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昆虫记读后感初三 初三昆虫记读后感
(实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昆虫记读后感初三篇一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何不
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以
下是小编整理的初三昆虫记读后感400字，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看名著看的是种内在的精华，如果你深入了这本书里面，其
实会发觉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里面。阅读是种精神的享
受，是灵魂的升华。对于名著尤其如此，希望大家多学习，
多多阅读名著，对自己提高修养都很有帮助！

每次，翻开手中的这本《昆虫记》，阅读到书中作者潜心研
究昆虫、观察昆虫的一幕幕时，我总是会被他所折服，《昆
虫记》是一部不朽的传世佳作。文章的语言浅显易懂，为我
们介绍了昆虫世界的各种趣闻逸事，是一部集知识、趣味、
文学、哲理于一体的散文集。这本书精选了有关红蚂蚁、蜜
蜂、蝴蝶、螳螂、金步甲、蜘蛛等各种较为在生活中常见的
昆虫，让我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学习了科普知识。

那么，我就说书中的建筑大师迷宫蛛吧。迷宫蛛也叫作圆网
蛛。它是个无与伦比的纺织工人，它用蛛网来猎取那些自投
罗网的小虫子们，坐享其成，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它的身体是灰色的，胸有两条宽阔的黑色饰带，饰带中间夹



着白道子和褐色的斑点，不过到快要产卵的时候，圆网蛛就
要搬家了，它结的丝囊色泽鲜亮、外观富丽精致。

在圆网蛛产完卵后，它最伟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约在九
月中旬，小蜘蛛们卵化出来了，但它们要在这个袋子里过冬。
岁月无情，母蜘蛛的食量渐渐小了起来，体力也不足了，虽
然如此，它还能维持四五个星期的寿命。但在离开这个世界
之前，它继续拖着蹒跚的步子不停地巡视。最后。在十月底
的时候，它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替孩子们咬破巢的墙壁，精疲
力尽地死去了。

读到这里，我觉得母蛛尽了一个最慈爱的母亲所应尽的全部
责任，我十分感动，母蛛的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母蛛伟
大的精神让我想起一句名言：世上最伟的力量就是母爱。

想到自已的母亲，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总是鼓励我，帮助我，我要感谢她。将来，我也要向她对
我一样地对她好。

昆虫记读后感初三篇二

在繁忙的世界里，我不能找到一丝的趣味。一年四季也只是
花开了，接着又落的过程。有时感觉生活很漫长，犹如日子
被放大了无数倍;有时生活又很匆忙，好比刚起床吃完早饭黑
夜就来到。哪怕有一个全新的事物也不能吸引我一丝的好奇。

生活就像被涂上了灰色。偶然的一日，我接触了法布尔的
《昆虫记》，生活那扇五彩缤纷的门便向我敞开。打开《昆
虫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活泼的小虫子，它们身手不
凡，姿态万千，而它们身后却有一个庞然大物——法布尔先
生。这位大家伙在用他的双手，把他对昆虫的所见所闻如实
记录了下来。



在他神奇的笔下，我看见了凶猛好战的'红蚂蚁;挂着美丽的
灯笼，捕猎心狠手辣的萤火虫;手提大刀，身披绿甲、对爱情
非常残忍的螳螂;为了迎接新生的儿女，辛勤劳作的圣甲虫;
在土下受尽四年黑暗，树上只享受五周光明的蝉……他的笔
如同马良的神笔一样，把虫子们描绘地栩栩如生。

法布尔为了把昆虫的习性、奥秘也展现出来，他又开始实验。
哪怕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哪怕它的谜最终也无人知晓，他想
尽一切方法去研究。就如他探寻红蚂蚁如何找到回家的路时，
他在蚂蚁回巢的路上设了一个又一个的关卡，反复更改计划，
仔细观察。

他为了探寻雄性大孔雀蝶如何预知伴侣藏身何处的秘密，他
实验了好几十次，转换好几种思路，直到蝴蝶生存的季节已
经过去，他就把希望放到来年。

合上书，法布尔的一举一动在我眼前掠过，从他忙碌而又认
真的背影中，我看到了自己的马虎大意：轻易地算错数学题，
写错生字，拼错单词。从他坚定而又执着的背影中，看到了
自己的脆弱渺小：一点小挫折都能让我情绪崩溃。那一刻，
我深深地被《昆虫记》，被法布尔的魅力折服。

《昆虫记》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昆虫层面的知识，还有文字背
后的作者，以及书外的我。用探寻的目光去看书吧，你总能
从书中发现自己的影子。让阅读点亮心灯，让书香润泽心灵。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

这是一部描写昆虫们的科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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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喜欢昆虫，而最喜欢的昆虫还是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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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捉的昆虫就是蟋蟀了。每次去南昆山，
我都会带回几瓶子的蟋蟀。可当时我只是感觉蟋蟀的声音很
好听，跳起来好玩而已，并没有去探寻原因。而《昆虫记》
这本书却告诉了我，是法布尔用他的探索精神给了我答案。
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他学习。

《昆虫记》这本一部记载着各种昆虫习性的书，是生物学之
中的一颗明珠!

《昆虫记》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伟大
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先生。当我看到法布尔写的《昆虫记》
时，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昆虫记》这本书，进入了一个神
秘、精彩的昆虫王国。

美丽的条纹蜘蛛，它可以射出五颜六色的蛛丝。为了建巢，
雌条纹蜘蛛用尽了全力，它甚至无力再进食了，过不了几天
就会死去。而它的孩子们会在温暖的巢里慢慢地孵出来，并
渐渐地长大。这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啊!

蟋蟀是一个厉害的“工程师”。它建筑家的技术可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人类觉得蚂蚁是昆虫中最会建筑的，可是，我
觉得蟋蟀比蚂蚁更会建筑。人类可能受到了蟋蟀的启发，建
筑了一座座别有风味的建筑物。

蜣螂是一位勤劳的“清洁工”，蜣螂也叫“屎壳郎”，还叫做
“神圣的甲虫”。大多数蜣螂都把粪便当做食物，有趣的是
美国的那种蜣螂却不以粪便为食，所以美国向中国进口蜣螂，
用来清洁牛、羊等的粪便。蜣螂真是人类清洁粪便的好帮手。

昆虫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受到了昆虫那伟大的母爱，昆虫的智慧，
昆虫对我们人类的帮助，以及昆虫和人类的和谐共处。假如
没有昆虫，就没有现在这个美好世界，可能就会没有人类的
存在。因为所有生物都有一个稳定的食物链，而昆虫就是食
物链的一个环节。如果把大自然比作一个水桶，昆虫就好比
一块木板，昆虫灭绝了，水桶就少了一块木板，水桶里的水
就哗啦哗啦的流了，我们人类就生存不下去了。人类为了自
己的生存，一定要保护昆虫，呵护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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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法布尔，他的《昆虫记》，《昆
虫记》又被译为《昆虫物语》，《昆虫学札记》，也被誉为
《昆虫的史诗》。

作为昆虫学家，法布尔是非常严谨而轻松的。他根据亲自观
察来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将昆虫鲜为人知的生活和习性生
动地揭示出来，使人们得以了解昆虫的真实生活情景。法布
尔写的《昆虫记》是优秀的科普著作，也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它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在作
者笔下，杨柳天牛想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
的短身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
儿操碎了心”，多么可爱的小生灵|：难怪鲁迅把《昆虫记》



称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值得一提的是，法布尔写《昆
虫记》除了真实地记录昆虫的生活，还透过昆虫世界折射出
社会人生。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死亡和繁衍，无不渗
透着作者对人类的思考，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全书充满了
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

“最终，角斗失败的一方会被胜利的一方从场心抛出。它必
须承受失败的厄运，它的头颅被撕开，成了征服者口中的美
食。在这场令人惊叹的大决斗之后，我留下那只得胜的塔蓝
图毒蛛达数周之久。双方从各自角斗的位置上撤退下来，但
是都保持威慑状态。”从这段话中介绍出了一种精明英勇的
塔蓝图拉毒蛛。为捕获它们，法布尔不得不与诡计多端的对
手斗智斗勇。通过仔细观察，法布尔了解到这种蜘蛛许多不
为人知的生活习性。细致的观察，精彩的叙述，细腻的描写，
都使我们不能不对这部生物学著作着迷。

昆虫，大家都一定见过吧!在路边，在树上，在草丛……随处
可见，可是你知道这些昆虫的名字和生活习性吗?想必你也不
大清楚吧。可是法国的一个小男孩——法布尔，却是一个了
解各种昆虫习性的“科学家”。他长大后还成了远近闻名的
昆虫学家，最终他将自己一生的收获都编进了一本书——
《昆虫记》。

这本书生动有趣地讲了各种昆虫的生老病死、生活习性，如
蚂蚁，蜜蜂、马蜂等等。它们全部被法布尔一一观察过，因
此法布尔也受了不少苦，一次他被一整窝的马蜂蜇了手。为
了观察红蚂蚁和黑蚂蚁的战争，一蹲就是好几个钟头，但是
这些苦都是值得的，他写出了昆虫界的“荷马史诗”，也让
人们更加了解了昆虫!

在这本书里，我最想说一说的一种昆虫就是——蝉。蝉在寓
言故事中总是像蚂蚁乞讨，不劳而获，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
是蚂蚁霸道!书中写到：有一天，蝉在树上吸食树的汁液，许
多昆虫见里都想来喝上一口，蚂蚁知道来立马爬到蝉的井边，



他们不惜用一切办法去霸占这口井，他们咬蝉的腿尖，爬上
蝉的后背，有的还想拔来蝉的“吸管”!最后，蝉被蚂蚁扰得
生气了，他离开了井，走之前还向蚂蚁撒了泡尿，你看蝉多
么清高，不与蚂蚁这些小人们计较。没想到蚂蚁是寓言中的
蝉，而蝉是寓言中的蚂蚁呢!

法布尔的这本《昆虫记》幽默生动地叙述了他对生命的热爱
和尊重，他描写的每一种昆虫都各具特点，例如：蝉是那么
的可爱、高尚，蚂蚁是那么的令人厌恶……他赞扬了蝉的这
种不为小事计较，宽容大方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去
学习!

昆虫记读后感初三篇三

正所谓，文题就是文眼，你题目起得好，文章自然能吊起人
的胃口。手中咖啡色封面的《昆虫记》，读后感的名字就同
他的内容一样不好写。无意间瞥了外公一眼，他老人家正对
着电视机荧幕上的《探索与发现》看的是津津有味。不过没
想到，就是这一瞥，给了我灵感。

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怀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情，耗
费了毕生心血造就了一本详细记录昆虫的本能特性，深入了
解纷繁复杂昆虫世界的《昆虫记》。对于我们来说，昆虫是
陌生的，对于女孩子来说呢，甚至是恶心的，所以我才认为
它不好写。不过这个“昆虫的史诗”每一章每一节都生动有
趣，浸透着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法布尔用人性观察“虫
性”，让我们深入了解昆虫界，法布尔又用“虫性”反观社
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昆虫的智慧似乎比人类要低
上很多个等级，但是他们有着同于人类的某些特质，比如说，
有着捧玫瑰花求婚的小伙子，还有着熊来袭击装死的。当然，
也有贪婪害己，向喜欢的.异性示爱，以及有敌人来临时急中
生智装死的昆虫等等。故事分为一个个的小章节，每个章节
都有不同的故事。看着看着，我便入迷了。



下面就来讨论一下我的文题。探索，探索什么?当然是昆虫界
的奥秘了!这本书中，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章节就是讲昆虫装
死。它们是怎么装死的啊?法布尔选择了一种昆虫——胆大凶
残的黑步甲。他曾三次把这只可怜的虫子从高处摔下，并且
仔细观察了黑步甲“装死”的姿态。他一共拿黑步甲试验了
五次，发现每一次他“死去”的时间都会比前一次要长一些。

真是个奇怪又搞笑的现象!如果是我，大概“游戏”到这一步
就会结束我的探索了。但是法布尔却不是。他继续做着实验，
通过更深入的探索，他居然发现，黑步甲的“装死”并不
是“装”的，而是真实的暂时麻木的昏沉状态。

真是不可思议啊!文章看到这里，就引出了文题的“发现”了。
确实啊，只有探索，才能有发现嘛!

这本书凝结了法布尔毕生的心血，生动地描述了昆虫世界，
其内容的深刻，无不令人佩服。

昆虫记读后感初三篇四

在寒假里，我再次阅读了《昆虫记》，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
著名昆虫家、文学家法布尔。

这本书向我们主要介绍了多种昆虫。《昆虫记》是一部不朽
的传世佳作。文章的语言浅显易懂，为我们介绍了昆虫世界
的各种趣闻逸事，是一部集知识、趣味、文学、哲理于一体
的散文集。这本书精选了有关红蚂蚁、蜜蜂、蝴蝶、螳螂、
金步甲、蜘蛛等各种较为在生活中常见的昆虫，让我在引人
入胜的故事情节中学习了科普知识。

那么，我就说说最吸引我的书中的建筑大师迷宫蛛吧。迷宫
蛛也叫作圆网蛛。它是个无与伦比的纺织工人，它用蛛网来
猎取那些自投罗网的小虫子们，坐享其成，可谓“得来全不



费工夫”啊!它的身体是灰色的，胸有两条宽阔的黑色饰带，
饰带中间夹着白道子和褐色的斑点，不过到快要产卵的时候，
圆网蛛就要搬家了。它结的丝囊色泽鲜亮、外观富丽精致。

四五个星期的寿命。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它继续拖着蹒
跚的步子不停地巡视。最后。在十月底的时候，它用最后的
一点力气替孩子们咬破巢的墙壁，精疲力尽地死去了。

读到这里，我觉得母蛛尽了一个最慈爱的母亲所应尽的全部
责任，我十分感动，母蛛的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母蛛伟
大的精神让我想起一句名言：世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母爱。

想到自已的母亲，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总是鼓励我，帮助我，我要感谢她。将来，我也要向她对
我一样地对她好。

《昆虫记》是一本值得我们中学生反复阅读的书籍，我在闲
暇时还会再次阅读的。

昆虫记读后感初三篇五

在这个欢乐的寒假中，我阅读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叫《昆虫
记》。它的作者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只有靠着这种精神，才能取得成功，还让我知道了
法布尔对昆虫的情有独钟。在他的笔下，那些小虫子都是有
灵气的，它们是纺织家、音乐家、歌唱家、猎手、建筑师等。
他的叙述既有科学性，又有趣味性，从而激发了我对大自然
的好奇心。所以这本书给我的启示很大。

今年寒假我去阿公家过年，发现阿婆还有老太太她们都在织
毛衣，看着她们一针一针熟练地织着毛衣，我心想：织毛衣



没什么大不了。于是心里有些痒痒，也想去学织毛线。自己
就去抽屉里拿了两根针，还有一团毛线。然后拿着这两样东
西兴致勃勃的去请教阿婆，阿婆耐心地对我说：“俗话说：
站有站像，坐有坐像，织毛衣啊就应该有织毛衣的样。首先
左右手各拿一根针搭在大姆指和食指中间，针要横着拿;再把
右手的根针戳进左手针上两条毛线的中间;接着拿右手的那一
段毛线在右针上绕一圈;最后将右针所绕的那圈往上一挑，这
样一针就织好了。第二针第三针也是这么的依次往后织。”
我谨遵阿婆教我的方法，可是学了老半天，还是织不出个所
以然来，不是掉了一针，就是毛线没挑起来。不一会儿我就
失去了耐心，心想算了吧。但我突然想起了前两天读的《昆
虫记》，主人公法布尔是靠着坚持不懈的精神，不轻言放弃，
最终才获得成功的。我也要向他学习，于是我就提起百倍信
心再次拿起了针线。

经过几十次的失败，不断的尝试，我终于学会织毛线了!感谢
你——《昆虫记》，让我又学会了一样本领。以后我一定要
多读书，读好书!

它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它熔作
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
昆虫、曰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
特有的眼光。

《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
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穷其毕生精力深入昆虫世界，
在自然环境中对昆虫进行观察与实验，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
本能与习性，他刻苦钻研，牺牲了自己私有的时间去观察昆
虫。《昆虫记》详细地描绘了昆虫的生活：如蜘蛛、蜜蜂、
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这给后世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使人类社会迅速走了现代文明。

一天清晨，看了《昆虫记》后，这本书使我十分着迷，原来
昆虫世界有这么多的奥秘，我知道了：凌晨，蝉是怎样脱壳;



屎壳螂是如何滚粪球的;蚂蚁是怎样去吃蚜虫的分泌物。还弄
清了：螟蛉之子是错误的，蜂抓青虫不是当成自己的儿子养，
而是为自己的后代安排食物。

接着往下看，《昆虫记》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螳螂是一种
十分凶残的动物，然而在它刚刚拥有生命的初期，也会牺牲
在个头儿最小的蚂蚁的魔爪下。蜘蛛织网，即使用了圆规、
尺子之类的工具，也没有一个设计家能画出一个比这更规范
的网来，丰富的故事情节使我浮想联翩。

看着看着，这些虫子们渐渐地清晰起来，我思考着：如果我
们保护环境，不污染环境，这些虫子是不是还会在呢?现在的
环境恶化，又是不是在以后还会有呢?我仔细地想着这彼此之
间的关系，这一次的阅读，《昆虫记》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
的门。

昆虫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为了他们，请不要去伤害昆虫!

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本书记录了昆虫真实的生活。故事情
节曲折奇异。在书中，我了解到昆虫世界里最傻最笨的是蝉，
最无情的是螳螂，在蝉产卵的时候，有一种比蚂蚁还要小的
虫子，当蝉产下它的卵，这些小虫子就把蝉卵作为食物，可
是蝉看见了虫子就在脚边上，却没有一点儿危机感，假如蝉
一脚把虫子踩死了，那样蝉卵也不会被虫子吃掉。

螳螂是个“坏家伙”，为了产卵，它会吞了自己亲人，更可
恶的是，它在一个地方产下卵后就走掉，也不会去关心自己
的儿女生活健康。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与人类截然不同的。
打我记事起，我的爸爸妈妈都很爱我，我家还有一个疼爱我
的姐姐。不仅如此，人间总有真情在，就算是互不相识的陌
生人，我们也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或者去帮助他人。说到
这里我想起一则暖心的新闻：几天前的一个中午，一位老伯
推着一辆四轮手推车，推车上坐着一个老阿姨。天突降大雨，
老伯疾步走过，一个正准备去吃午饭的七中学生看见了急忙



走向那对老人，用遮雨的布盖着老阿婆，把自己的雨伞给老
伯遮雨，而自己的背后却湿透了。他把俩位老人送到一处可
挡雨的地方，让老伯在此等候雨小点再离开，可是他没走几
步就看见老伯准备要冒雨离开，他怕老伯淋雨受寒，就让他
在这里等着，自己去附近买啦把新雨伞，把这把新买的雨伞
递给了老伯，看着老伯撑着伞走了，他才安心回去和同学吃
饭。

正是因为人人都有爱，我们的生活里才有亲情、友情……我
多么希望昆虫的世界里也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家，一份暖心的
爱。我还是希望螳螂一家能够团团圆圆地生活在一起。

今年暑假，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仔细阅读了《昆虫记》，
在读完这本书后让我认识了一位具有耐心、谨慎、精巧、机
敏的法布尔。更加令我最敬佩的是法布尔的精巧、细致，他
观察的每一种昆虫都写的那么详细，即便是很小的昆虫都写
得很生动细致，真的非常了不起!

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也体现了法布尔对
昆虫的痴迷：“一块地，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块不值钱的
土地，在法布尔眼里却是多么具有价值!这是他自己一直苦苦
追求的梦想，就是这一块土地!

法布尔用了一张胡桃小木桌陪伴他终老，这份执着与坚持也
见证了法布尔毕生对昆虫的痴迷与无悔。法布尔的昆虫实验
室在荒石园，法布尔的后半生就隐居于此，他用了毕生的精
力投入到荒石园中，并把荒石园打造成为了全世界自然爱好
者心中的圣地。

书中介绍了不同昆虫的不同习性和各自捕食方法，这来源于
在法布尔小的时候就对昆虫很痴迷。法布尔经常放鸭子时偷
偷地去捉甲虫、追蝴蝶。因此没少受到过父母的责骂，但他
仍然执着于对昆虫观察。法布尔经常把捉到的昆虫都用树叶
包着塞进口袋里，然后躲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地拿出昆



虫让它们活动起来，仔细观察昆虫的每一个细节并记录下来。

正是这种对昆虫的痴迷，逐渐把法布尔引入了昆虫学的最高
殿堂。因此，法布尔也创作了一部不朽的昆虫史诗——《昆
虫记》。法布尔事迹也告诉我们：选择任何一件正确的事情，
无论面临多少的困难，只要我们认真、细致、坚持并全力以
赴，一定会在平凡中成就伟大!

今天我和妈妈去了图书馆，在一个角落的书柜找到了一本书，
名为《昆虫记》。回到家后我和妈妈出于好奇，在网上大致
了解了一下这本书。《昆虫记》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作
家让·亨利·法布尔毕生的著作。法布尔的《昆虫记》有十
卷，直到1910年才出齐。由我国作家周作人第一次翻译引入
中国。

作者的写作感情色彩很平淡，清如水，通俗易懂，有时还会
幽默一下，我和家人分享时，都听的捧腹大笑。里面的故事
奇特，充满了奥妙，昆虫们一个个的登场，让我对书的热爱
只增不减。情节曲折新奇，如果可以把里面的昆虫全部换成
人，我敢说，绝不比科幻大片逊色!

看着昆虫像人一样的生活，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例如屎壳
郎是如何滚粪球;蚂蚁是怎样去吃蚜虫的分泌物的;禅是怎样
脱壳的等等……是作者认真记录昆虫的每一天每一夜将我带
进了这个出不去的科学“怪圈”。

同时作者也告诉我，科学不仅仅有机械电子，还有很多很多
人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在生活中细心观察就可以看到很多不
曾发现的有趣的东西，它让我对枯燥的生活又充满了热爱。
这次活动让我再次深刻领悟了读书是多么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