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昆虫记读后感初二(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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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昆虫记读后感初二篇一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小女孩，从小到大我读的书都是像《安徒
生童话》，《格林童话》之类的书，因为童话里的世界是虚
拟的，是不会让人伤心的，美好的。可是老师最近突然让我
们读一本科普读物，并且还要写读后感。我思来想去，决定
读了《昆虫记》这本书。《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
的传世之作，里面详细介绍了很多昆虫的本能，劳动、习性、
婚恋、繁衍和死亡。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刚刚看上没几分钟，我就被里面
的情节吸引住了，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小动物也
是很聪明的，很可爱的。比如说在第三篇文章里，石蚕为了
躲避水甲虫的袭击，巧妙的运用了金蝉脱壳的方法，顺利的
躲避了水甲虫。从这件事中大可以看出小动物的聪明智慧了
吧!

如果告诉你蜜蜂有辨别方向的能力，无论他被抛到哪里，总
是可以自己回到原处的话，你会不会因为不相信而自己亲自
去做实验看看呢?答案是：不会。因为你爱美，怕被蜜蜂蛰。
可是法布尔却会这样，他会因为不信而去做实验，用事实证
明一切，总比我们瞎猜要好得多吧。法布尔的这点是我们比
不上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法布尔有勇于探索、勇于追求的
勇气和毅力。

你肯定见过蜘蛛织的网吧，但是你知道蜘蛛织的网里还蕴藏



着什么吗?你肯定想不到蜘蛛织的网里还有几何学的知识吧!
这一切又一切的问号，法布尔都用他那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善
于思考的脑袋给我们一一解答了。

《昆虫记》让这么一个不爱看科普书的我爱上了科普书，法
布尔在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他
并没有退缩，反而知难而进，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所
付出的精神。法布尔教给我的我将会永远记住，那就
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有勇于探索，勇于追求的勇气
和毅力，严谨的科学精神，还要坚持不懈，不断奋斗，这样
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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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
《昆虫记》中摘出的法布尔对自我工作的看法，出于对昆虫
的热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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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布尔对昆虫
的喜爱，有时法布尔在研究与记载的过程中也不忘用生动的
话语把它们形象的比喻一番，比如描写蟋蟀的一句话：“上
面一对则是控制码擦得器具，蟋蟀只用了其中4个发音器就能
将音乐传到百米之外，可以想象它的声音多么急促。”还有
描写蜘蛛的一句话：“这些即将结束生命的‘苦行主义者’
不愿死在蜂房里，于是他们自行解决了葬礼，让自己跌落在
土穴下面的坑里……”可想而知，法布尔对昆虫的喜爱是多
么深。

在《昆虫记》中，我们不仅可以学到昆虫学，还可以学到昆
虫学以外的东西，比如解刨学和化学，法布尔用生动脱俗的
语言把几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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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它让我了解了为自己喜爱的东西而付出一切去追
求的精神，了解了一种追随远离尘嚣世界的高雅情趣，更重
要的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尊重。

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吧，他1823年2
月22日降临在法国南部一个叫圣莱昂的小村庄里面，现在就
让我们去细细的观察下他写的那些昆虫吧!

那我们先来说说蝗虫吧，蝗虫的长腿带有锋利的锯齿，它的
后腿可以弹跳的很高，它有个坏毛病，专门喜欢偷吃庄稼，
一般来说，它们下卵一次性可以在20颗到30颗左右。

接着，讲一讲小天牛吧，天牛小的时候最可爱，竟然没有五
官，然后它们靠什么进食呢?原来，它们只吃木屑生长，每只
天牛可以生出2个天牛幼虫。

再接着呢，我们观察下长腹蜂吧，长腹蜂比较喜欢在暖和的
地方悠闲的生存，它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圆网蛛。

最后，简单介绍下圆网蛛，它只要是飞的昆虫都吃，它的家
喜欢安在一些雨下不到的地方。

好了，在这我就不把这么多的昆虫一一解说了。下面。说说
伟大的法布尔吧!

法布尔，40多岁才有他梦寐以求的实验室，在近花甲之年的
法布尔还很凄凉地说：“虽然愿望实现了，但是实现的也太
晚了一些，他和其他的昆虫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别人把昆
虫钉在木盒里或泡在烧酒里观察，而他却把它们放在很干的
瓶子里养着，其实，法布尔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法布尔一
生犯了3个大笑话，这第一嘛，就是他在地上观看蚂蚁搬走一
只死苍蝇，第二件事，一天夜里，他提着灯笼，在田野里看
蜈蚣产卵，不知不觉就天已大亮，这第三件事，就是他爬上
一颗树观察螳螂的活动，最后竟然被别人误会，把他当做是



可恶的小偷了。

读完《昆虫记》以后，让我自我感觉收获颇丰。因为我对昆
虫的了解，已经止步于仅仅对他们的厌恶来的那么肤浅了。
所以，以后，我应该看更多更多这些方面的课外书，来充实
自己的精神生活!

昆虫记读后感初二篇二

如果让你写一篇昆虫记读后感，你知道怎么写吗？《昆虫记》
也叫做《昆虫物语》、《昆虫学札记》和《昆虫世界》，英
文名称是《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
“初二昆虫记读后感1500字简单”，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
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昆虫记》是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尔用尽毕生心血才完成的
杰出作品。书里给我们介绍了蝉、蟑螂、蝎子、蜘蛛、黄蜂、
等几十种昆虫。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蝎子《白蝎自
杀之谜》。有人说，蝎子遇到危险就会自杀。于是，法布尔
就做了一个实验。他用烧红的木炭围成一圈火墙，然后把一
只白蝎子放进火墙里。热浪烤在蝎子身上，它倒退着卷成钩
子，一会儿伸直，一会儿弯曲，动作快极了，使人看不清楚。
突然，它一阵抽搐，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法布尔用镊子把
它夹到一块凉沙土上，过了一个多小时，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蝎子竟然奇迹般的活过来啦，和以前一样变得生气勃勃了!这
个实验证明，根本就没有蝎子自杀的这种事情，那都是人们
乱猜疑!

读到那里，我想世界上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会愿意结束自
己的生命，就连这小小的虫子也不例外。当我们想故意去踩
死地上的蚂蚁、扯断蝉的翅膀时，不要忘记那也是一条生命。
生命是一种很宝贵、完美的东西，上天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生
命，那我们就就应勇敢地应对困难，珍惜生命，做一个坚强
而又勇敢的人!



世界上第一本《昆虫记》出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
那是一本集自然科学和人文关怀于一体的昆虫百科全书。当
时的《昆虫记》全书共十卷，长达二三百万字。在《昆虫记》
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
种.种昆虫的特征和日常生活习性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
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
尊重。这本书一出版就立即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在法国自
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部研
究昆虫的科学巨着，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被人们
冠以“昆虫的史诗”之美称，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
人”、“昆虫界的荷马”、“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等桂冠，
并因此书于19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昆虫记》是一个奇迹，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
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
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

在选择住所方面，蟋蟀是与众不同的 。有些昆虫为了安家，
建造了奇妙的居所，比如用棉花做成的袋子，树叶搭成的篓
子，水泥砌成的小塔。蟋蟀辛辛苦苦修起的住所，是为了自
己的安宁，为了避开人家的捕猎，为了养育后代而修筑的真
正的居家之所。它总是选择卫生的地方修建住所，而且朝向
要好。它从不利用随便碰到的既不舒适又不方便的洞穴。它
的居所，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挖出来的。

蟋蟀的住所是一条斜斜的地道，开在一面朝阳的草坡上。地
道不到一指宽，顺着地形，或弯或直，有一尺多深。洞口一
般都有一丛青草遮掩。蟋蟀出来吃周围的青草，独独不动这
一丛。因为它要靠这丛青草遮风挡雨，掩蔽入口。

你知道怎么把蟋蟀从洞里引出来吗?只要拿根草茎伸进洞里，
轻轻晃动。蟋蟀被上面的事情吸引，就会从洞里爬出来，就
会很容易被抓住了。如果第一次没逮住它，再用草茎逗它就
没用了。不过这时往洞里灌一杯水，就可以把它逼出来了。



你说蟋蟀是不是很有趣?

今天，我终于读完了这本《昆虫记》，它是法国著名科学家、
科普作家亨利。法布尔最得意的作品。

法布尔 ，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所以生活极其贫穷。他非
常喜欢观察昆虫和植物，曾经发表过很多出色的论文，也获
得了他人的肯定。但是他想“登上大学讲台”的梦想却没有
实现，自己的昆虫学实验室愿望也得不到支持。

可你们不知道，法布尔的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还算
得上温饱生活。可就是因为这样，他才并没有向他人的“偏
见”和自己的“贫穷”屈服，之后，他便详细的观察昆虫的
生活、习性和它们的劳动，用了他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
了这本伟大的书——《昆虫记》。

还有，我一直以为，故事书中蝉在夏天是一直在树上唱歌，
蚂蚁再勤劳地备食，而蝉一直不储备粮食，等到冬天再去蚂
蚁家要食物。可我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每次蝉找到了食物，
都会被蚂蚁抢去，导致它不得不重新找食，蚂蚁是顽强的乞
丐，勤劳的生产者是蝉!

《昆虫记》，记述了昆虫之间的情感和生命，这一伟大的创
举，你值得去看一看!

学校要求我们读一本科普书，我思来想去：读什么书好呢?在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我确定了最合适的“书选”——
《昆虫记》。我曾在四年级时读过它，但因为认为它不好看，
所以把它放入了书柜。今天，我走到书房，打开书柜，终于
在一个角落中发现了它。我把它取出来，轻轻吹去它封面上
的灰尘。顿时，它那令我熟悉的容颜就摆在我面前。我坐在
书桌前，认真细致地阅读起它——《昆虫记》来。

读着读着，，我不禁跟随着书中的情节而沉迷其中了。我仿



佛进入了书中，跟着作者——j•h•法布尔做着各种各样有趣的
昆虫实验，如解开蝼蛄的生存习性等等;我读着读着，读到了
有趣的一幕：法布尔发现了一种新昆虫，而虫子却有三只时，
你可知道他是怎样捕捉的?两只用手，一只眼看要逃走了，法
布尔急中生智，连忙用嘴去“捉”虫，虫捉到了，就含在口
中。可就在这时，忽然间，不知名的小虫子分泌出一种辛辣
的液体，辣得法布尔一口把虫子吐了出来，“哇哇”大叫，
而虫子呢?却趁机逃走了。我看到这儿，忍俊不禁，可脑中大
多数还是对法布尔的敬佩：天哪，竟然有如此厉害的人，不
但敢捉恶心的虫子，而且还敢把虫子含在嘴中!看来，法布尔
对于昆虫，的确是到了痴迷的程度。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昆虫记》在不知不觉中被我读完
了。我轻轻合上书，，坐在椅子上，开始思索：作者法布尔
竟能将这些平时不受我们注意的小小昆虫进行细心地观察，
观察它们的习性与生活，并将其变成一部巨著，这是多么的
不容易呀!不用说找到、观察这些昆虫所用的精力，就连写这
本巨著的时间都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样看来，跟法布
尔相比，我们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小了。更可贵的是，法布
尔拥有常人无法比拟的细致的观察能力，他能观察到如此多
的昆虫，实在是难得呀!

我们要向法布尔学习，像他一样细心观察，同学们，让我们
行动起来，做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的人吧!

昆虫记读后感初二篇三

第一次读《昆虫记》，不知怎么的它就吸引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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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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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我第一次进入了
一个生动的昆虫世界。

接着往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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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次的阅读，《昆虫记》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

在作者的笔下，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
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
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毒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
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他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多
么可爱的小生灵!难怪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
的楷模。

我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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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匠心和细微的
观察。《昆虫记》让我眼界开阔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了，理解问题的深度也将超越以往。我觉得《昆虫记》是值
得阅读的好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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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肉强食，物竟天择，残酷的丛林法则时时上演。昆虫世界
也不例外。法布尔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昆虫之间相互残杀的
场景。

尤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蜗牛和蝉——两者都是个性相对温厚的



昆虫，因此遭到贪婪残忍的昆虫的欺压。

先说蜗牛，蜗牛时常被金步甲攻击，尤其是有缺口的蜗
牛——正如法布尔所说，“金步甲需要的是残废者”。这就
是昆虫世界，弱者得不到同情与怜悯。

那么人类世界呢?从小我们被教育要爱护弱者，但有时，这不
过是给贪婪者膨胀的欲望注入了一剂药效微弱的抑制剂。有
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名叫《熔炉》，讲述的是聋
哑学校的一位老师在发现校长虐待学生后，艰难诉讼却未使
学校校长得到应有刑罚的故事。为什么校长敢对学生肆意妄
为?很简单，因为学校里的孩子尽是聋哑人，他们即使遭受了
其大痛苦，也难以向别人倾诉，正如金步甲只攻击毫无还手
之力的残废蜗牛一般。

再说蝉。尽管蝉是个庞然大物，但仍然拿那些居心叵测的小
蜂科昆虫没辙。这种昆虫用穿刺工具刺破蝉卵，把自己的卵
产进去，蝉卵就成了孵化出的幼虫的食粮。法布尔叹息
道：“宽厚的庞然大物啊，你转过身来，把这些侏儒踩扁吧!
可你从来不这样做，你甚至无法为了改变你作为母亲身受灾
难的命运，而改变你的本能啊!”为什么这种小蜂科昆虫敢在
蝉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因为它们清楚，蝉很善良。在与这种
昆虫的对峙中，蝉本是强者，但它在善心使它沦为弱者，反
被欺侮。说白了，就是好“人”没有出路。这与人类世界并
非毫无共同之处。多少人心地善良，宽容忍耐，换来的却不
是尊重，而是被利用啊。

法布尔是一位法国著名的科普作家，是第一位在自然界中研
究昆虫的科学家，他穷其毕生精力深入昆虫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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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习
性，写成了《昆虫记》这部昆虫学巨着。

《昆虫记》的第一个特点是从自己的观察、实践出发，体现
了昆虫研究的科学性。法布尔一生最大的兴趣，尽在于探索



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涵着的科学真理。正因为
他热爱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
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法布尔为
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理”的伟大事业。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
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
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
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昆虫生命的重要特
征——本能与习性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法布尔却
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
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探求生命的本质。

《昆虫记》的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生动，体现了很高的文学性。
《昆虫记》被认为是“科学与诗的完美结合”。法布尔把毕
生从事昆虫研究的经历及其成果大部分用散文的形式记下来，
在表现手法上，主要采用拟人化手法，使昆虫具有人的爱憎
感情和思想行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

《昆虫记》的三个特点是从昆虫思考人类，体现了很强的思
想性。法布尔凭借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描虫、悟虫，以虫性
反观人性。他笔下的昆虫世界其实是人类生活的缩影。在法
布尔看来，一切自相残杀的行为都是有违人类道德的，昆虫
世界如此，人类如此，人类对昆虫更是如此。任何时候，人
类都不能违背人性和道德去做一些悖于自然法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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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和学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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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即使条件艰苦，也要为了理想而
不断奋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是课本上赞美知了的一首诗，教育我们做一个清廉、德行
高洁的人。这个寒假，我看了法布尔的《昆虫记》。其中写
知了的一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我了解到了许多我
以前从来不知道，也从来不了解的东西，令我大开了眼界。

在生活中我们对知了的印象往往都是负面的。它热衷于唱歌，
从不考虑将来的生活。在孩提时代，这些说法就深深地烙进
了我们的记忆。寓言告诉我们，寒风乍起，没有储藏粮食的
知了到蚂蚁家去乞讨，被蚂蚁挖苦了一句：“你唱的不错，
我也挺高兴。现在请继续唱吧!”

经拉丰登这么一写，我觉得知了完全是一个好逸恶劳的坏家
伙。但知了在冬天从不露面。知了和蚂蚁也不是没有联系，
但决不是寓言中写的那样。法布尔告诉了我们他亲眼目睹的
场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知了悠闲地吸着树汁，而蚂蚁却
找不到水。他们发现了正在喝树汁的知了，刚开始只是舔舔
从边上流出来的树汁，后来便不耐烦了，蚂蚁们打算反客为
主。他们成群结队地想赶走知了，对知了又拉又扯。知了被
这群无耻的强盗搞得恼怒不堪，向他们射出一股臭尿，但蚂
蚁们却丝毫不为所动，依旧厚颜无耻地吮吸着树枝。

知了的繁殖能力很强，一次能产300—400个卵。听上去很多，
但最后能幸存下来，变成若虫(从卵里孵化出来、钻入土中的
知了幼虫称为若虫)的为数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若虫里，经
过4年的途中生活，再变成真正的知了的那就是凤毛麟角了。
导致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种小苍蝇在知了产完卵
后便把自己的卵也产在知了产卵的地方。苍蝇的卵虽然比知
了的.卵小，但是蝇卵孵化地早，蝇蛆一出生就把知了的卵吃
掉一大半。可怜的知了到最后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昆虫记》，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所著。鲁迅曾说，这
本书“读起来有趣，也很有益”。确实不错。本书中有对昆
虫生活习性的介绍，还有作者的一些对生活与生命的感悟，
十分可贵。



这本书是法布尔耗尽毕生心血写成的，他对昆虫的喜爱则可
见一斑。尤其是他对圣甲虫、食粪虫与粪金龟之类的昆虫的
描写，让人读来觉其十分可爱。圣甲虫就是典型的例子。作
者将圣甲虫比作面包师，将其制作的粪球说成“梨形粪球”，
它工作的地方是“车间”，生动有趣。在作者对其的描写中，
更表现出圣甲虫工作的一丝不苟。圣甲虫这个“雕塑家”用
它的爪子把“梨形粪球”一遍又一遍地来回拍压实，用几根
纤维竖立在“梨颈”处，作为卵室的塞子。它还利用其结构
松散的特点，不让胚胎受到压力，使空气更加流通，保护虫
卵。纵观整个过程，从收集材料，到制作完工，圣甲虫这
个“面包师”一直都干得出色。其制作的“面包”，作者写
道，它具有“几何形完美”，“精致漂亮”。是啊，这样一
位出色的“面包师”，这样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这样一位
勤劳的清洁工，谁能不喜欢它呢?这样娇小的身躯里，竟蕴含
了这样大的能量，令人惊叹。而粪金龟则丝毫不逊色于它：
作者说它是“热情似火的掩埋工”，它对公共卫生做出了巨
大贡献。这些与粪便打交道的虫子，个个都无私奉献，仿佛
挣脱了食物链的残酷无情，是我们人类忠实的朋友，更是自
然的骄傲。

这本书也描写了其它如蝉、螳螂、蚱蜢、隧蜂等昆虫，都很
有趣。《昆虫记》让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我从未想到，
那些我看到就顿觉反胃的昆虫竟也有许多奥秘。而法布尔在
观察昆虫时，常常要等待很久，尤其他在观察蝎子时，一次
他竟等了足足二十四小时!而在他做某些实验时，例如探究菜
豆象的生活习性，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幼虫一次又一次地
死去，但他终究没有放弃，终于得知：“它需要老的、硬的、
掉在地上像石头子儿似的嘣嘣响的豆子。”这是多宝贵的经
验啊!还例如他在探究大孔雀蝶时，做了一种又一种假设与一
场又一场实验，才发现了其活动规律。他是完全在凭借自己
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昆虫记》。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
应该学习法布尔这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意志坚定、富有
耐心的精神呢?又何尝不应该为理想而奋斗呢?法布尔用努力
谱写出一个精彩的昆虫世界，我们则要用努力谱写出一个精



彩的大美人生!

昆虫世界，令人惊叹;高尚精神，我们应当拥有!

昆虫记读后感初二篇四

让我感到差异的是它的写法。与以往看的书，《百科全书》或
《资料库》那种一抓一大把的介绍书不同的是，我更倾向于
把它看成一本散文集或者是小说。对，一本以记叙昆虫的生
活中闲情杂趣的散文集或者是小说。尽管我知道这可能对于
原作者亨利？法布尔是一种污辱。

以独特的视角，看所能看见的最细微、最有趣的世界。

是我对《昆虫记》这本书的评价。从内容上来看，我从来没
有读过以昆虫来作主题的书，当然我说的书里不包括寓言。
我能够感觉的，在亨利？法布尔的书里，所有的昆虫都是它
最本质的样子。那是一种没有被人类的想法所捆绑的，昆虫
所具备的最自然的样子。它们的世界里没有勾心斗角，只有
生存这一种本能。

我不能接受寓言中对昆虫的低毁，毕竟那不是昆虫自己的错，
作为同样是生物的我们没有权利去左右他们，毁坏它们的名
誉。

这同时久造成了我对《昆虫记》中昆虫原原本本的世界的向
往。不被束缚，没有权利，只有生存。我认为那是一种无法
比拟的美好世界，尽管有厮杀，尽管充满危机，但它永远是
单纯的质朴的。

总觉得可以看出些什么，尽管是昆虫，尽管它们的世界是那
么的细微。昆虫，其实很单纯，他们就只想着生活、交配、
繁殖后代，只要有这些他们就满足了。总是想去它们的世界
看看，可能危险重重，但总会有一些新奇的事发生，会是什



么呢，不得而知；总觉得可以去看，那个关于昆虫的世界，
可能只是一只可以活过一夏的萤火虫，但那总是一种新的冒
险吧，会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

哪怕是一次，就算是透过书，也想去看一看。那个有昆虫的、
无法比拟的美好世界。

昆虫记读后感初二篇五

雨果曾经说过：“法布尔是昆虫世界的荷马。”我读了《昆
虫记》这本书后，深深地被法布尔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1832年12月22日，在法国南方阿韦龙省圣雷翁村的一户农民
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昆虫学
家法布尔。

法布尔从小就异于常人。他小时候对昆虫甚是喜爱，经常跑
到附近的田野里挑逗昆虫。有一次，小小的法布尔又一大早
跑到了田野里去挑逗昆虫，一群农夫也来到田地里干活，他
们看到法布尔蹲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挑逗着昆虫?心想：“嘿!
又是哪家顽皮的孩子跑到这里来了?他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会失
去兴趣的。”太阳落山了，农夫们都扛着锄头回家去了，他
们惊讶的发现，法布尔还低着头蹲在原地。“这怕不是个疯
子吧!”他们围在一起窃窃私语。但小小的法布尔并没有在意
他们的说法，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昆虫世界。

当法布尔稍稍长大些，它告诉父母，他想当一个昆虫学家。
可是他的父母并不赞同，而是希望他做些别的事。但是他还
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长大以后，他穷尽数年，著成了《昆
虫记》。

书中介绍了无数昆虫的生存技能和生存状态，给我带来了许
多乐趣。作者用生动形象，幽默而又不失严谨的语言，构建
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昆虫世界。《昆虫记》也得到了大家的喜



爱，成为了一本传世经典。

法布尔无疑是成功的，但在这成功的背后是艰难，是困苦。
他面临着世人的嘲笑，父母的不信任，生活的艰难困苦，但
他并没有放弃，他坚持着自己的梦想最终取得的成功。我们
在生活中又何尝不会遇到挫折呢?我们要学习法布尔学习他的
坚持。只有坚持，才有可能走向成功的道路。

在最平凡的生活里,坚持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
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愿新的一天遇见更好
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