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昆虫记的心得 名著昆虫记读书心得
(优秀8篇)

实习心得的撰写要注意客观真实，既要表达实习的好处，也
要提及实习的困难和挑战。这里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精选的工
作心得范文，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借鉴。

昆虫记的心得篇一

《昆虫记》，这本书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他是第一
位在自然界中研究昆虫的科学家，法布尔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观察植物和昆虫，记录下了昆虫的本能与习性，讲述
了许多发生在昆虫身上有趣的事。在他的笔下，小昆虫就是
神奇的小精灵，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富有灵性。读《昆虫
记》，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不知不觉被带进奇妙的昆虫世界，
体会大自然的带来的神奇魔力。

蝉，辛辛苦苦在地下生长四年才奋力一搏掘土而出，就是为
了能在阳光下歌唱，时长仅有短短的一个月;萤火虫会发光，
是因为光亮产生于萤火虫的呼吸器官，属于自然光;蚂蚁能够
辨认方向，如果沿途景物发生了变化她就回不了家了。

最让我感动的要数条纹蜘蛛了，在冬季很多虫子都在冬眠，
可是它却不然。如果有人在野草丛里或柳树丛里搜寻，就能
找到条纹蜘蛛的巢。它的巢是一个丝织的袋子，像蛋一样的
物体，底部宽大，顶部狭小，是削平的。中央的袋子很精致
能装下全部的卵而不留一点空隙，这样精致的袋子是蜘蛛用
丝一圈一圈叠加上去的，既保暖又舒适。为了给孩子筑巢，
吐完了最后一根丝，然后在衰老和疲惫中静静等死。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爸爸妈妈：无论严寒酷暑、
风霜雨雪，有孩子的身影就一定有强大的父母的爱存在，时
刻陪伴着我们，佑护着孩子的安全。所以就有“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情感升华，用在这里非常贴切。

有爸爸妈妈的呵护与爱，我们是幸福的。每天的一日三餐，
他们都会为我精心的准备，每次都是我喜欢的饭菜;每次逛街，
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买新衣服或小礼物;我上学的时候有妈妈送、
爸爸接;假期里，爸爸妈妈会带我到海边游玩，或到一些著名
的景点去游玩……绚丽多彩的生活就是这样，陪伴着我的七
彩童年。

回味之中，我学会了感恩：我会主动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
给家人做贺卡，说说感恩的话，表达我对大人的深深的爱。
所以，我感到幸福无比。父母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做
子女的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昆虫记的心得篇二

《昆虫记》是一部很吸引人的著作，它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
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字里行间洋
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这部科学百科同时也带有文学色彩，文中的一字一句，都体
现了作者的感情，同时也展现了的昆虫的独一无二的个性。
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
尾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
心”;而被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
喂食的动作慢了，它甚至回像婴儿般哭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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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也很有真实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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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
身临其境。我从小因为不喜欢昆虫，所以平时很少细心观察
小动物的`世界。《昆虫记》让我重新喜欢上了这些小生灵，
发现它们并不讨厌，相反，还有很多可爱之处;是《昆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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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与小说，它是最基
本的事实，是法布尔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夜，独自的，安静
的，是几乎与世隔绝的寂寞和艰辛成果。《昆虫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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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尽的科普书。

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更珍贵的启示，让我深深地感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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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
系的系统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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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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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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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很大的启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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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有句话
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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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的心得篇三

首先，我得说，我不是很喜欢这类成功学的畅销书，第一是
这类书的质量参差不齐，数目繁多，光是去甄选就要花费很
大的时间，对于此刻的我们，有太多的好书能够选，这些书
自然就不是我的首选。第二，大部分书基本上商业气味比较
弄，换句话说，为了凑字数，一句话能够讲明白的事，作者
往往会用一章的篇幅来展开。对于这种浪费时间的做法我很



是反感。

跳读了这本书后，我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第一部分:

一.关于使命感和价值观

对于这两个个用烂了的词语，除了不能免俗的被畅销书的出
版者要求写一些使命感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之外，韦尔奇还是
提出了一个十分有借鉴好处的观点。

这个部分的核心在与这句话:确立使命始终是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的职责。除了最终需要对此负责的人外，企业使命的确立
既不可能，也不就应授权给其他任何人。

二.关于坦诚

这一章节有12页，基本上讲了五个字:坦诚很重要。接下来大
家会慢慢发现，很重要这个总结公式基本使用于大多数的畅
销书。因此，对于已经足够认识到坦诚重要性的人来说，
这12页纸也是出版社为了生存卖给我们。

三.关于区别考评

这个部分我认为写的很好，韦尔奇提出了20-70-10的考评原
则，接下来用了超多篇幅讲述这个原则如何的好，我焦急的
想明白施行这个原则的细节，并想从中找出在中国企业中能
够合理存在的理由，但是，韦尔奇先生出于商业机密的思考，
在讲完重要性后，进入了下一章。

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中，有很多闪光的亮点。有部分话是“有道理的
空话”，但是鉴于这些话在演讲与交谈的过程中十分具有煽



动性，且让别人觉得你头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我还是耐心
的把这些话抄下来以备后用。

1.在你成为领导之前，成功只同自己的成长有关。当你成为
领导以后，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

2.有决断力的人明白什么时候就应停止评论，即使他并没有
得到全部的信息，也需要做出坚决的决定。

3.我个性喜欢那些以前被完全击倒，却又能站起来，并且在
下一个回合里能以更强的姿态出现的人。

4.优秀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比赛的终点，而总
是渴望继续前进。

5.每一位离开公司的雇员都会继续代表你的公司。他们能够
继续说你的坏话，也能够赞扬你。

在这个部分中，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韦尔奇闪光的地方
在于:讲人力资源提升于一个更高的位置;危机管理的五个假
设。这两点，甚至是需要我们去读管理学专注的，因为它们
太优秀了。

第三部分

这个部分依然是第二部分的延续，但是出版商由于惯性的原
因，为了在书的主体段落使每个部分看起来篇幅都差不多强
硬的把他们分开了。

这个部分的核心在于:

1.韦尔奇告诉我们要制定怎样的战略，而在如何制定战略的
问题上，毫无疑问我们是不能全明白的，因此韦尔奇在外围
给我们讲了很多如何制定战略的某几个侧面，至少我没有看



到系统的阐述。

2.做预算，要留意。

3.开创新机遇的三个原则:有活力的人，夸大宣传，允许犯错。

4.企业并购这个部分写的十分好，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有的
人整本书都没有能够说清楚。韦尔奇的伟大在于他仅仅用了
很少的篇幅就能够让外行人系统的了解企业并购的几个核心
问题。这部分推荐完整的去看。

第四部分

这个部分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点，韦尔奇带给了一个十
分好的选取适宜工作的因素表:人，机遇，未来，主导权，工
作资料。在这几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苛求韦尔奇再带给一套
合理的选取方法，我们就只能靠自己的悟性了。

晋升这个部分我没有看，因为就中国的企业来讲，晋升并不
取决于某些固定的因素。

工作与生活，将会是对以后的我们十分有好处的一个话题，
但是此刻不是，中国素有卧薪尝胆，先苦后甜，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这么一说，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有的时候务必要
学会去放弃，至于放弃什么，放弃多少，完全靠自己去拿捏。
一个高手永远是平衡术用的最好的人。

以上是我看过这本书之后的一些想法，期间我同时还看了一
本讲《激荡人生》，相较之下，我还是喜欢写事实，道理潜
移默化的书。

昆虫记的心得篇四

大自然为乡村创造了两种清洁工，没有什么脏活苦活能让这



些清洁工们厌烦和气馁。第一种包括苍蝇、葬尸甲、皮蠹、
负葬甲、阎虫。它们的任务主要是解剖尸体。它们用嘴和爪
子分割切碎死尸，把它们吃进胃里细细研磨，再把能量还给
生命。第二种是一群勇敢的小家伙。它们的工作就是消灭、
掩埋各种各样的排泄物。一有紧急需要，它们就带上尖头棍，
跑出营地，挖好一口井，把恶臭的赃物一股脑儿埋进去，不
让它们传播细菌。这些掩埋工作，对田野的环境卫生意义重
大。而我们这些受益者不但不尊重它们，还差不多投以轻蔑
的一瞥，用俗语给它们起种种难听的外号。它们呢，只是默
默承受，从不计较。它就是——粪金龟。大家以后要尊重这些
“清洁工”们，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乡间的的土地
才会得到净化，公共卫生才会保持一个不错的水平。正因为
有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生物，植物才会枝繁叶茂，生命才会生
生不息。

这本书是法国作家法布尔写的。法布尔一生最大的兴趣尽在
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在
《昆虫记》里，所有的虫子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和人类
一样，有着复杂的身体结构，有着微妙的喜怒哀乐，有着杰
出的直觉和本能。它们虽然是渺小的生命，却充满了灵性。
《昆虫记》里描述了很多昆虫的爱好和习性。比如腐尸清洁
工----绿蝇，自由的歌唱者----蝉，预见未来的幼虫----天
牛等等。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昆虫是腐尸清洁工---绿蝇。绿
蝇，就是人们看到就讨厌的绿头苍蝇。我们经常能看见这种
绿蝇在窗户外嗡嗡地飞来飞去。千万不要让它们停留在你要
吃的东西上面，要不然的话，它们会使你的食物也沾满细菌。
不过你不必像对待蚊子一样，毫不客气地去拍死它们，只要
把它们赶出去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房间外面，绿蝇可是
大自然的功臣。它会在动物尸体上产卵，几天后尸体上就会
出现绿蝇蛆虫，蛆虫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能量，它们为了最
大限度地将死者的遗骸归还给生命，将尸体进行蒸馏，分解
成一种提取液，它们嘴里吐出来的一种酵母素，就好像人类
的胃液，能将食物消化。它们以最快的速度，使死尸产生新
的能量，变成一种无机物质并被土壤吸收，使我们的土壤变



得肥沃，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生态循环。因此，即使是渺小的、
令人讨厌的昆虫，它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一直以为蝉在昆虫界里最缺乏远见了，因为他只知道
没完没了的“唱歌”，却不知道像蚂蚁那样储存粮食。但是
当我看了《昆虫记》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对它的看法。蝉是
经过了四年黑暗的地下苦工生活，才换来了一个月在阳光中
的欢乐，所以它要尽情的“歌颂”它现在难得而又短暂的幸
福生活。它其实是一边歌唱，一边在吸取树上的汁液。蝉从
来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施舍生活，相反的倒是蚂蚁经常会去骚
扰蝉，剥削蝉，掠夺蝉，简直就像个强盗。蚂蚁经常会把正
在吸树汁的蝉赶走，然后坐享其成，享受蝉钻出的“井水”。
当歌唱的蝉耗尽了生命，从树枝上落了下来，它的尸体被太
阳晒干，被行人践踏，最后被每时每刻都在四处寻找食物的
蚂蚁碰上了。蚂蚁们将蝉的身体撕开、肢解、咬碎、化作细
渣，用来充实它们的储藏室。人们还能经常看到垂死的蝉，
它的翅膀还在尘土和清风中微微颤动，一对蚂蚁就已经在一
下一下的拉拽，一点一点地移动它了。这时的蝉真是悲惨无
比。你们看，真正的事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蚂蚁才是顽
强且霸道的乞丐，而勤苦的生产者却是蝉!所以当蝉在树枝
上“拼命唱歌”时，我们还是给它自由吧。

昆虫记的心得篇五

具体的问题成千上万，但是绝大多数能够归结为如下一句话:
怎样才能赢赢下一项竞标、赢得别人的信任、赢得市场份额、
赢得更好的职业生涯，杰克·韦尔奇认为赢不仅仅是“好”，
而且是真正的“伟大”。在他看来，他书中所说的赢包含了
人们期望的商业生活中所有可能期望得到的成功。

当然，不是说按韦尔奇的推荐做了，就必须能“赢”。就像
其他所有“鸡汤”或是“鸡血”一样，在迈步成功之前，你
最好要具备尽可能多的良好基础或品质。作者自己也说了，
如何赢是微妙的、复杂的，更是极其艰苦的。本书带给的并



不是什么魔法，只是告诉你就应明白赢需要哪些条件、一些
需要遵守的原则、值得参考的规律、能够采纳的假设以及就
应避免的失误。

所以，才有了本书的框架:一切的基础—公司如何才能赢—如
何赢得竞争—个人职业生涯如何赢—有关赢的其他问题。

韦尔奇就使命感、价值观、坦诚、考评、发言权、尊严、领
导力、招聘、员工管理、解雇员工、变革、危机管理、战略、
预算、有机的成长、兼并收购、六西格玛、适宜的工作、晋
升、糟糕的老板、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一些其他商业生活
主题进行了讨论，书中的许多观点和推荐都引起了我的共鸣。
虽然，几百页的纸面是不可能把这么多的主题分析透彻、不
可能把每一个主题应有的客观背景进行划分、更加不可能思
考到现实商业生活中每一个个体所应对的具体因素，并且他
大部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细节。但从一个涉世未
深，刚刚踏入职场的小白角度来看，韦尔奇透过漫长职业生
涯总结出的这些精髓确实能够作为一个职业人或是一家企业
遵循的准则。我不在此笔记中对其核心观点一一列举，仅就
三个比较有共鸣或感兴趣的主题进行讨论。

一.战略

韦尔奇认为在真实生活中，战略其实是十分直截了当的——
你选准一个努力的方向，然后不顾一切地实现它罢了。如果
你想赢，那么在涉及战略的时候，就要少点沉思，而敏于行
动。战略但是是制定基本的规划，确立大致的方向，把适宜
的人放到适宜的位置上，然后以不屈不挠的态度改善和执行
而已。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吗如果真的如此简单，为何有这么多人耗
费大半生去探

索商业战略和方法，答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韦尔奇给出的



简单定义，只是突出行动力、执行力的作用。很多人又会问，
找准方向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韦尔奇随后给出了满满5张幻
灯片来解答如何让战略切实可行。总结来看，5张幻灯片的资
料就是:竞争大环境分析、近期竞争形势分析、自我状况分析、
竞争变量分析和核心竞争力分析。也就是说，在韦尔奇看来，
确定方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完成以上5项资料后，战略才
能变得清晰、有效，这时才是真正的起步。之后才是行动和
执行，包括让适宜的人与相应地工作匹配起来，然后疯狂地
工作，比别人都做得更好，继而实践并用心改善。

其中，有一点深得我的共鸣，就是韦尔奇所说的，大方向其
实全都在自己的调料里，调料指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

二.人员管理

韦尔奇毫不掩饰地推崇让人力资源部门真正掌握实权，将其
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提升到组织管理的首位，并把一个牧师-
父母型的人放到那里掌舵。采用和实施坦诚的业绩评价体系，
确保员工都明白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透过金钱、认同和
培训等聪明的办法来激励和留住员工。并且创新的提
出20-70-10法则，对公司最大的支持者—中间70%的员工—给
予足够的关注。最终，把组织结构图变得扁平而明确。

虽然以上一些观点有些显得大而空洞，但确实是一个组织应
遵循的人员管理准则，在硬件与软件的管理上，没有比把人
管好更加重要的事了。当然，在中国的大环境及传统诉求下，
韦尔奇提出的人员管理准则不必须真正适用。

三.创新事物

韦尔奇在战略篇提到，到你思考战略的时候，要思考反大众
化的方向。要尽量创造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让顾客离不
开你。把精力放在创新、技术、内部流程、附加服务等任何



能使你与众不同的因素上面。如果走这条道路，也就是创新
的道路，必定会犯些错误，但却是企业成长最有效的一条途
径。

并做大笔投入。在新项目的运营上，作者也给出了几条推荐
性的原则，总之，你务必先规避“想赢怕输”的心理。

谈到赢，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从辩证的角度，这句话也许
不必须对，但在商业生活中，太多鲜活的例子印证了这点。
《赢》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原则和方法绝不是真理，当我们应
对最现实的事业和生活，是没有准则可循的，最终要的是我
们的信仰和将思想付诸实践的力量。

生活和工作的苦难无所不在，我们永远无法预测接下来会遇
到什么样

昆虫记的心得篇六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所作的《昆虫记》，是我最欣赏的一本
书之一。今天，当我再次合上这本书，感慨便不由地涌上心
头…… 在科学的世界里，优秀的著作浩如烟海，为何只有这
本书，这本单单给小虫子“立传”的书，受到了青少年的狂
热追捧?我认为，这与它的诸多优点密切相关。

首先，它是一部蕴藏着丰富知识的科学宝典。不瞒你说，在
读这本书之前，我还真不知道那些小巧可爱的虫子的存在呢!
就拿舍腰蜂来说吧，这种“孤僻”而难以令人捉摸的蜜蜂，
宁愿冒着被人类“追杀”的危险，也不肯和家人共享天伦之
乐，非要独自“闯荡江湖”;而找个宽敞干净的住所也就罢了，
他们偏偏要窝在黑乎乎炉灶旁……我知道蜜蜂是不太可能有
人类的“青春叛逆期”的，转念一想，才明白了真实原
因——舍腰蜂喜欢炎热的地方，黑乎乎的炉灶就更是他们
的“雅座”，这样，一切疑难就迎刃而解了。



不仅是“不走寻常路”的舍腰蜂，《昆虫记》里还有着许多
个性各异的角色，“精通几何题”的蜘蛛、“貌美心恶毒”
的螳螂、“尾上挂灯笼”的萤火虫、“穿衣赶时髦”的被管
虫……都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扣人心弦。哦，说到
“扣人心弦”，就不得不提《昆虫记》的文学价值了。

这本书，值得一读!

昆虫记的心得篇七

这个星期，我花了九天的时间阅读完了著名科普作家法布尔
写的《昆虫记》。让我了解了许多昆虫，也让我喜欢上了它
们。

其中我最喜欢红蚂蚁，红蚂蚁全身都是红色，红蚂蚁能在很
远的地方返回自己的家，原来它是靠一种特殊的感官功能。
红蚂蚁还喜欢“抢劫”，因为红蚂蚁打架特别厉害，它们又
不愿意哺育儿女，也不愿意去寻找食物。所以它们对其他各
类的蚂蚁实施抢劫，让它们成为自己的奴隶，为它养儿育女，
寻找食物。

我还喜欢天牛，它生活在我的身边，经常可以抓来玩，以前
只知道它会飞。通过阅读，我知道了，它力大如牛，善于在
蚕农中飞翔，因而得天牛之名。天牛的幼虫喜欢躲在枝干，
吸取营养。天牛的身体在枝干中慢慢长大，成熟后便从枝干
中飞出来。这个过程，需要三年的时间，因为它不知疲倦的
挖掘着通道，因为为将来的飞走做好一切准备。

读完了这本书，我知道了昆虫对于我们很重要，它和我们生
活在同一个地球，但是昆虫们慢慢的灭绝了，所以，我们要
爱护动物，保护环境。



昆虫记的心得篇八

法布尔的《昆虫记》给了我很神奇的印象，让我对昆虫的微
观世界有了很深厚的了解。比如说昆虫的习性，它们的外观
特点以及它们的生存策略等等。还了解了法布尔对昆虫的狂
热与激情。

作者首先写了他亲戚对他在房间里研究昆虫的反对情绪，以
及他的祖父如果知道他的远亲是个昆虫狂热者的话——特别
是当那个远亲是法布尔——那个吃饭把小锹板挂在脖子上的
人的话，准会大发雷霆。但是作者为什么说他的智慧在祖父
的家中开始崛起呢?这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见到过胡蜂吗?别看它小，蛰人可是有一手的。嗯，虽然会蛰
人，说不定也能造豪宅呢!看，胡蜂用自己生产的类纸材料吹
了一个气球，韧性可以与古代的丝绵纸相媲美。它钻进去，
用蜡做出一个个小房间，再做好防御工事，蜂巢就完成了。
蜂巢的外表整洁美观，没有石蜂的不规则，没有阿美德黑胡
蜂的雍肿。内部蜂房大小均匀，没有黑蛛蜂的歪歪扭扭。或
许是昆虫界最好的房子之一了。

如果你把一只红蚂蚁丢进水里，你会看到它不一会儿就沉下
去了。对其它昆虫试验也是这样。但也有例外。石蚕就是其
中之一。这个小水手开着一架小“潜水艇”时而上浮，时而
下沉，很不起眼。但别小看这个潜水艇了，其实这是个碉堡
呢!每当凶恶的水甲虫进攻碉堡时，石蚕早已做好了准备。水
甲虫凶猛地撕扯着潜水艇，而石蚕不慌不忙地走近入口，哧
溜一下滑到了外面，来了个金蝉脱壳。不知情的水甲虫还在
狂撕乱扯，直到它们发现猎物不见了，才失望地走开。而石
蚕已经在石头下造新房子准备迎接下一次攻击了。

我们人类，看到的是一个大世界，有走兽，也有飞禽。而
《昆虫记》写了一个我们不曾留心的小世界。介绍了这个神
奇世界的奇特生物，在我们的知识存钱罐里又添了几个硬币。



让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产生了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