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螳螂读后感 螳螂捕蝉读后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螳螂读后感篇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乃流传了千年，给予人们
的道理也十分深刻。

今天，我正好学习了这个成语的来历：吴王想攻打楚国，夺
取他们的利益，为此而壮大自己的国家，扩大自己的国土，
但是忽视了诸侯国乘虚而入，把没有兵力的吴国铲除的危险。
一位少年运用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让吴王放弃
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所以说，我们不能只想着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了身后的隐患。

吴王虽然差一点成了亡国之君，但他经过少年指点后，立刻
知错就改，放弃了攻打楚国，是一位好皇帝。那位少年更是
聪明机智，运用巧妙的办法成功阻止了固执的皇帝，让吴王
主动放弃了攻打楚国，是一位爱国之人。他们的精神都值得
我学习。

记得那一次，我赶着回家吃晚饭，突然，那黄灯闪了两下，
变为了红灯，啊！马上就可以吃到香喷喷、口感极佳的鸡腿
了，我可不能让鸡腿冷了再进肚子，闯一次红灯吧！就一次，
就一次。我迅速地踩着踏板，车速越来越快，一辆汽车快速
地开过来，看到我在他面前，立刻来了一个急刹车。我吓了
一跳，车身一斜，重心不稳，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不就是
故事中的螳螂吗？我真不该争这么一点儿时间，而差点儿酿



成大祸。

“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忽视身后隐伏的祸患。”我将牢
牢地记住这句话。

螳螂读后感篇二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准备出兵攻打宋国。大臣们纷纷阻止，
但是吴王坚持要发兵，而且还下令：“谁反对，就砍了谁的
脑袋。

有个年轻人，看吴王听不进反对的意见，心里很是着急。他
想啊想，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

一天，他在王宫后园里，看到吴王远远的走过来，就假装在
打鸟。

吴王问他：“你打到鸟了吗?”他说：“没有呢，但有一件有
趣的事情。”“什么有趣的事情?”年轻人说：“我打鸟时，
看见树上有只知了，它得意的叫着，以为树上只有他自己呢。
其实有一只螳螂正准备捉它呢!螳螂以为自己有食物了，很高
兴，没想到后面还有一只黄雀准备吃了它呢。你看，知了和
螳螂都只看眼前的利益，没看到后面的危险啊!”

吴王听了才恍然大悟，于是立即下令停止了出兵。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只看见眼前的利益，
不知祸害在后头。

螳螂读后感篇三

上周，老师让我们调查一种小动物。我选择了螳螂。通过调
查，我发现了螳螂的诸多秘密。



螳螂是无脊椎动物，最典型的特征是有一对突出的“大砍
刀”，所以它又叫刀螂。在古希腊，人们视螳螂为先知。螳
螂有许多别称如祈祷虫、草猴子等。已知世界上的螳螂种类
有20xx种，我国有51种。河南地区最常见的螳螂有中华大刀
螂、狭翅大刀螂、广斧螂、棕静螂等。螳螂是中国农、林果
树以及观赏植物害虫的重要天敌之一。

螳螂是昆虫中体型偏大的昆虫。身体为长形，体表颜色多为
绿色，也有褐色和花斑色的。它的头呈三角形，能灵活转动；
它有两只复眼，每只复眼中有三只单眼；它的口器是咀嚼式
口器；丝状触角；有三对足，两对翅。前翅发达用来捕捉食
物，后翅用于行走。

螳螂是食肉性动物，是农业害虫的天敌。它在食物奇缺时会
出现吞食同类弱小现象，另外在后会吃掉雄性同类。个别螳
螂甚至会以小鸟、蜥蜴、青蛙为食。它动作灵敏，捕食时最
快可在0.01秒内完成。它的寿命一般6到8个月左右。即使在
失去脑袋的情况下，也能存活10天左右。

螳螂可以做成美味食品，据说它体内的的蛋白质含量比牛肉
都高。螳螂鞘可入药，主治身体虚弱，难以入眠症状。

螳螂的秘密太多了，等着你我去探索发现。

螳螂读后感篇四

螳螂，看似真诚的外表和高举祈祷的手臂，无论你怎么看它，
它都是一种温和的小动物。然而，直到我读了《昆虫螳螂》，
我才知道螳螂的真实面目。

这篇文章讲述了法布尔在观察螳螂时发现了什么。最初螳螂
不是一种温和的动物，而是一种温和而残忍的动物。它用两
条腿杀死猎物。无论什么东西比它身边经过的小，它都会背
叛自己，用致命的武器杀死它。螳螂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武器



对付捕捉它的人，给他们带来麻烦，使人类难以对付。抓住
这个小东西需要很多工作。

这篇文章讲述了螳螂和蝗虫之间的战斗。螳螂摆出露出牙齿
和爪子的姿势，准备与灰色昆虫搏斗致死。螳螂把眼睛对准
敌人，盯着他的俘虏。即使蝗虫稍微动了一下，它也会立刻
转过头来。其目的'显然是增加对手的恐惧，从而在战斗开始
前对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使敌人因恐惧而处于劣势，从而
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结果，蝗虫害怕直接死亡，被
螳螂吃掉。螳螂虽然很小，但似乎知道如何使用心理战术，
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这完全符合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所
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螳螂不仅吃比自己小的昆虫，还吃自己的同类！当同类人互
相残杀时，“观众”饶有兴趣地看着，甚至有些人渴望尝试。
当同一类人杀害自己的同胞时，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脸或心。
他们非常冷静和镇定，好像杀死他们的同胞是理所当然的事。
螳螂甚至有吃丈夫的习惯。雌螳螂吃完丈夫后，只留下两只
薄薄的翅膀。在我们看来，杀害同类是极其残忍的，永远不
会被允许的。然而，螳螂被迫这样做是为了后代的繁殖。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了解到虽然有些动物很小，但它们有自
己的智慧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和我们人类没什么不同。

螳螂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阅读了一本名扬四海的名著，它就是由法国昆虫家，
法布尔写的《昆虫记》，这本书活灵活现的描写了许多昆虫
的生活习性和外形,生动的将一个个昆虫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螳螂》这篇描写昆虫的的文章。

这篇文章讲了螳螂的生活习性和样子，还向我们介绍了螳螂
的凶恶与能干，让我明白了许多关于螳螂的知识。



螳螂看起来像一个温柔的妇女，但是，它真正的性格，却是
一个凶恶的暴君。他在平常，会把双手放在胸前，警告那些
想要打它的注意的动物，它可不是好惹的。可是当他进攻时，
它会张开双臂，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这时，他会趁着猎物
发呆时，一个猛扑，把猎物送入自己的口中。

《昆虫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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