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昆虫记读后感每章概括 昆虫记读后
感每章(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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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
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昆虫记读后感每章概括篇一

昆虫记描述了它们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惊人画面，展现了小昆
虫们精彩纷呈的日常生活，更表现出了法布尔对于昆虫的热
爱之情，看完昆虫记，写好一篇昆虫记读后感有很大的帮助。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昆虫记读后感每章100字”，下面小
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一个人耗尽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昆虫，已经算是奇迹了;
一个人一生专为昆虫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
迹。而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他的
《昆虫记》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昆虫记》是法国杰
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
作，不仅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

《昆虫记》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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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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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布尔对昆虫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他的《昆虫记》也让我
在读时仿佛自我就是一只在旁观的昆虫。每一只昆虫都有人



一样的情感。如：“已经慌了神的蝗虫，完全把‘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这一招忘到脑后去了。当你看见会动的叶子时，
是不是很奇怪呢如果你看见会动的木头时，会不会吃惊地张
大嘴巴呢其实，那会走的叶子是螳螂，瞧!它正在捕捉食物
呢!那会动的木头其实是被管虫在木头下头爬着寻找食物呢!
松毛虫一般都是排着队走的，并且还有一个“领队虫”。如
果领队虫干了什么事，其他的松毛虫也会跟着“领队虫”做。

《昆虫记》是法布尔以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他仔细的观察了
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并将观察
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终编写成书。《昆虫记》十大
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
虫的生活：_、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这
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没有哪位昆虫家具备如此
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
虫学造诣。若不是有为如此顽强的法布尔，我们的世界也就
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说我们幸运，还有更深的道
理。法布尔之所以顽强，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如果他放
弃了，丧失了自我那种精神，这世界同样不会出现一部《昆
虫记》。

《昆虫记》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世界，它不一样于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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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毛虫
的旅行，我看到他不顾危险捕捉黄蜂，我看到他大胆假设、
谨慎实验、反复推敲实验过程与数据，一步一步推断高鼻蜂
毒针的作用时间与效果，萤的捕食过程，捕蝇蜂处理猎物的
方法，孔雀蛾的远距离联络……一次实验失败了，他收集数
据、分析原因，转身又设计下一次。严谨的实验方法，大胆
的质疑精神，勤勉的作风。这一次，我感觉到了“科学精
神”及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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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离不开法布尔的辛勤努力，他凭着勇于探
索的精神，因对知识的渴求，日日夜夜的钻研昆虫，他的精
神也应值得我们学习。法布尔以往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
命，吃苦是否值得”为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我的九十
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
怕“牺牲”，“冒犯”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
个“真”字。在这本《昆虫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昆
虫的大千世界，更应当领略到的是法布尔“追求真理”“探
索真理”的精神。

暑假里，我又重读了《昆虫记》这本书，我再一次领略了昆
虫世界的神奇。每当我捧起这本书，就会沉浸在昆虫世界里
无法自拔。

这本书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麻醉师萤火虫》、《装死
的黑步甲》、《蝉歌唱的秘密》……而其中最让我沉醉的故
事是《蝈蝈的荤素食性》。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好奇：蝈蝈怎么会吃
肉类呢?它应该只吃植物呀。于是，我带着强烈好奇心去读这
个故事。

原来，全身绿色的蝈蝈是凶狠的杀手。它会用锋利的大颚紧
紧咬住昆虫，之后把猎物最肥的部分吞噬掉，只剩下腿和翅
膀。而且，蝈蝈一点也不挑食，它们还会吃水果，什么梨呀、
苹果呀，啥都吃。

读了这个故事，我好想外公也给我抓几只蝈蝈来，我也要像
法布尔一样仔细观察它们，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津津有味地
把猎物吞到肚子里去的。

《昆虫记》非常精彩，我相信大家也会喜欢上这本书的。



我读了《昆虫记》一书后，我知道了《昆虫记》的作者法布
尔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里，生活条件很差，但是他仍然生活
的很快乐，因为他可以在大自然中尽情地玩耍，学到许多书
本上没有的知识。

法布尔七岁时就被父亲送入学堂，在外头野惯了的小法布尔
一时难以收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成绩不好，但是小法布尔
是个很有志气的人，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别人花一分精力，
他就花两分精力，他的成绩就慢慢追上来了。

三十一岁的时候，他担任了教学工作。有一天，他带着孩子
们在外玩，看见了一个蜂窝，回想起他的童年，写出了《昆
虫记》。

《昆虫记》分蜘蛛的故事、蟋蟀的故事、蝉的故事和松毛虫
的故事。其中，蜘蛛的故事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里面详细描写了塔蓝图拉毒蛛、虎纹园蛛、狼蛛和蟹蛛
等蜘蛛的生活习性和外貌特征，比如蟹蛛捕食时，会用两只
长长的脚一边转动猎物，一边用丝缠绕猎物，直到猎物不能
动弹后，才用嘴上的吸管，吸取猎物的汁液。还有塔蓝图拉
毒蛛，会编织一张大网，等猎物撞上来后，它就会先用它的
毒牙毒晕猎物，然后慢慢地享用。

读了《昆虫记》一书后，不仅让我大开眼界，知道了自然界
还有那么多的昆虫，而且，每种昆虫都有自己奇特的本领。
还让我学习到了作者的热爱生活、勤于观察和不甘落后、刻
苦钻研的精神。使我深受启发，我要学习法布尔的这些精神，
努力学习，今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因为这本书很有趣味性，比如他把圆网蜘蛛比作纺织娘子，
比如屎壳郎偷粪球时的小聪明，可真有意思。

我最喜欢的一章，就是法布尔为黄蜂做的那个小实验。讲的
是有一天，法布尔在荒石园里的一条小路旁，看到一群黄蜂



在这里安了家。于是，法布尔用一个玻璃罩子把他们的巢穴
口罩了起来，想第二天再来看看结果。到了第二天，太阳出
来以后，黄蜂们从巢穴里一个一个出来，准备去捕食，但是
都被罩子挡了回去。

后来，有几只在外面过夜的黄蜂回来了，他们也进不去。于
是就想了个办法，从地下挖了个洞，回到了巢穴里。但是，
在巢穴里的黄蜂，就不知道怎么出来。

读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觉得又好笑又奇怪，为什么外
面的黄蜂知道挖洞进来，而里面的黄蜂就不知道挖洞出来呢?
看完后，我才知道，这是昆虫的生存本能起的作用。

这本书不仅有趣，而且知识点也非常丰富，读完真是让我受
益非浅，收获颇多呀!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金钥匙。阅读一
本好书，能净化人的心灵，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更芬芳。
每当我得到一本好书，我就会废寝忘食地看着，细细品味，
琢磨其中的奥秘。

一个宁静的早晨，一缕金灿灿的阳光透过密密麻麻的叶缝照
在我的书桌上，显得十分柔和。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欢
快地唱起了婉转的歌谣。我捧起《昆虫记》这本书，像是走
进了书的海洋，与书融为一体，不管时间的流逝，书像磁铁
一样牢牢地吸住了我的目光。

我不知看了多久，终于合上了书，眼前还不断浮现出书中那
一幕幕奇特的景象，“哇，原来昆虫和我们的生活这么相似
啊!”那一声声惊叹在我脑海中若隐若现。叽叽湫湫，叽叽湫
湫的虫声回荡在我耳畔。

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我似乎有成长了许多，我从一个害
怕虫子、讨厌虫子的小女孩长成了以为喜爱虫子，甚至敬佩



虫子的“青年”。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我认识了一群
全新的昆虫，它们不像我记忆中的那样，是富有灵性的。法
布尔向我们描述了许多昆虫的觅食、劳动等，几乎包含了昆
虫的一生，从中我也能深刻了解到法布尔观察昆虫时多么仔
细，用心;我能想象到法布尔为了观察蚂蚁，一动不动地拿着
放大镜在草丛旁待了一下午的艰辛;为了扑捉一只小虫，气喘
吁吁地追赶着，绊倒了也不管的执着……法布尔的精神让我
们肃然起敬。

《昆虫记》中，我认识了喝树汁的蝉，吃蜗牛的萤火虫，爱
吃莴苣叶的小蟋蟀……我也知道是我误会了蜜蜂，我不该用
相同的眼光对待所有的昆虫。蜜蜂早出晚归的采蜜是为了我
们，是让我们喝到那甜滋滋的蜂蜜，它那锋利的刺并不是为
了伤害人类，而是自卫;还有七星瓢虫，蝴蝶……如果没有它
们，我们会有这么多姿多彩的世界吗?长久下去，我们能好好
地存活下去吗?因此，我们要保护昆虫，让它们更好地造福于
我们的子孙后代!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多么有意思的《昆虫记》!我希望人们能
把昆虫当作永远的朋友，保护它们，与这些小生灵渡过一个
又一个美好的时光。

昆虫记读后感每章概括篇二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
亦是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著名作家巴金说：“它熔作者毕
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察虫性，将昆虫世
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作者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
来，以人文精神统领在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
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文
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书写成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
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没有哪位昆



虫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
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若不是有为如此顽强的法布尔，我
们的世界也就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

说我们幸运，还有更深的道理。法布尔之所以顽强，是因为
他有着某种精神。如果他放弃了，丧失了自己那种精神，这
世界同样不会出现一部《昆虫记》。

《昆虫记》中对昆虫的细节描写更是令人不得不佩服法布尔
超人的观察力，如蝉和蚂蚁乞讨粮食时的狼狈形相：“蚂蚁
站在门槛上，身边摆放着大袋大袋的麦粒，正调过脸去背对
前来乞讨的蝉。那蝉则伸着爪子，唔，对不起，是伸着手。
头戴十八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琴，裙摆被凛
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蝉的形象。”这段乞讨的
描写真是惟妙惟肖。

更令人赞叹的是，法布尔对昆虫倒挂姿势的描写：如在金属
笼子里，椎头螳螂的幼虫停在一个地方后姿势始终如一，毫
不改变。它用四只后爪的爪尖钩住网子，后背朝下，纹丝不
动，高高挂在笼顶，四个悬点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倒挂
栖驻姿势是如此艰难，然而苍蝇的倒挂姿势却截然不同。苍
蝇虽然也抓挂在天花板上，但是它总要抽出时间松弛一下，
随便飞一飞，操起正常姿势走一走，肚皮贴地，肢体舒展开
晒晒太阳。法布尔对昆虫的描写，真是细致入微，令人赞叹。
试问一下，那个人没看到过苍蝇倒挂的姿势，但又有谁去注
意它呢?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对上千种昆虫进行了细致入
微的描写，这也正是法布尔的成功之处。

然而，法布尔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一生面临着两大
难题：一是“偏见”，二是“贫穷”。法布尔勤奋刻苦，锐
意进取，从农民后代变成一位中学教师：中学教书二十余年
他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出色的论
文。尽管如此，他想“登上大学讲堂”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
开辟独立的昆虫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教育，科学



界权威们，骨子里看不起他的自学学历，看不贯他的研究方
向。这种漠视与某些人的虚伪，庸俗，妒嫉心里合拍，长期
构成对法布尔的偏见。法布尔生在穷苦人家，靠自己打工，
读完了小学，中学;成年后只靠中学教师的工资，要后七口之
家的生活，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然而，发布
而没有向“偏见”和“贫困”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
知识储蓄，坚持不懈地观察试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
一次回击“偏见”。他挤出一枚枚钱，购买坛，罐，箱，笼，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极了研究资料，化教书匠之
“贫困”为昆虫学之富有。

他为了完成《昆虫记》几乎是牺牲了一切。他没有抓住一生
中出现的许多机遇去巧取功利，过上幻想中的“好日子”却
安于清苦，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甚至不惜把一家老小也捆在
自己这张“板凳上”。

法布尔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为
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己的九十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
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牺牲”，“冒犯”
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个“真”字。追求真理，
探索真相，可谓“求真”。求真，这就是“法布尔的精神”。

在这本《昆虫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昆虫的大千世界，
更应该领略到的是法布尔“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精神。

昆虫记读后感每章概括篇三

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学到了很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尤
其对《昆虫记》里的狼蛛印象深刻。狼蛛是有毒牙的蜘蛛中
的一种，它们咬猎物的时候很精准，那么你有什么昆虫记读
书心得呢？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昆虫记每章读后感250
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昆虫记》让我眼界大开,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理解问
题的深度也超越了以往.我觉得 《昆虫记》是值得一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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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昆虫学和文学禀赋于一身,熔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
炉,昆虫学家法布尔以人性关照虫性,千辛万苦写出传世巨著
《昆虫记》,为人间留下一座富含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
散文宝藏.

我读过《昆虫记》，上面很多昆虫秘笈。“昆虫是好的，害
虫不能保留，密封不怎么好，因为它蜇人后会死去。圆网蛛
不友好，上钩的动物都吃，除了高级动物(人)。不要伤害昆
虫，“亮尾巴”的尾巴可以发光。

有一些人会用解剖，分类等方式把昆虫弄成垃圾。这本书真
不错。

轻轻合上《昆虫记》，我却仍然沉浸在法布尔引领我走进的
昆虫王国，一只只可爱的昆虫仍在我的眼前嬉戏。是什么让
法布尔获得许多名人的赞许?是什么让他为我构造出了一个如
此活灵活现的昆虫世界?难道仅仅是他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吗?
不，这里还包含着法布尔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 法布尔——
这个人类杰出的代表，耗费其一生的光阴，就为了为这众多
平凡的自然界子民——昆虫谱写一部精彩的生命乐章。法布
尔用他“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
感受与抒写”，为我们缔造了一个昆虫的乐园。从字里行间
我们都能深深地感受到法布尔对生命的敬畏，以及他相信科
学、注重观察和尊重真相的精神。顿时，有一种深深的敬仰
之情从我的心底蔓延开来。

第一次读昆虫记不知怎么的就吸引了我，这是一部描写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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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里面各式各样的昆虫迷住了。



他们有的凶残，有的温柔;有的坚强，有的软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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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让我感到放大镜、潮湿、星辰、昆虫气味的存在。四月刚
过，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蟋蟀在田野里歌唱，那动听的歌
声使任何人都陶醉，连法布尔也想把春天歌唱家的荣誉给蟋
蟀。

蟋蟀为什么能弹出那么动听的歌声呢?别以为蟋蟀的“乐器”
有多复杂，其实蟋蟀的乐器很简单，蟋蟀的弓上的一百五十
个齿，嵌在翅膀对面的梯级里，使四个发声器同时震动，下
面的一对直接摩擦，上面的一对是摆动摩擦的器具它只用其
中的四只发生器就能将音乐传到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可以想
象这声音是如何的洪亮!蟋蟀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法布尔曾经
想把蟋蟀的左翅膀盖到右翅膀上，让蟋蟀变成左撇子。可是
第二天，法布尔发现这昆虫竟有着坚强的意志，实在不可低
估。

蟋蟀它们陪伴着我，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它们从来不诉
苦、不悲观，他们对于自己的住所及那把简单的四弦琴都非
常满意。

蟋蟀是一个哲学家，它们似乎懂得这个世界的虚无缥缈，并
且都能开盲目地疯狂的追求快乐的人扰乱。它们是土地的灵
魂，一个活着的微点……最小最小的一粒生命，它们的快乐
和痛苦，比无限大的天空更引起我的注意，更让我无比的热
爱它们。

《昆虫记》是一部记载着各种昆虫习性的书，是一片雄伟的
巨作，真让我爱不释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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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读后感每章概括篇四

作品主题

《昆虫记》不仅仅浸溢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某种
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这就是
法布尔精神。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
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作品影响

法布尔以生花妙笔写成《昆虫记》，誉满全球，这部巨著在
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这部巨著所表述
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
法布尔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分散文的形
式记录下来，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
所进行的斗争，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
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
想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书写成多层次意味、全方
位价值的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没
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
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昆虫记》作者被当时



法国与国际学术界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在晚年法
布尔出版了《昆虫记》最后几卷，使他不但在法国赢得众多
读者，即使在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昆虫记》作者的大名也
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文学接尊称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
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
选人。可惜没有等到诺贝尔委员会下决心授予他这仪大奖，
这位歌颂昆虫的大诗人已经瞑目长逝了。

《昆虫记》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他被誉为“昆虫诗人”，
我国也翻译出版了他的大量作品。

《昆虫记》是法布尔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虫
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然后以其观察
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后编写成书。《昆虫记》十大
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
虫的生活：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

昆虫记读后感每章概括篇五

俗话说：“读书的孩子聪明，聪明的孩子爱读书。”这个暑
假，我读了一本《昆虫记》。

在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第一篇，叫《我和我的工作
场所1》讲的是法布尔从小喜欢渺小的昆虫，从此以后他就认
真仔细的观察着昆虫。直到有一次，法布尔上了山，突然间，
他看见山上有许多纯蓝色的鸟蛋，于是就一伸手拿走了一个。

在路上，法布尔见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问他：“你手里
拿的是什么?”他笑着说“是鸟蛋，我只拿了一个，剩下的等
他长出羽毛我再去拿!”“孩子，小鸟、野兽都和我们人类一
样都是有生命的你拿走了鸟蛋就是等于你白白浪费了一个生
命!” 老师说。



听了老师的话法布尔马上把鸟蛋送回原处，做了一个永远诚
实的法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