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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还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能够发现并修正
文章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需要不断积
累经验，不断改进自己的编辑思路和方法。小编为大家准备
了一些编辑的注意事项和技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和启发。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一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花费了十多年时间写成的著着《昆虫
记》，是一本讲昆虫的书，知识非常丰富，语言特别有趣，
读起来特别过瘾。

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无论强大还是柔弱，都应该得到平等
的尊重。昆虫，这些飞行于天地之间，自古以来就与我们生
活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与我们却很少去关注过它们。
因为：它们的生命是那么弱小，那么卑微，那么微不足道。
读了这本书，心中深深受了感动，原来众生平等，每种生物
都有自己的精彩，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昆虫们和我们
一样，也在不断地说着话，唱着歌，跳着舞。在属于他们的
乐园里。在城市或田野中行走时，一座被遗忘的花坛，或是
一段尚未整修的河堤……也许都有它们的身影。或许连草根
底下也会成为它们的乐园。

你听，瑟瑟演奏的螽斯，尽兴弹琴的蟋蟀，狂热唱歌的蝉儿。
你看，雪地忙忙碌碌的瓢虫，优雅翻飞的蝴蝶，身影矫健的
蜻蜓，它不是都显得很快乐吗？在这个动物王国中，一汪水
洼可以养育许多蜻蜓或是影子幼虫；一滴露珠就能滋润一只
小甲虫，一块石头下的缝隙就能成为一对蟋蟀提供一个安乐
的家，昆虫无处不在地谱写着或艰辛或顺利的生存的故事。
只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它们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忽视了它们



的舞蹈罢了。

这些小小的昆虫，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观察、发现它们吗？只
要你仔细的观察，它将会给你带来无穷的收获。

例如：夏天生活在树上的蝉儿，你或许会对它喋喋不休的歌
声厌烦。但是你知道蝉的一生吗？蝉，经过四年黑暗的苦工，
一日日光中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厌恶它歌
声中的烦燥浮夸。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忽然穿起漂亮的衣
服，长起美丽的翅膀，能在温暖的日光中沐浴。那钹的声音
能高到足以歌颂它的快乐如此难得，而又如此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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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不应当被人类霸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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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象鼻虫
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

读罢《昆虫记》，才真正感悟到生命是平等的。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二

前些日子，我读完了《昆虫记》，里面有很有趣的故事。

当我读到狼蛛的家庭生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欣慰。母狼蛛
会用吐丝器粘住卵袋，最少也要拖3个星期。卵袋在母狼蛛行
走、攀爬和跳跃都是一个累赘。一旦卵裂开做母亲早就死了。
母狼蛛真可怜一生完孩子就死了，都没机会看看孩子们。从
这里可以看出母狼蛛很爱孩子她宁可使自己的行动不方便，
也要保护好孩子。

同时我也觉得很残酷。两只母狼蛛竟然为了抢孩子而打斗了
起来，真是不可理喻。赢得那方会会用肚皮压住败者然后张
开嘴把败者的头啃了下来。真是一场残酷的战斗，仿佛就在
我眼前，吓得我都不敢往下看了。胜者再把败者的身体慢慢



的小口小口地吃掉，看着妈妈被吃掉，小狼蛛们无动于衷，
识相地爬到胜者的背上。可以看出母狼蛛很爱孩子，不过爱
的方法不对。

我感到很奇怪，母狼蛛在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上小狼蛛
一起吃？是他们不饿，还是母狼蛛不给他们吃。原来他们不
吃东西是为了延长禁食期，而且卵一开始就会提供必须的物
质，他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活动一下身子，而且还很敏捷，
那么提供能量的食物就是必不可上的。那怎么提供能量，那
就要靠阳光，来延长进食期。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就会一批批依依不舍的离开母亲。然而，
他们根本没有回报母狼蛛对他们的养育之恩，就再也不会回
来了。母狼蛛还是孤苦临丁的一人。

看完了《昆虫记》我才发现，原来蜘蛛是这么的有趣。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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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传。
《昆虫记》将昆虫鲜为人知的生活习性和特征描写得淋漓尽
致，它集法布尔终身研究成果与人生感悟于一体。

这本书告诉我，人类并不是孤独存在的，有许多生命陪伴着
我们，如豌豆虫，圣甲虫，螳螂，大孔雀蝶……它们都是生
物链上不可缺少的部分，昆虫也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在表面上这本书十分光彩艳丽，但是法布尔在背后付出了多
少艰辛和日日夜夜，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不论遭受多少人
的鄙视，他仍不放弃，为了《昆虫记》，他耗尽心血，用毕
生精力，谱写了一部昆虫世界的乐章。



法布尔曾在观察毛虫时，手不幸被毛虫伤到过，过了很久都
难以愈合，可是他仍坚持观察毛虫，对于一种昆虫，他可以
观察几个春夏秋冬，只为找到答案。

法布尔也细致地观察蟋蟀的一生，产卵，孵化，成长……而
且对蟋蟀的卵作了细致描写：“卵壳似一只不透明的白筒子，
顶端有十个十分规则的圆孔，圆孔边缘是一个圆帽，作为孔
盖用。”可见他对昆虫的观察多么认真仔细。

法布尔研究昆虫的动力，就是源于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四

《昆虫记》已是小学老师要求我们读过的了，如今初中依然
要求读这部伟大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著作，我又有了一
番新的体会和理解，正可谓是“温故而知新”啊。

这部全达二三百万字的《昆虫记》是其超过50岁到85岁完成
的，这样的毅力与精神与近代分类学大师麦尔，高龄近百还
在写书同样让人敬佩。

书中，法布尔用真实的故事，风趣的语言，精湛的词汇，详
细的描写，将我带进了一个昆虫的世界。我看见了为自己歌
唱的蝉，碰见了勤奋备食的蚂蚁，遇见了田园中的音乐家蟋
蟀，欣赏了美丽的大孔雀蝶，见识了布袋小修士小阔条纹碟，
还随着法布尔一起耐心的等待在他的“折磨”下毫不退缩、
平心静气的在他面前装死的黑步甲。

这真是一部让人不得不为书中的昆虫的特殊本领、作者风雨
无阻的细致观察所惊叹的好书！它不愧是被誉为“昆虫的史
诗”！

法国著名戏剧家德蒙。罗斯丹曾称赞道：“这个大学者像哲
学家一般的去思考，像艺术家一般的去观察，向诗人一般的



去感受和表达。”这正是法布尔书中的特点。每篇文章都充
满活力，把每一只小虫子都描写的细致入微，就连南美潘帕
斯草原上的食粪虫——全身黑中透蓝的斯米隆的外貌、生活
都被这位昆虫学家观察的那么透彻。

在他的笔下，虫子们往往不需要过多的装饰，三言两语就能
将一只虫子勾勒出来。没有华丽的语言去修饰它在作者眼中
的美感，却又渗透着一种自然美。

这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口中的“无与伦比的观察家”那钻
研精神值得我们赞赏，那坚持不懈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那
文笔流畅的作品值得我们品味。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五

当我读完法布尔写的昆虫记的时候，我被书里面描写的那些
小昆虫深深地吸引了。

在法布尔笔下的小昆虫，看起来并不显眼，但每个都身手不
凡，例如，会做“圆球”的螳螂、“音乐天才”蝉、凶残的
黄蜂、“亮晶晶”的莹火虫等。其中，我最喜欢就是迷宫蛛
了，不仅仅因为它能织一种迷宫似的捕食网，还因为它有着
对子女无私的爱!

迷宫蛛的网有一块手帕那么大，张挂在树丛之间，看起来犹
如一层又轻又薄的纱。网的四周是平的，渐渐往中间凹，到
了最中间变成了一根“管子”。迷宫蛛就坐在“管子”的进
口处，等待着猎物的到来。这样的一张网就像一个迷宫似的，
如果猎物不小心闯进来，是很难逃脱的。这可是迷宫蛛独特
的捕食本领，凭着这项本领，它就可以吃喝不愁了。

此外，迷宫蛛还是一个好妈妈。当它要产卵的时候它会舍弃
它迷宫似的网，因为这样的网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
于宝宝的安全。你看，它是一个多么细心的妈妈啊!



迷宫蛛还会选一个隐蔽的地方，建一个卵巢，然后将卵产在
这里。然后，它会寸步不离的守在卵巢里，和它的孩子们在
一起。它尽心尽责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并一直操劳到死。
在临死之前，它还会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替孩子们咬破巢
帮助孩子们出巢。

法布尔的昆虫记引领我进入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昆虫世界，那
朴素的语言，优美的文字，美丽的图画，让我觉得自己仿佛
就在现场一样。被我忽视了太久的昆虫的身影，及它们喧闹
的鸣叫声，一下子都聚拢过来。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好像
是在听故事，毫不费力地就把知识给记住了。

法布尔这种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把他引进了科学的殿堂。

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像法布尔一样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六

锲而舍之，朽木不斩；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题记

给你二十八年的时光，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会如何分配？是
终日的荒芜，还是勤劳致富？是环球旅行，还是陪在家人身
边？是每天与朋友喝酒k歌，还是不断给自己“充电”？法国
的法布尔用二十八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二十八年的时光，他
愿意去森林里，去观察和守护小昆虫。

若是让我用二十八年，与小昆虫打交道，那自然是不愿意的。
更何况有些昆虫对人体有害，我不愿在自己的青葱岁月投入
到一个奇妙却又危机四伏的事业之中。

但，法布尔告诉我，他愿意！因为热爱，他愿意去冒险，他
也敢于去冒险。



他用二十八年的时光，创造了一部经典著作——《昆虫记》。
二十八年的时光，半辈子，法布尔精心呵护着昆虫小精灵，
并用这些丰富而有趣的昆虫知识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

《昆虫记》，这不仅是一部巨著，更是一份美味佳肴，一道
美丽的风景！

这本书带领我们走进别开生面的昆虫世界：爱唱歌的蚱蜢，
打着灯笼在草丛中嬉戏的萤火虫，记忆力高超的红蚂蚁，美
丽却凶猛的螳螂，爱唱歌又勤劳的蝉，爱唱歌却又懒惰的蟋
蟀……情节既生动又兼具趣味性和科学性，使我们更加了解，
也更加亲近、热爱大自然。

法布尔带着《昆虫记》，让我们聆听到了昆虫世界的天籁之
声，引领我们观察夜晚的昆虫世界；让我们了解到了各种各
样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繁衍、和死亡；激发了我们对神
秘的大自然的好奇，培养了我们尊重生命、亲近自然、探索
科学的精神……一只又一只昆虫，法布尔用简洁而又优美的
笔触，把各种昆虫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透过文字，我们
看到了昆虫们的喜怒哀乐。

因为热爱，法布尔与昆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它们谱写
了一首首“专辑”；因为热爱，法布尔不惜用半生的时间与
它们相依相靠；因为热爱，法布尔用尽一生为它们写下这本
书。一切的坚持，只因为他对昆虫浓烈的热爱！

二十八年，半辈子，法布尔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因为热爱，
所以专注；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七

1、它会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身体腾起在空中，只有一点固
着在旧皮上，翻转身体，使头向下，花纹满布的翼，向外伸
直，“竭力”张开。



2、要热心“委身于”音乐，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器官，来安
置乐器了。

3、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
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
的耳畔。

4、这样几下抖动便去掉了舍腰蜂刚刚初具规模的窠巢，就是
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它的蜂巢居然已经有一
个橡树果子那样大了，真让人始料不及。它们可真是一些让
人惊奇的小动物。

5、临近沟渠的时候，它当然就会注意到这件可喜的事情，于
是就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取水边这一点点十分宝贵的泥土。它
们不肯轻意放过这没有湿气的时节极为珍稀的发现。

6、臂，其实是最可怕的利刃，无论什么东西经过它的身边，
它便立刻原形毕露，用它的凶器加以捕杀。

7、它真是凶猛如饿虎，残忍如妖魔，它是专食活的动物的。
看来，在它温柔的面纱下，隐藏着十分吓人的杀气。

8、其实，它的“举措”简直像矿工或是铁路工程师一样。矿
工用支柱支持隧道，铁路工程师利用砖墙使地道坚固。

9、池水通过小小的渠道缓缓地流入附近的田地，那儿长着几
棵赤杨，我又在那儿发现了美丽的生物，那是一只甲虫，像
核桃那么大，身上带着一些蓝色。那蓝色是如此的赏心悦目，
使我联想起了那天堂里美丽的天使，她的衣服一定也是这种
美丽的蓝色。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轻轻地捉起它，把它放进了
一个空的蜗牛壳，用叶子把它塞好。我要把它带回家中，细
细欣赏一番。

11、螳螂的巢，大小约有一两寸长，不足一寸宽。巢的颜色



是金黄色的，样子很像一粒麦子。这种巢是由一种泡沫很多
的物质做成的。但是，不久以后，这种多沫的物质就逐渐变
成固体了，而且慢慢地变硬了。如果燃烧一下这种物质，便
会产生出一种像燃烧丝质品一样的气味儿。螳螂巢的形状各
不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巢所附着的地点不同，因而巢随着地
形的变化而变化，会有不同形状的巢存在。但是，不管巢的
形状多么干变万化，它的表面总是凸起的。这一点是不变的。

12、在幼虫吸食蜜蜂卵的过程中，储备在蜂卵周围的甜美的
蜜汁，却一点儿也诱惑不了贪吃的蜂螨幼虫，它理都不理睬
一下，也不去碰它们一下。因此，可以这样讲，蜜蜂的卵对
于蜂螨幼虫而言，是绝对重要的，它是幼虫的必需食品。因
而小小的蜂卵，不仅仅可以当作蜂螨幼虫的一叶小舟，使得
它在蜜湖中安全地行进，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幼虫相当有营
养的食品，为幼虫的茁壮成长提供条件。

13、当我面对池塘，凝视着它的时候，我可从来都不觉得厌
倦。在这个绿色的小小世界里，不知道会有多少忙碌的小生
命生生不息。在充满泥泞的池边，随处可见一堆堆黑色的小
蝌蚪在暖和的池水中嬉戏着，追逐着；有着红色肚皮的蝾螈
也把它的宽尾巴像舵一样地摇摆着，并缓缓地前进；在那芦
苇草丛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群群石蚕的幼虫，它们各自将
身体隐匿在一个枯枝做的小鞘中——这个小鞘是用来作防御
天敌和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灾难用的。

14、蝉是非常喜欢唱歌的。它翼后的空腔里带有一种像钹一
样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加
声音的强度。的确，有种蝉，为了满足音乐的嗜好，牺牲了
很多。因为有这种巨大的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
只得把它们压紧到身体最小的角落里。当然了，要热心委身
于音乐，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器官，来安置乐器了。

15、第三天，一切还都像第二天一样。这天夜里非常冷，可
怜的毛虫又受了一夜的苦。我发现它们在花盆沿分成两堆，



谁也不想再排队。它们彼此紧紧地挨在一起，为的是可以暖
和些。现在它们分成了两队，按理说每队该有一个自己的领
袖了，可以不必跟着别人走，各自开辟一条生路了。我真为
它们感到高兴。看到它们那又黑又大的脑袋迷茫地向左右试
探的样子，我想不久以后它们就可以摆脱这个可怕的圈子了。
可是不久我发现自己又错了。当这两支分开的队伍相逢的时
候，又合成一个封闭的圆圈，于是它们又开始了整天兜圈子，
丝毫没有意识到错过了一个绝佳的逃生机会。

16、当一个人决定要征服黄蜂的巢时，如果他的这一举动，
没有经过谨慎而细致的思考的话，那么这种行动简直就是一
种冒险的事情。半品脱的石油，九寸长的空芦管，一块有相
当坚实度的粘土，这些构成了我的全部武器装备。还有一点
必须提到的是，以前的几次小小的观察研究，稍稍积累了一
点儿成功的经验。这所有的一切物品与经验对我而言，是最
简单，同时也是再好不过了。

17、这真是一个壮观美丽的建筑啊！它大得简直像一个大南
瓜。除去顶上的一部分以外，各方面全都是悬空的，顶上生
长有很多的根，其中多数是茅草根，穿透了很深的“墙壁”
进入墙内，和蜂巢结在一起，非常坚实。如果那地方的土地
是软的，它的形状就成圆形，各部分都会同样的坚固。如果
那地方的土地是沙砾的，那黄蜂掘凿时就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蜂巢的形状就会随之有所变化，至少会不那么整齐。

18、在池塘的深处，水甲虫在活泼地跳跃着，它的前翅的尖
端带着一个气泡，这个气泡是帮助它呼吸用的。它的胸下有
一片胸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佩带在一个威武的大将军
胸前的一块闪着银光的胸甲。在水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堆
闪着亮光的“蚌蛛”在打着转，欢快地扭动着，不对，那不是
“蚌蛛”，其实那是豉虫们在开舞会呢！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有一队池鳐正在向这边游来，它们那傍击式的泳姿，就像裁
缝手中的缝针那样迅速而有力。



19、松蛾的卵在九月里孵化。在那时候，如果你把那小筒的
鳞片稍稍掀起一些，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黑色的小头。它
们在咬着，推着它们的盖子，慢慢地爬到小筒上面，它们的
身体是淡黄色的，黑色的脑袋有身体的两倍那么大。它们爬
出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吃支持着自己的巢的那些针叶，把
针叶啃完后，它们就落到附近的针叶上。常常可能会有三四
个小虫恰巧落在一起，那么，它们会自然地排成一个小队。
这便是未来大军的松毛虫雏形。如果你去逗它们玩，它们会
摇摆起头部和前半身，高兴地和你打招呼。

21、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不
多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的
耳畔。我通常都看见它们在筱悬木的柔枝上，排成一列，歌
唱者和它的伴侣比肩而坐。吸管插到树皮里，动也不动地狂
饮，夕阳西下，它们就沿着树枝用慢而且稳的脚步，寻找温
暖的地方。无论在饮水或行动时，它们从未停止过歌唱。

22、当那个可怜的蝗虫移动到螳螂刚好可以碰到它的时候，
螳螂就毫不客气，一点儿也不留情地立刻动用它的武器，用
它那有力的“掌”重重的地击打那个可怜虫，再用那两条锯
子用力地把它压紧。于是，那个小俘虏无论怎样顽强抵抗，
也无济于事了。接下来，这个残暴的魔鬼胜利者便开始咀嚼
它的战利品了。它肯定是会感到十分得意的。就这样，像秋
风扫落叶一样地对待敌人，是螳螂永不改变的信条。

23、到了十一月，它们开始在松树的高处，木枝的顶端筑起
冬季帐篷来。它们用丝织的网把附近的松叶都网起来。树叶
和丝合成的建筑材料能增加建筑物的坚固性。全部完工的时
候，这帐篷的大小相当于半加仑的容积，它的形状像一个蛋。
巢的中央是一根乳白色的极粗的丝带，中间还夹杂着绿色的
松叶。顶上有许多圆孔，是巢的门，毛毛虫们就从这里爬进
爬出。在矗立在帐外的松叶的顶端有一个用丝线结成的网，
下面是一个阳台。松毛虫常聚集在这儿晒太阳。它们晒太阳
的时候，像叠罗汉似的堆成一堆，上面张着的丝线用来减弱



太阳光的强度，使它们不至于被太阳晒得过热。

24、蝉初次被发现是在夏至。在行人很多，有太阳光照着的
道路上，有好些圆孔，与地面相平，大小约如人的手指。在
这些圆孔中，蝉的蛴螬从地底爬出来，在地面上变成完全的
蝉。它们喜欢特别干燥而阳光充沛的地方。因为蛴螬有一种
有力的工具，能够刺透焙过的泥土与沙石。

25、当掘地蜂经过蜂巢的门口的时候，无论它是要出远门，
还是刚从远游中归来，睡在门口，已经等待许久的蜂螨的幼
虫，便会立刻爬到蜜蜂的身上去。它们爬进掘地蜂的绒毛里
面，抓得十分紧，无论这只掘地蜂要飞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去，
它们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有跌落到地上去的危险。因为它们
抓得太紧了。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方法，它们惟一的目的就
是想借助蜜蜂强壮的身体，将它们带到那些储有丰富的蜜的
巢里去。

26、如果我们慢慢地，稍稍掘开堤的表面，我们就会惊奇地
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在八月之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顶上有一层的小房间，它们的样子和底下的蜂巢相比，大不
一样，相差甚远。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这是由两
种不一样的蜂建造而成的。其中有一种是已经在前面提到过
的掘地蜂，另外一种，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竹蜂。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八

1.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不多
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的耳
畔。我通常都看见它们在筱悬木的柔枝上，排成一列，歌唱
者和它的伴侣比肩而坐。吸管插到树皮里，动也不动地狂饮，
夕阳西下，它们就沿着树枝用慢而且稳的脚步，寻找温暖的
地方。无论在饮水或行动时，它们从未停止过歌唱。

2.这样几下抖动便去掉了舍腰蜂刚刚初具规模的窠巢，就是



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它的蜂巢居然已经有一
个橡树果子那样大了，真让人始料不及。它们可真是一些让
人惊奇的小动物。

3.当第一次脱皮时，这个小昆虫还未长成完全的甲虫，虽然
全部甲虫的形状，已经能辨别出来了。很少有昆虫能比这个
小动物更美丽，翼盘在中央，像折叠的宽阔领带，前臂位于
头部之下。半透明的黄色如蜜的色彩，看来真如琥珀雕成的
一般。它差不多有四个星期保持这个状态，到后来，重新再
脱掉一层皮。这时候它的颜色是红白色，在变成檀木的黑色
之前，它是要换好几回衣服的，颜色渐黑，硬度渐强，直到
披上角质的甲胄，才是完全长成的甲虫。然后，它会表演一
种奇怪的体操，身体腾起在空中，只有一点固着在旧皮上，
翻转身体，使头向下，花纹满布的翼，向外伸直，“竭力”
张开。这个竭力开窍得很贴切。

4.有的时候，蜣螂好像是一个善于合作的动物，而这种事情
是常常发生的。当一个甲虫的球已经做成，它离开它的同类，
把收获品向后推动。一个将要开始工作的邻居，看到这种情
况，会忽然抛下工作，跑到这个滚动的球边上来，帮球主人
一臂之力。它的帮助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它并不是真正的
伙伴，而是一个强盗。要知道自己做成圆球是需要苦工和忍
耐力的!而偷一个已经做成的，或者到邻居家去吃顿饭，那就
容易多了。有的贼甲虫，用很狡猾的手段，有的简直施用武
力呢!

5.它们身体鼓鼓的，像半粒豌豆，鞘翅光滑或有绒毛，通常
黑色的鞘翅上有红色或黄色的斑纹，或红色、黄色的鞘翅上
有黑色的斑纹，但有些瓢虫，鞘翅黄色、红色或棕色，没有
斑点，这些鲜艳的颜色具有警戒的做用，可以吓退天敌。

6.见过螳螂的人，都会十分清楚地发现，它的纤细的腰部非
常的长。不光是很长，还特别的有力呢。与它的长腰相比，
螳螂的大腿要更长一些。而且，它的大腿下面还生长着两排



十分锋利的像锯齿一样的东西。在这两排尖利的锯齿的后面，
还生长着一些大齿，一共有三个。总之，螳螂的大腿简直就
是两排刀口的锯齿。当螳螂想要把腿折叠起来的时候，它就
可以把两条腿分别收放在这两排锯齿的中间，这样是很安全
的，不至于自己伤到自己。

7.蜣螂第一次被人们谈到，是在过去的六七千年以前。古代
埃及的农民，在春天灌溉农田的时候，常常看见一种肥肥的
黑色的昆虫从他们身边经过，忙碌地向后推着一个圆球似的
东西。他们当然很惊讶地注意到了这个奇形怪状的旋转物体，
像今日布罗温司的农民那样。

8.从前埃及人想象这个圆球是地球的模型，蜣螂的动作与天
上星球的运转相合。他们以为这种甲虫具有这样多的天文学
知识，因而是很神圣的，所以他们叫它“神圣的甲虫”。同
时他们又认为，甲虫抛在地上滚的球体，里面装的是卵子，
小甲虫是从那里出来的。但是事实上，这仅是它的食物储藏
室而已。里面并没有卵子。

9.最后，它的食品才平安的储藏好了。储藏室是在软土或沙
土上掘成的土穴。做的如拳头般大小，有短道通往地面，宽
度恰好可以容纳圆球。食物推进去，它就坐在里面，进出口
用一些废物塞起来，圆球刚好塞满一屋子，肴馔从地面上一
直堆到天花板。在食物与墙壁之间留下一个很窄的小道，设
筵人就坐在这里，至多两个，通常只是自己一个。神圣甲虫
昼夜宴饮，差不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没有一刻停止过。

10.卵是被放在梨的比较狭窄的一端的。每个有生命的种子，
无论植物或动物，都是需要空气的，就是鸟蛋的壳上也分布
着无数个小孔。假如蜣螂的卵是在梨的最后部分，它就闷死
了，因为这里的材料粘得很紧，还包有硬壳。所以母甲虫预
备下一间精制透气的小空间，薄薄的墙壁，给它的小蛴螬居
住，在它生命最初的时候，甚至在梨的中央，也有少许空气，
当这些已经不够供给柔弱的小蛴螬消耗，它要到中央去吃食，



已经很强壮，能够自己支配一些空气了。

11.半透明的黄色如蜜的色彩，看来真如琥珀雕成的一般。

12.很少有昆虫能比这个小动物更美丽，翼盘在中央，像折叠
的宽阔领带，前臂位于头部之下。

13.蝉“为饥饿所驱”，“为口渴所苦”。

14.能够很容易的在穴道内爬上爬下，对于它是很重要的，因
为当它爬出去到日光下的时候，它必须知道外面的气候如何。
所以它要工作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做成一道坚固的
墙壁，适宜于它上下爬行。在隧道的顶端，它留着手指厚的
一层土，用以保护并抵御外面空气的变化，直到最后的一霎
那。只要有一些好天气的消息，它就爬上来，利用顶上的薄
盖，以便测知气候的状况。但那个可怜的蝗虫移动到螳螂刚
好可以碰到它的时候，螳螂就毫不客气，一点儿也不留情地
立刻动用它的武器，用它那有力的“掌”重重地击打那个可
怜虫，再用那两条锯子用力的把它压紧。于是，那个小俘虏
无论怎样顽强抵抗，也无济于事了。接下来，这个残暴的恶
魔鬼胜利者便开始咀嚼它的战利品了。它肯定是会感到十分
得意的。就这样，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对待敌人，是螳螂永
不改变的信条。

15.如果我们慢慢地，稍稍掘开堤的表面，我们就会惊奇地发
现更多有趣的东西。在八月之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顶
上有一层的小房间，它们的样子和底下的蜂巢相比，大不一
样，相差甚远。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这是由两种
不一样的蜂建造而成的。其中有一种是已经在前面提到过的
掘地蜂，另外一种，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竹蜂。

16.七月时节，当我们这里的昆虫，为口渴所苦，失望地在已
经枯萎的花上，跑来跑去寻找饮料时，蝉则依然很舒服，不
觉得痛苦。用它突出的嘴——一个精巧的吸管，尖利如锥子，



收藏在胸部——刺穿饮之不竭的圆桶。它坐在树的枝头，不
停的唱歌，只要钻通柔滑的树皮，里面有的是汁液，吸管插
进桶孔，它就可饮个饱了。

17.我认识一个牧羊的小孩子，他在空闲的时候，常来帮助我。
有一次，在六月的一个礼拜日，他到我这里来，手里拿着一
个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好像一只小梨，但已经失掉新鲜的颜
色，因腐朽而变成褐色。但摸上去很坚固，样子很好看，虽
然原料似乎并没有经过精细的筛选。他告诉我，这里面一定
有一个卵，因为有一个同样的梨，掘地时被偶然弄碎，里面
藏有一粒像麦子一样大小的白色的卵。

18.当我考察它们的储藏室时，我是用手斧来“开掘”的。这
个开掘用在这里很生动。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九

《昆虫记》，是由法国作家法布尔编写的，一个人穷其一生
来观察、研究昆虫，已经算得上是奇迹了；一个人为昆虫写
出了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得不说是奇迹了。而法尔布就是
传播这种奇迹精神的一种人，就连《昆虫记》也被称作为
是“生命的礼赞，昆虫学的史诗”。

这本书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就要属“狼蛛”这一章了，这章节
我看了有三四遍，真可谓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该章节分为六小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小标题。刚开始就
介绍了狼蛛的生活习性、居住环境等情况，后来就慢慢地上
演了一部令人激动不已的“蛛蜂大战”。作者巧妙地将木匠
蜂代指为“天上掉下的猎物”，还化用了“天上掉馅饼”，
句式新颖而又生动活泼。

狼蛛到底有多厉害呢？它的毒素又对其他生物有怎样的威胁
呢？作者也详细地作了解释，还不惜代价用活生生的动物来



进行实验。刚开始作者用麻雀来做实验，不幸的是，麻雀被
毒死了。单就从这些来看，就可知道狼蛛的毒素有多厉害了。

“狼蛛捕食”也算是一个精彩的情节。文段里把狼蛛捕食的
动作描写得十分细致，真心佩服作者的耐心和观察能力。除
此之外，文段里还化用了“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借指狼蛛
守在洞里面等待昆虫送上门来，生动而又贴切。

那么我现在想问，狼蛛是如何哺育它的胎儿的呢？恰好作者
也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刚开始时，狼蛛妈妈对自己的幼
崽十分关心，时刻保护着它们。读后感。九个月后，小狼蛛
准备出巢了，它们顽皮地爬到母亲身上，任母亲带着它
们“环游世界”。狼蛛妈妈一步一步慢慢地挪着走，一群小
狼蛛跌下来了，狼蛛妈妈也没有注意到，况且它也管不了那
么多孩子，不过小狼蛛们也很懂事，它们过不了多久又爬回
妈妈的身上了。

如此一个狼蛛传奇啊！

《昆虫记》是一首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表达了作者对生命
的尊重和热爱。它将昆虫世界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大大激
发了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多阅读《昆虫记》，我们一
定会受益匪浅！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十

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法国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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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布尔在《昆虫记》里具体说了12种不同昆虫，他们分别是
蝗虫、天牛、长腹蜂、圆网蛛、蟋蟀、松毛虫、萤火虫、螳
螂、蝉、寄生虫、蝈蝈、肉蓝蝇。



神奇、多彩、变化多端、充满哲理、甚至还有些诡异，昆虫
的世界居然如此精彩，大自然居然如此奥妙！这种感觉在我
读了《昆虫记》这本书后突然显得那样的强烈。我被昆虫的
世界震撼了，所以，我要感谢法布尔！

早已熟知的萤火虫居然是食肉动物，且手段“罕见的恶毒”？
可它看上去憨厚、柔弱，况且，它那闪烁的光亮给人们尤其
是我们小朋友带来了无限的兴趣。叫我如何能接受？！

太多的奇妙之处，太多的生命百态，太多的.牵扯关联，与人
类社会何其地相似？它让我感动、让我惊讶、也让我无奈，
五味杂陈的感觉伴着浓浓的兴趣读着每一章每一节，我能感
受到字里行间包含的作者对大自然、对生命的无限热爱。

我也爱这神奇的昆虫世界、神奇的大自然！让我们一起为大
自然的神奇而喝彩，为生命的多姿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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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读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篇十一

一年一度的读书节到了，我阅读了《昆虫记》一书。其中给
我印像最深的是孔雀蛾，它们在短暂的生命里，用激情演绎
了生命的辉煌，被称为大自然的舞姬。

孔雀蛾是一种长得很漂亮的蛾。它们中最大的来自欧洲。

全身披着红棕色的绒毛，脖子上有一个白色的领结，翅膀上
洒着灰色和褐色的小点儿。横贯中间的是一条淡淡的锯齿形
的线，翅膀周围有一圈灰白色的边，中央有一个大眼睛，有
黑得发亮的瞳孔和许多色彩镶成的眼帘，包括黑色、白色、



栗色和紫色的弧形线条。这种蛾是由一种长得极为漂亮的毛
虫变来的，它们的身体以黄色为底色，上面嵌着蓝色的珠子。
它们靠吃杏叶为生。

这样美丽的生灵为何说它们“用激情演绎了生命的辉煌，被
称为大自然的舞姬”呢?

它们的寿命不长，只不过是两三天的时间，只来得及找一个
伴侣而已。它们的一生中大概有两三个晚上它们可以每晚花
费几个小时去找它们的对象。如果在这期间它们找不到对象。
那么它的一生也将结束了。它们不曾放弃，更不像人类一样
半途而废，它们用美丽与执着为我们表演了一幕震撼人心的
大自然生命之舞。

就是这样的孔雀蛾，它们世世代代出生、褪变、繁衍，生生
不息，耗尽一生的时间去做一件事，这份执着我们又有几个
人能做到?所以我敬佩它们，教会了我执着、永不言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