的枯燥无味的印象，在说理讲述的同时
溶入了一般清新的文艺范儿，让我读后感觉一习古朴的风吹
来，爱不释手。

“格里里，格里里。”在寂静的夜中，这种声音分外优美而



柔和。我顺着清脆的叫声寻觅源头，竟是可爱的蟋蟀们在排
演交响乐呢！它们手举长矛拉锯，俨然一幅小提琴家的模样。
“它们的歌声单调而无艺术感，但它的这种艺术感和它生命
复苏的单调喜悦相协调，这是一种警醒的歌颂，为萌芽的种
子和初生的叶片所了解，所体味。”感谢伟大的科学家：法
布尔先生，是他，赋予了这歌声更多的内涵，是啊，这声音
是多么悦耳，它们吟唱在自己美好的生活里，吟唱在大自然
的静谧里，吟唱在欣赏者的笑靥里。这平凡的歌声仿佛有了
穿透力，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一首以爱与感恩为主题
的赞歌。小小的蟋蟀告诉我：要乐观生活。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忖思间，一抹若有
若无的微弱光线下子夺取了我的视线。是萤火虫！我惊喜地
叫出声来。在紧张到让人难以喘息的黑夜中，我在一丝罅隙
中终于看到了让人心安的光亮，让人温暖的生灵。萤火虫点
着生命的灯盏，缓缓地上下翻飞，浅绿色的光照亮了前进的
路。“它们简直就像那种从月亮里面掉落下来的一朵朵可爱
的洁白的小花朵，充满诗情画意的温馨。”“萤火虫的灯并
不能神化，它是由氧气为载体燃烧了起来。”在寻常的美丽，
人类固有的浪漫情愫背后，以物理的名义，事实的真相在我
面前徐徐展开。理性的智慧也如萤的灯笼，在神秘地闪光。

我躺了下来，躺在柔软的草地上，任思绪飞翔在无际的天空，
是谁创造了人类？又是谁创造了动物？我们不得而知。或许
我们也是同样卑微的一分子，在浩瀚的大自然面前，人类只
能像婴儿那样虔诚地匍匐和敬畏。“一个活着的微点——最
小最小生命的一粒，它的快乐和痛苦比无限大的物质，更能
引起我的无限兴趣，因此我更爱你们。”法布尔如是说。昆
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姻、繁衍、死亡，无不透露着作
者对人类的思考。他倾其一生的精力于研究动物，抱着严谨，
更是仰视的态度探索科学的奥秘。但他又不只是一个旁观者
和研究者，他是充满着满心热忱的。他将爱融入到笔尖，汇
成对这些小生灵的尊重和捍卫。



我亦可以从他的自述中学到：观察和怀疑一切是我们对科学
应持有的态度，若没有观察，何来怀疑？若没有怀疑，又怎
能攀登科学的高峰？保持好奇的意念，不在意旁人；敢于探
索，用科学诠释真理。这就是《昆虫记》要告诉我们的更深
层的东西。

月光藏匿起来了，氲氲着芳香的空气散去了，探访结束了。
合上书，我长吁了一口气。睿智的哲思，人性的思考，徜徉
在昆虫的世界，我久久难以忘怀。跟着法布尔来一次月光下
的探访吧，你会体会到他对生命的关爱，对万物的赞美，更
会感受到他严谨的态度。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九

在暑假里，我读了一本法布尔写的书——《昆虫记》。

法布尔用了很久的时间来观察昆虫，写出的文章具体、生动、
形象，把昆虫的动作、神态写的很逼真。

蝉妈妈会在一根合适的树枝上产卵，大约会产下四百颗卵，
蝉妈妈产完卵后就死了。可是卵虽然多，但只有少数才能活
下来，这就是蝉产那么多卵的原因。书中描写了一个蝉和蚂
蚁的故事。在夏天，好久没下雨，昆虫没水喝，但蝉可以喝
树汁，所以不怕渴，蝉也让其他昆虫来喝，但蚂蚁很过分，
连谢谢也不说。蚂蚁狡辩说一年夏天，蝉爷爷向它的奶奶借
小麦却没还，蝉却说，它爷爷也和它一样，只喝树汁，不会
去借小麦，所以不给蚂蚁喝了。

虽然蚂蚁不喜欢蝉，但是蝉死后蚂蚁还是埋了蝉，昆虫间也
有情谊。

我们要学习法布尔的精神，学他的坚持不懈和勇于探索，才
写出了《昆虫记》，才让我们了解了更多昆虫的奥秘。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片段篇十

我认为《昆虫记》中的红蚂蚁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动物，体现
了一种恃强凌弱的现象。同为蚂蚁，红蚂蚁抢走黑蚂蚁的孩
子和食物，而黑蚂蚁却是每天勤奋的寻找食物。

我相信看过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的读者对红蚂蚁应
该都很讨厌，我也一样。我之所以写它，是为了反映出社会
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有些人也和红蚂蚁一样不劳而获，恃强
凌弱。这样的人令人痛恨。

它们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差，所以我觉得它们还是愚蠢的。
它们在回去的路上只可以通过路上的景物来判断，只要多了
或少了一点东西就不知道哪边是回家的路，也就找不到家了。

但是它们也是非常有组织和纪律的，遇事有条不紊。可是在
看到黑蚂蚁窝时沉着冷静的它们却慌张了。

所以，红蚂蚁身上有非常多的缺点，同时也是有优点的，所
以我们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