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虫学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昆虫学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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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所写的的昆虫事物感到有趣之极。作者通过仔细观察，
多次实验，细致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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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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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本书变得生动、有趣、具体、
引人入胜和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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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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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小小的昆虫
也蕴含着大学问呢！



我明白了：不能只对我们兴趣的事仔细观察，做到无处不文
章，无处不动笔。

小昆虫有大学问，只有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才能了解世界
的奇妙，这就是我读完《昆虫大世界》的感受。

指导老师：董莉莉

昆虫学读后感篇二

这些天，我读了《昆虫》，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让我读了
又想读。

这本书是关于寓言在一个地方看到的昆虫。里面的故事很有
趣。让我读一遍，再读一遍。孩子们，让我们一起进入昆虫
世界吧!

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萤火虫的故事。

萤火虫的光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东西。如果我们抓住
它，把它放在瓶子里，然后把它放在床边。关了灯，只看见
萤火虫在闪光。它是明亮的。它也可以用来玩!

它捕获了很多猎物，所有的昆虫。以蜗牛为例。它有两个钩
状的下颚，非常锋利，但薄如头发。从显微镜上我们可以看
到钩上有一个细沟。萤火虫只是用它的工具轻拍蜗牛的壳，
就像在和蜗牛玩耍，而不是刺。用一个扭曲的词来描述萤火
虫对蜗牛的作用是恰当的。

《昆虫》这本书让我以前不懂的东西都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让我懂得了更多的知识。



昆虫学读后感篇三

大自然有数不清的东西，可我偏偏就对昆虫情有独钟。

蝉。歌唱家背后的辛酸蟋蟀。充满活力的音乐家我看到这些
题目的时候，不由得激动了起来。

我心潮澎湃地翻开第一章：蝉。歌唱家背后的辛酸被冤枉的
歌者。这篇故事讲述的是《蝉和蚂蚁的寓言》人们以为蝉是
懒惰的昆虫，在整个夏天和秋天都在歌唱，没有为冬天做任
何准备，而蚂蚁储备了很多粮食，当蝉来问蚂蚁乞讨食物的
时候，蚂蚁不但不给，还嘲笑了蝉一番。

读到这里，我心中不免对蝉滋生了一种看不起的感觉。可是
往下面一读，我不免对蝉的看法又改变了。

其实蝉不是个懒鬼。蝉的寿命很短，根本活不到冬天。再说，
蝉不会吃，只会喝，所以粮食对它没有任何价值。

蝉不但不是个懒虫，还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呢！

在骄阳似火的`天气，小池塘的水干了，许多昆虫找不到水喝，
可是蝉可不怕。它们可以吸吮书上的汁液，蝉一边唱着歌，
一边喝这可口的汁液，那感觉肯定很美妙！

可是，在大自然里，总有许多不劳而获的强盗，而数量最多
的，就属蚂蚁了。

蚂蚁虽然小，但是它们却很霸道，拼命来到蝉的身下向里挤。
好心的蝉不计较，让蚂蚁过去喝到汁液。可是蚂蚁还不肯罢
休，猛力地拔蝉的吸管，一心想把蝉赶走。蝉被这些蚂蚁弄
的不耐烦了，拍拍翅膀飞走了。

读到这里，我便对蝉十分敬佩。它不仅热心的帮助别人，还



非常勤劳工作，而那些蚂蚁却让我十分讨厌，它们抢别人东
西，真是可恶至极！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冤枉蝉。读了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好
好反省了，还要为蝉平反。

昆虫学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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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是怎样脱壳；蚂蚁是怎样去吃
蚜虫的分泌物。多么奇异、有趣的故事啊。本能，习性，劳
动，婚恋，繁衍和死亡。

同时也展现了的昆虫的独一无二的个性。萤火虫是大家都很
熟悉的一种昆虫，它的肚子顶端会发出微弱的光亮，就好像
肚子里挂了一盏小灯。在宁静的夏夜，经常会看到它们在草
丛中游荡。

萤火虫长着三对短短的腿，它们利用这三对小短腿迈着碎步
跑动。雄性萤火虫到了成虫时期，会长出鞘翅，就像其它的
甲虫一样。而有的雌虫则永远都保持着幼虫阶段的形态，无
法享受飞翔的快乐。萤火虫有着色彩斑斓的外衣，它的身体
成棕栗色，胸部是柔和的粉红色，其圆形服饰的边缘则点缀
着一些鲜艳的棕红色的小斑点。这就是可爱的萤火虫。

蝉经历了四年的地下生活，才换来了一个月的日光虫的热情
歌唱，而它居然是个聋子。

读了昆虫记，让我知道了昆虫并不可怕，反而很可爱。

昆虫学读后感篇五

我看了一本书，叫《百变昆虫》。这本书很好看，是我同学
借给我的。



这本书里讲了许多故事，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例如：白
蚁不属于蚂蚁；蜻蜓和豆娘的幼虫都是水虿；昆虫有警戒色
和保护色等。这本书讲的故事可以分成5大类。第一类是昆虫
的世界；第二类是昆虫的`一生；第三类是昆虫的身体；第四
类是古怪的行为；第五类是不同的昆虫。从不同的昆虫这一
类里我又学到了几种小昆虫：蛇蛉、螽斯、切叶蚁、豆娘等。

书中说蚂蚁虽然很小，力量也很小，但全世界的蚂蚁一天却
可以捕捉几十亿只昆虫。通过蚂蚁的启示，我懂得了要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书上还说：往往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些蜂总
爱把巢建在土中或在岩石下，这些地方看似安全，但实际上
危机四伏。有些甲虫一有机会就钻进巢中，将卵产在蜂巢里，
幼虫出生后就会吃掉蜂卵和蜂宝宝。我真想对那些蜂
说：“你们把巢建造好是为了不被别的昆虫侵入，但也不能
太简单，要时刻警惕些，要多动动脑！”

看了这本书，让我学到了许多。但我认为，要了解昆虫并不
只是看书，还得到大自然中去观察、探索！

昆虫学读后感篇六

昨天，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一起学习了《昆虫迷》这
篇课文。《昆虫迷》记叙的是一个真实的、感人肺腑的故事，
作者是叶永烈。

《昆虫迷》主要写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花了毕生精力成
就了《昆虫记》巨著。这部书共十卷，第一卷在1878年问世，
最后一卷在他八十七岁时(18)出版。

法布尔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家在法国南部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没上过像样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
他自己刻苦学习得来的。“有一次，他仰着头观察屋檐下的



蜘蛛捕食蚊子。一看就是三四个小时……”当我读到这段话
的时候，不禁感到很愧疚。一连三四个小时!我肯定脖子早已
发酸，况且我也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和毅力，十分钟都坐不住，
何况是三四个小时呀!

我又继续往下读，当读到“有一天，法布尔提着灯笼来到田
里观察蜈蚣怎样产卵时，看着看着，觉得周围越来越亮，抬
头一望，才知道太阳已从东方升起……”这里的时候，我沉
默了，思考着如果要我去观察，我早一溜烟跑了。课堂上短
短的40分钟我都坐不住，现在想想法布尔，我觉得无地自容
了。

法布尔曾说过：“学习这件事，有没有人教你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你自己能不能自觉。有严师指导的人是何等幸
福!……”读到这里时我只能哑口无言。这一对比，我觉得我
们太幸福了。因为我们有老师的言传身教，有老师的关心呵
护，有美味的饭菜佳肴，舒适的教室寝室……这样优良的学
习环境，却不好好学习，也真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读罢此书，我受益匪浅。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人能不能取
得成就，不在乎于条件的好坏，而在于有不有勤奋自强的精
神。我要向法布尔学习，学习他那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刻
苦学习的精神。

昆虫学读后感篇七

《百变昆虫侠》这本书主要讲了关于一个名叫杨歌的男孩的
奇遇。他在一个放学的路上碰到一只螳螂，这只螳螂给了杨
歌。杨歌那个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对金叶子作了研究，并发明
了能让人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的“百变魔戒”，最后与又螳
螂变成的转校生绿帝联合全校的同学，一起打败了黄蜂星人。

在这本书中，让我们敬佩的角色有口袋里的爸爸和杨歌以及
全校的同学。“爸爸”为了发明出魔戒，日夜不分，废寝忘



食，杨歌不仅无数次成为了爸爸的“小白鼠”，还勇敢地说
服校长并和全校同学一起锻炼，时刻准备与黄蜂星人迎战。
没过几天，黄蜂星人降临地球，在那次激烈的战斗中，同学
们各个奋不顾身，坚强地与黄蜂星人战斗，而杨歌与老肥等
人组成的“行动小组”更是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杀进了黄蜂星
人的飞船，英勇奋战。在那最后的关头，杨歌克服重重困难
摧毁了主电脑，终于拯救了地球和人类，黄蜂星人们也纷纷
返回飞船，丢盔弃甲的逃走了。

读完了这本好看又有趣的书，我明白了：不仅口袋里的爸爸
发明时百折不挠的精神，更要有杨歌以及他的同学这种保卫
家园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