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昆虫记读后感精彩 昆虫记个人心
得体会读后感(大全8篇)

文明礼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该具备的准则和规范，它
能够营造出一个温馨、友好的社会环境。缺乏文明礼仪意识
可能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不便和困扰，我们应该如何提升自己
的文明素养呢？文明礼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深厚的历史和传承。如何形成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是我
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文明礼仪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一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叫《昆虫记》，想必大家都知道这
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但是，也有人会认用这事一本很没情调，
又无聊的书。起初，我想的跟你们一样的，但是，只要你越
读得多，就会发现其实它富有丰富的自然知识，也可以说它
富有丰富的自然资产，接下来我为大家选读一段吧!

雷奥米尔承认：自己从未听过蝉的歌唱，也没有见过活的蝉。
他所见到得蝉来自阿维尼翁附近，是一些浸在甜烧酒里的蝉
的标本。对于解剖学家来说，这些条件已经足以让他对蝉的
发音器官做准确的描述了。我们的大师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他以锐利的目光出色地弄清了这只八音盒的奇特结构，以至
后人们在讲述蝉的歌唱时，都会从他的论着中汲取灵感。

后三种则很稀罕，连农民都知之甚少。其中，南欧熊蝉最常
见，后三种则很稀罕，连农民们都知之甚少。其中，南欧熊
蝉最常见，个头也最大，人们通常所描述的蝉的发音器器官
就是它的。在雄蝉的胸前，紧靠后腿的下方，有两块宽大的
半圆形盖片，右边的微微叠在左边的上面。这是发音器的气
门、顶盖、制音器，也就是音盖。如果把它们掀起，就能看
到两个宽敞的空腔，一左一右，在普罗旺斯，人们称它们叫



小教堂。两个小教堂合起来叫大教堂。它们的前端是一块柔
软细腻的乳黄色膜片，后端是一层干燥的薄膜，把肥皂泡一
样呈彩虹的颜色，这在普罗旺斯语中被称为镜子。

通常，大教堂、镜子和音盖被认为是蝉的发音器官。普罗旺
斯人说：“镜子裂了”，用来指歌唱家底气不足;着这形象的
语言也形容诗人缺乏灵感。但是，人们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
声学原理的。我们可以打碎镜子，用剪刀剪去音盖，把前端
的乳黄色薄膜撕碎，但这并不能使蝉停止歌唱;它只是使歌声
弱了一点，音质差了一点而已。两个小教堂是共鸣器，它们
并不发声，而是通过前后两片薄膜的震动使声音加强，并通
过音盖的开合改变音色。

通过刚刚的宣读，大家心里依旧觉得还是较直白又觉得无聊。
但是，你们应该从侧面想，为什么法布尔能这么仔细认真又
一丝不苟地观察这在我们眼中是一种可以无视的语句呢?你可
以将法布尔对这自然界的喜爱来代入我们的学习中，你想，
我们将法布尔自然界的喜爱来比作我们对书的态度，你可否
想过我们何时那么一丝不苟又仔细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学习
呢?《昆虫记》是自然资产，而我们把书中的知识资产，以
《昆虫记》里的知识来进一步认识所谓的资产，所以，我相
信同学们一定会喜欢上这份来之不易的资产。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二

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曾经说过，“在对某个事
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
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没有任何怀疑为止。”

通过认真观察和仔细研究，法布尔写出了举世闻名的《昆虫
记》。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萤火虫》一文。萤火虫
捕食方法很独特，它的捕食对象多为樱桃大小的蜗牛。萤火
虫在捕食时先耐心地在草丛中等待，然后开始靠近猎物打探，



再使出它的秘密武器——麻醉工具。这个工具非常微小，不
借助放大镜，人的肉眼是无法看到的。萤火虫就是用这一麻
醉工具在蜗牛的外套膜上屡次轻轻敲击，它的动作轻柔温和，
好像是在亲吻，而不是在攻击。但只要敲几下，最多六次，
就能使猎物失去一切活动能力，从而顺利地捕获食物。

在这本书中，法布尔观察每一个事物都是非常仔细又耐心的，
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触摸，直到没有任何怀疑。我们也通过他
的作品认识了机灵高明的麻醉师萤火虫!

在法布尔的书中，“触摸”一词深入我心。这个春天里，在
科学课上，我们每人都分发到一粒比小拇指还小的黄豆种子。
我们把种子撒下去以后，天天有人盯着杯子瞅它、盼它。可
是一星期过去了，种子竟丝毫没有动静。有人说“种早了”，
有人说“埋深了，挖起来再种”……大家议论纷纷。第八天，
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了，抽出了像细针一样的新芽，我欣喜若
狂。两天后，它的叶子慢慢变大，有小指甲那么大，那细圆
的叶和嫩绿的杆都傲然挺立着。下课了，同学们都围着这几
个杯子欣喜地讨论。又过了几天，它长出了真叶，茎叶逐渐
笔直，我们留心观察，把这些都记在了本子上。这几粒小小
的种子带给了我们无限的快乐。

这个世间有许多美好，我们要学会带着真情去触摸自然、触
摸经典、触摸阳光雨露……你一定会触摸到快乐，收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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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三

在这个寒假里，我重温了一本极其有趣的书《昆虫记》。作
者法布尔用那似乎是在聊天般的口吻，讲述了各种昆虫的不
同习性、外表、和捕捉方法，把我带进了昆虫的世界里。让



我无比的着迷。

种种奇妙的现象都展现在我的眼前。原来昆虫也有生死、有
和平、有战争、有善良和有残酷啊!

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情景：一个老爷爷像孩子
般的不顾路人鄙视的眼光爬上大树，屏气凝视着树上的螳螂。

法布尔用他那超乎寻常的洞察力，成就了《昆虫记》，也使
他成为有名的昆虫学家。

俄国的巴甫洛夫也说过：“应当先学会观察，不学会观察，
你就永远当不了科学家。”

可见观察是多么地重要。在生活中，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
思考。用思考促进观察力的提高，因观察力是开启成功之门
的钥匙。

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智慧去观察世界，早日寻找属于自己的
成功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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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四

还记得刚刚看到《昆虫记》这本书时，看到封面上“昆虫”
两个字时，不禁兴趣大失，这比起《海底两万里》、《鲁滨
逊漂流记》的刺激探险，比起《童年》、《简爱》一个个令
人回味的故事，似乎看起来平淡无奇。

我拿起这本书，渐渐地被这本书的内容给吸引起来，作者用
他轻松诙谐、细腻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可爱的昆虫：
为快乐而高声放歌的蝉，不知动脑筋的建筑家黄蜂，可怕、



恐怖而又对自己儿女慈祥至极的迷宫蛛 ，还有被“篡夺”了
名声的绿色蝈蝈等等，一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昆虫被作者
描述成了一个个感情丰富、聪明智慧、栩栩如生的小生灵。

特别是当我读到蟋蟀这个故事的时候，它在地下等待了一年，
当钻出土地时只能活一 个星期，却仍然放声高歌，蟋蟀那珍
惜自己、活出自己的精神让我感动。而作者说到：他们不仅
为大自然的美好而高歌，更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复苏而歌唱，
这句话久久刻在我的心里。

我想这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

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趴在草丛上看蚂蚁，当那
暗红色的小东西钻过密密麻麻的草丛，总喜欢把手按在它的
前面，等它爬上这肉乎乎的大柱子，在把手抬起来，蚂蚁就
只能在我手上漫无目的的乱跑了，看着它 们细细的脚快速来
回的交织，那焦急的样子，总让我忍不住笑起来。

我当时是那么的痴迷于这种游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
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也渐渐的失去了兴趣。而法布尔从
小就对大自然的充满好奇与热爱，并 一直延续和坚持着这份
热爱，才会让他写出如此真实，文学和科学融为一体的《昆
虫记》。

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像法布尔一样，对自己的目标多一份
热爱，多一份执着，多一份坚持，多一份努力，你也将到达
胜利的彼岸!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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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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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结着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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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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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六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的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
作。他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虫子，已实属不易，而专为昆
虫写出十卷的巨著，更是莫大的奇迹。法布尔的。书一版再
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依然一次次引
起轰动。这是老师对我们说的，也因为这句话，使我对《昆
虫记》产生了兴趣。

在暑假里，我阅读了这本书，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异的昆虫世
界。在我看来，毫不起眼的昆虫，竟会如此有趣，我从没去
观察它们，想不到与它们打交道，竟有如此高深的学问。

萤火虫、蚂蚁、蜘蛛、蟋蟀、毛毛虫……涵盖了它们进食、
繁衍、养育、劳作、狩猎、生死，林林总总，一个个妙趣横
生的故事，一段段栩栩如生的昆虫境况，多么富有知识、美
感，使我浮想联翩。

面对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昆虫，这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即使这
样，还有许多现在不知道，有待于我们的研究。通过这本书，
架起了知识的桥梁，使我深深地爱上了科学。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七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讲昆虫生活的名著——《昆虫记》。这
本名著涉及蚂蚁，蝗虫，蝉等100多种昆虫。在该书中，法布



尔描述了小小的昆虫恪守自然规则，为了生存和繁衍进行着
不懈的努力。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种昆虫——螳螂。

小时候，看动画片“黑猫警长”时，有一集说到母螳螂在结
婚当夜讲公螳螂吃掉，黑猫警长破案的故事。我一直以为这
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编者编出来的，直到我阅读了《昆虫
记》，我才知道螳螂嗜肉成性，是一种无情的昆虫，母螳螂
会吞噬掉自己的亲人，在孕育之后就不会回来，不会管自己
的子女能否健康成长！

《昆虫记》这本名著，作者将科学知识与人生感悟结合在一
起，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

《昆虫记》详尽地记录了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体现了法布
尔那种坚持不懈和细心观察生活的科学精神。我们要学习法
布尔的科学精神，要勇于探索昆虫世界。

昆虫记读后感精彩篇八

此书是法布尔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
以及繁衍、斗争，然后以其观察所详细确切地记入的笔记，
最后编写成书。《昆虫记》共有十大册，每册包含若干章，
每章都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昆虫记》
这本书让我十分着迷，原来昆虫世界有这么多的奥秘，我了
解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昆虫常识和生活习性，种种奇妙的现象
都展现我们眼前，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昆虫世界的奇
妙。

当我掩上书的最后一页，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不顾危险
地捕捉，大胆的质疑精神、谨慎地实验、勤勉的作风都深深
地感动着我。由此我想到了自己，我做任何事情都只有三分
钟热情，不肯刻苦钻研，有时做事也是马马虎虎，很少做完
再检查。



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回家背课文。那天作业不多，但
是我却磨蹭了好长时间到啦8点钟才写完，我迷迷糊糊地收拾
好书包，准备上床睡觉，但是还没上床就被妈妈叫住：“语
文课文要背诵，你背完啦吗?”我心里一紧张，支支吾吾的说：
“背…背…背完啦。”妈妈好像看出我的心虚，又厉声问一
遍，我无言以对。在妈妈的严谨督促下，我睁开那已经要打
架的眼皮，无力的背诵着课文，背着背着，就快要睡着啦。
这是妈妈问我说：“背完啦?等会儿，我来检查。”啊?我一
听要来检查，连忙胡乱的看了几遍，其实也没看到什么。一
开始背诵，我就卡壳啦，连开头都不知是什么，这是妈妈提
醒我才开始背出来。到后来不是卡壳，就是背多字，而且还
差点漏了一大段文字。到啦最后，妈妈再也忍受不了，让我
重新背熟啦再背。我可不愿意，连忙说：“唉，差不多差不
多，反正不都一样。”现在读了这本书，我开始向法布尔学
习，有了认真严谨的想学习态度。遇到难题不再依赖父母了，
会先自己思考一下解题方式，做不出来再请教老师同学，不
再畏畏缩缩得怕别人笑话了，渐渐地我的学习的成绩也进步
了。成绩进步了我对学习的积极性也大了，会很自觉地在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的情况下做适当的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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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一生
阅读的好书，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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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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