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物的读后感 生物学著作昆虫记读
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生物的读后感篇一

法布尔从小就喜欢昆虫，热爱大自然。他家极其贫穷，过着
艰难的日子，但法布尔并没有放弃他的梦想——做一名了不
起的昆虫学家。在他成功的路上，遭受了许多的磨难，如:他
的家人一直反对他沉醉在昆虫世界中;因为家境贫穷他不得不
退学;为了研究，他放弃了休息时间，不停地观察昆虫，还自
学书本知识。经过几十年的刻苦钻研，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
愿望，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昆虫学家。

从法布尔的身上，我学到了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决心在
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像他那样，不能因为遇到一些挫
折而放弃，要勇敢地去面对它，直到战胜困难。

书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小鬼’恩布沙”，恩布沙是一种长
的奇形怪状的蚱蜢。它的相貌总像凶神恶煞一般，并且总是
保持一种作战姿势。表面上看，它好像很凶猛，但实际上，
它和螳螂的习性截然相反。它爱好和平，性格温顺、随和，
从不和邻居斗争，不去恐吓别人。恩布沙虽然外表丑陋，但
它的内心却非常美丽。

所以，我们平常不能以貌取人，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我们
还要学习恩布沙那种爱好和平的'精神，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
斤斤计较。“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让我



们用爱来充满内心。

生物的读后感篇二

我们在探讨信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有关对进化论
的争论，有些人把之当作不争的事实，而有些人则认为其一
文不值，有时双方各执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大多
数参与这一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读过进化论的经典著作-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我在尝试着读这一本书，那些有意无意的争
论我能从这里明白许多!

首先：什么是生命的起源?这是这本书最为基础的一个问题。

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该书中描写了生
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
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
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但
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把它当作生命起源的
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达尔文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是由简单的生命单位演变而来，但
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一个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实是达尔文
认为它们是被创造的。在这本书里，我发现这样一个结论，
大概意思就是，他在经过类比以后得出结论，所有在地球上
的有机生物都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生命，而这个原始生
命则是"被吹了一口气"而来的。这与圣经里创世记里讲到人
是因上帝吹了一口气而得到生命的写法有点相似。

基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知道，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
造进化论"，这也是为部分基督徒所接受的理论。()其实，的
出现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基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知道，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
造进化论"，这也是为部分基督徒所接受的理论。其实，达尔



文所观察到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
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相信上帝是违背科学和理性吗?

达尔文得出了上帝是生命起源的结论，这是发自内心的信仰，
还是一个不得已的结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听说诸如"相
信上帝是不科学的"或"科学已经否定了上帝"之类的话，但这
些话本身不一定就是科学的，至少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商酌的。
正如达尔文一样，我们会思索、探讨最初的起源的问题，但
如果不承认有上帝的话，将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人们往
往会不得不以很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

在解释生命起源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是要靠信心来接受的，
也既是说，都是信仰。要接受不相信上帝的信仰，应该是需
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因为这些信仰里实在
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现代科学的
奠基人，诸如牛顿、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及达尔文
等等，都相信上帝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不相信上帝的自由，但要用科学和理性来作为这
些事的依据这里有似乎有些牵强吧!

生物的读后感篇三

是谁击破神创论的天空，将世界从上帝的手中挣开;是谁以锐
利的双眼，看穿时空的阴霾，寻找物种间的联系与存在;是谁
以一句“物竞天择”的呐喊，唤起整个大崛起的时代。也许
隨着时代日显其不足，但传承给后人的，并让后人抚卷感叹
的始终是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对科学的严谨与热爱。

少年顽劣，浪子回头。达尔文年轻时用他父亲的话说“除打
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相对他的兄弟姐妹来讲
或者用中国父母常讲“别人家的孩子”来说达尔文可算是一



事无成的败家子。可是就是这个常人眼中的败家子却成为英
国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参加“贝格
尔号”舰的全球远航，成为流传后世的的伟大人物，我不禁
感叹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

大巧若拙，埋头著书。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都接受
创造论，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并一次就创造出所有的生物，
同时上帝也赋予每种生物各自的角色，而每个物种的设计都
非常完美，所以物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在
宗教的神环下成为人们精神的枷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
了。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在
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我
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们
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的
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记住
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的整
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所讲人类用有计
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确已经产生了
伟大的结果。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
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面对教会的
刁难，面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
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
扬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
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
社会进步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
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
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权威与不合理存在挑战
的精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
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与
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研
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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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读后感篇四

看了《昆虫记》后，使我懂的了许多知识，昆虫世界有这么
多的奥秘，我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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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世界真是太
神奇了!《昆虫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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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我第一次进入了一个生动的昆虫
世界。《昆虫记》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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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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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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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
我感觉到了“科学精神”及其博大的。

《昆虫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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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得更多。

生物的读后感篇五

看名著看的是种内在的精华，如果你深入了这本书里面，其
实会发觉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里面。阅读是种精神的享
受，是灵魂的升华。对于名著尤其如此，希望大家多学习，
多多阅读名著，对自己提高修养都很有帮助！

每次，翻开手中的这本《昆虫记》，阅读到书中作者潜心研
究昆虫、观察昆虫的一幕幕时，我总是会被他所折服，《昆
虫记》是一部不朽的传世佳作。文章的语言浅显易懂，为我
们介绍了昆虫世界的各种趣闻逸事，是一部集知识、趣味、
文学、哲理于一体的散文集。这本书精选了有关红蚂蚁、蜜
蜂、蝴蝶、螳螂、金步甲、蜘蛛等各种较为在生活中常见的



昆虫，让我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学习了科普知识。

那么，我就说书中的建筑大师迷宫蛛吧。迷宫蛛也叫作圆网
蛛。它是个无与伦比的纺织工人，它用蛛网来猎取那些自投
罗网的小虫子们，坐享其成，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它的身体是灰色的，胸有两条宽阔的黑色饰带，饰带中间夹
着白道子和褐色的斑点，不过到快要产卵的时候，圆网蛛就
要搬家了，它结的丝囊色泽鲜亮、外观富丽精致。

在圆网蛛产完卵后，它最伟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约在九
月中旬，小蜘蛛们卵化出来了，但它们要在这个袋子里过冬。
岁月无情，母蜘蛛的食量渐渐小了起来，体力也不足了，虽
然如此，它还能维持四五个星期的寿命。但在离开这个世界
之前，它继续拖着蹒跚的步子不停地巡视。最后。在十月底
的时候，它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替孩子们咬破巢的墙壁，精疲
力尽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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