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昆虫纪读后感初二(大全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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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纪读后感初二篇一

最近，我看了一本名叫《昆虫记》的书，是法国昆虫学家法
布尔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昆虫学巨著。作者在书中讲到，他
非常喜欢昆虫，可他的家人却不喜欢昆虫。他住在偏僻的乡
村，那里有许多的昆虫，作者一看见昆虫活动或听见他们的
叫声，都会情不自禁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去寻找那神秘
的昆虫，如果没有找到的话甚至还会在那里过夜呢！

书中有许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种昆虫
叫卷心菜毛毛虫。这种虫子其实就是菜粉蝶的幼虫，我外婆
家田里的卷心菜上就有一些这样的小虫子，它们刚从卵里出
来时，长得黑黑的，像一堆鸟粪，鸟类看了以为是粪便就不
会吃他了。

菜粉蝶的成熟时期和卷心菜成熟时期一样，都是每年的四五
月份和10月。也就是在农民收割卷心菜时，他们也快要从茧
里飞出来了。菜粉蝶喜欢把卵产在向阳的叶子上，黄色的卵
在阳光的照射下，看去亮闪闪的像一颗颗美丽的珍珠。一星
期后，卵就变成了毛虫。毛虫从卵里出来时，要先把自己的
卵壳吃掉，卷心菜的叶子很滑，要想在上面爬行，必须先在
身上吐一些丝，吃掉卵壳，就可以吐出丝了。

可他们也有天敌，科学家称他们为“小侏儒”，当菜粉蝶产
卵后，“小侏儒”就赶过去把自己的卵产在毛虫的卵里，一
只毛虫卵中往往就有好几只“小侏儒”。毛虫长大后，看起



来很正常，可他们总是无精打采的，还越来越瘦。那是因
为“小侏儒”一直在它们的体内吸收他们的血呢！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如：蝉是怎样
脱壳的，小条纹碟是怎样相互联络的……通过阅读这些文章，
我觉得昆虫的世界太奇妙了，真让我着迷。

法布尔的探索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想他之所以成功，肯定
付出了很多很多。他热爱昆虫，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研
究昆虫的事业中，我们也要向法布尔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
神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地奋斗努力！

昆虫纪读后感初二篇二

《昆虫记》是一部优秀的科学名著。里面介绍了三十多种昆
虫的生活习惯，如蝉在地下“潜伏”四年才能钻出地面，在
阳光下歌唱五个星期；蟋蟀善于建造巢穴，管理家务；螳螂
善于利用心理战术制服敌人；蜘蛛在捕获食物，“编织”罗
网方面独具才能；樵叶蜂能够不借助任何工具剪下精确的圆
叶片来做巢穴的盖子……每一种昆虫都有它们独特的生活习
惯，我最喜欢的是黄蜂大家族了！

他们的巢穴不像别的蜂巢修筑在高处，而是建在土地上。他
们的巢大的像一个大南瓜，除去顶上的一部分外，各个方面
都是悬空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黄蜂亲自完成了。可并没
有大堆的泥土堆在巢外，那么泥土去哪了呢？是被黄蜂抛弃
在不引人注目的原野上了。这一行为告诉了我们两个浅显的
道理。

一、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有毅力，一旦下定决心去干一件
事情，那就要持之以恒，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你将
会一事无成。

二、团结就是力量。如果建巢时只有一只黄蜂不停的向外运



泥土，而别的黄蜂都不去帮忙，那只黄蜂就是到死也运不完
那些建筑垃圾，而要是众多黄蜂一起去运，那么很快就会运
完，这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量。

另外一处描写也十分精彩。蜂卵孵化以后，“小保姆”（工
蜂）负责喂养小宝宝们，他们在喂养小宝宝时的细心和耐心
不亚于我们的母亲细心的照料年幼时的我们一样。他们嘴对
嘴的给小宝宝们喂蜜汁，哪个耐心劲儿真让人佩服呀！我们
要感谢我们的妈妈，她给予了我们生命，还在我们年幼时照
顾我们，并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教导我们……我们可要比黄
蜂幼虫幸福多了，有了妈妈的呵护，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持之以恒、团队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
人与人之间要是有了团结，干事情的质量和速度就大大提高
了。如果我们学习并应用这种方法，那我们干什么事都会成
功。

昆虫纪读后感初二篇三

这周,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书的作者是法国的法布尔，
书里讲了许多昆虫的生活习性、捕猎还有身体结构。

让我最惊叹的是塔蓝图拉毒蛛，塔蓝图拉毒蛛喜欢待在开阔、
干燥、能晒到太阳的地区，他们完全成年后，多住在自己挖
掘的洞穴里，洞穴不仅仅是躲避仇敌的藏身之所，还是捕食
猎物的望口。洞穴的通气口都是由他们自己建造的，像一座
真正的建筑物。

塔蓝图拉毒蛛用上颚的毒牙杀死猎物后,不像大多数蜘蛛一样
满足于吮吸猎物的头,而是用触须把飞虫肉片塞进嘴里嚼碎,
把渣子吐出来,并把住处清理干净。

当动物的脖子被塔蓝图拉毒蛛腰果后,都会迅速丧命,而别的
地方咬,特别是腹部,至少还能咬牙撑过一段时间死亡。



被塔蓝图拉毒蛛咬中可不是一件小事。

昆虫纪读后感初二篇四

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
得还亮的智慧，它是滋润心灵的雨露，使我们的成长道路充
满阳光。最近一段时间，我读了一本科普读物——《昆虫
记》，它令我受益匪浅。

刚翻开《昆虫记》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枯燥的说明文，
顿时没了兴趣。可渐渐地，我便被这本书“勾了魂”，里面
妙趣横生的情节，栩栩如生的昆虫，使我对它爱不释
手。“螳螂在捕食时，还是个出色的心理专家呢。”“寄生
虫总是匆匆忙忙地从这个家赶到那个家，耐心地躲在门口守
候着，你别以为它们是在拜访好友，它们这些鬼鬼祟祟的行
为绝不是出于好意，它们是要找一个机会去牺牲别人，以便
安置自己的家。”……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情节，令我捧腹大
笑。

当我第二次去细细品味《昆虫记》时，我不仅发现了奇妙的
昆虫世界，还感受到了法布尔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实验精
神。

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做事总是半途而废，就算做完，也都
是马马虎虎、草草了事。自从我读了《昆虫记》后，我变了，
变得有恒心、有耐心了，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想：如果一件
事半途而废，那岂不是与没做一样？于是，再大的困难都会
被我设法解决。到后来，我总结出一个道理：一件事，如果
认真去做完，哪怕这件事再小，也是值得的；相反，如果你
正在做一件大事，却没有坚持做完，那就和没做一样。

你有什么好书，也介绍给我看吧！



昆虫纪读后感初二篇五

法布尔的昆虫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其中
有许多是我们这些整天宅在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的。

他之所以能了解这么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就是因为他有一双
敏锐而善于观察的眼睛。对于作家和画家来说，这一点是至
关重要的。现在的人们都被电子产品玩弄在掌中，基本上已
经脱离了大自然，最多也就是上网看看有关昆虫的介绍，不
再像原始时代那么与大自然接触了。人类原来也是大自然的
一份子，但是我们已经渐渐脱离大自然了，树木越来越少了，
紧接而来的就是二氧化碳的增加……最近几年地球上的环境
因为人类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人类一而再，再而三地
不思悔改，那么可能再过个几百年，昆虫就会不复存在了。

其实在学校里我们每人只要每天少扔一张没用过的草稿纸，
一年就可以拯救成千上万棵的大树，这些被拯救的大树可以
成为许多动物的家园。

我有幸接触过几次农村的自然世界，虽然比起昆虫记上说的
昆虫种类要少许多，但是也已经达到了城市人看不到的水平。
那里有茂密的竹林，稻田中的青蛙和蛤蟆随处可见。回老家
我最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看围栏里的动物们。有鸡和鸭子，听
大人们说原来还有猪的，可惜我再也看不到了。没过几年，
老家的农村就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工厂。

大自然对人类来说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样，可是我们现在
却妄想榨干我们母亲的心血，这难道不是可耻的吗？然而大
自然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人类的许多恶性已经遭到了必然
的报应，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能保护地球。

昆虫纪读后感初二篇六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



这是一部描写昆虫们的科普书。他们有的凶残，有的温柔；
有的坚强，有的.软弱。法布尔的《昆虫记》，让我没有梦幻
感，那些具体而详细的文字，不时让我感到放大镜、潮湿、
星辰、昆虫气味的存在。

我从小就喜欢昆虫，而最喜欢的昆虫还是蟋蟀。

四月刚过，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蟋蟀在田野里歌唱，那动
听的歌声使任何人都陶醉，连法布尔也想把春天歌唱家的荣
誉给蟋蟀。蟋蟀为什么能弹出那么动听的歌声呢？别以为蟋
蟀的“乐器”有多复杂，其实蟋蟀的乐器很简单，蟋蟀的弓
上的一百五十个齿，嵌在翅膀对面的梯级里，使四个发声器
同时震动，下面的一对直接摩擦，上面的一对是摆动摩擦的
器具它只用其中的四只发生器就能将音乐传到几百米以外的
地方，可以想象这声音是如何的洪亮！蟋蟀有着钢铁般的意
志，法布尔曾经想把蟋蟀的左翅膀盖到右翅膀上，让蟋蟀变
成左撇子。可是第二天，法布尔发现这昆虫竟有着坚强的意
志，实在不可低估。蟋蟀它们陪伴着我，让我感到了生命的
活力。它们从来不诉苦、不悲观，他们对于自己的住所及那
把简单的四弦琴都非常满意。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捉的昆虫就是蟋蟀了。每次去南昆山，
我都会带回几瓶子的蟋蟀。可当时我只是感觉蟋蟀的声音很
好听，跳起来好玩而已，并没有去探寻原因。而《昆虫记》
这本书却告诉了我，是法布尔用他的探索精神给了我答案。
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他学习。

《昆虫记》这本一部记载着各种昆虫习性的书，是生物学之
中的一颗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