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绿色蝈蝈读后感(优秀8篇)
发言稿可以通过措辞和语气来影响听众的心情和态度。发言
稿的开头和结尾应该怎样进行构思，才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这些范文融合了思想深度和文笔优美，是我们学习发言
稿写作的好材料。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篇关于仿写《绿色蝈蝈》写蚂蚁的作文，正因为这样，
后来人们把“蚂蚁搬家”编成故事，在生活中广泛流传，目
的在于：学习“蚂蚁搬家”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当我
们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无疑把蚂蚁
搬家的故事当成了克服困难，拼搏进取，力争取得最后成功
的动力源泉！更多关于仿写《绿色蝈蝈》的作文尽在巨人。

在所有的小动物中，对蚂蚁是熟悉不过的了。不仅熟悉它的
外形，更敬佩它们那种团结合作、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不
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蚂蚁，从外观上看是一种很小，很不起眼的小动物，外形分
为头、胸、腹三部分，有六足。它们之间靠气味、声音、触
摸等交流。它们以昆虫、花蜜、植物的浆液为饮食。它们具
有很强的生命力，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生存。

蚂蚁最突出的品格就是最具有团结合作、不怕困难、吃苦耐
劳的精神。突出表现在蚂蚁搬家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每到阴
天下雨前，蚂蚁们就开始在自己的家门前匆匆忙忙的出出进
进。只见每个蚂蚁的嘴里都含着一些东西，有单独行动的，
有两个蚂蚁联手的，还有就是更多的蚂蚁嘴里叼着同一种东
西，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调一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的。
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一件很大的物体，如果靠一两只蚂蚁
是无法完成运行任务的。所以，它们看到需要搬动的大物体，
如同军人听到命令一般，同时奔向这个大物体，同时蕴力，



同时前行。又如同齐喊着口号似的，迈着统一的步伐向前运
行。无论在前行的过程中路途多么遥远，途中遇到怎样的困
难，它们都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绝不退缩，直至完成它
们的预定任务，顺利到达目的地方可罢休。

正因为这样，后来人们把“蚂蚁搬家”编成故事，在生活中
广泛流传，目的在于：学习“蚂蚁搬家”的精神，也正是这
种精神，当我们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无疑把蚂蚁搬家的故事当成了克服困难，拼搏进取，力争取
得最后成功的动力源泉！

可以说，从始至终，我对蚂蚁这个小动物总是“情有独钟”！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小品文。作者采用生动活泼的笔法，把
蝈蝈写得活灵活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也是法布尔《昆
虫记》整部书的特色。鲁迅曾把《昆虫记》称为“讲昆虫故
事”“讲昆虫生活”的楷模。周作人说：“比看那些无聊的
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的确如此，法布尔笔下的
蝈蝈是鲜活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
爱。

先让学生认真地把课文读一遍，画出生字词。然后读第二遍，
画出自己认为最精彩的`段落或句子。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
切实地感受课文内容。

作者用什么方法引出蝈蝈呢？第1段并没有写蝈蝈，是写在别
人欢度国庆的日子里，自己还没有忘记去观察昆虫。“我独
自一人”说明作者对他所热爱的事业是多么执著！搞科学研
究需要这样的精神。第2段写蝉在夜晚不再鸣叫，它要休息了。
突然，蝉的一声哀号引出了本文的“主人公”——蝈蝈。这
是多么富有匠心的写作思路！



从第3段开始介绍蝈蝈。作者采用拟人的手法来写蝈蝈。先写
它的歌声。蝈蝈的声音是“窃窃自语”，“像是滑轮的响
声”，“又像是干皱的薄膜隐隐约约的作响”，声音“喑
哑”“尖锐”“短促”“清脆”。当四周的蛙声和其他虫鸣
沉寂时，蝈蝈的声音则显得“非常柔和”。这些描述都表现
出作者对蝈蝈的喜爱之情。特别是“绿色的蝈蝈啊，如果你
拉的琴再响亮一点儿，那你就是比蝉更胜一筹的歌手了。在
我国北方，人们却让蝉篡夺了你的名声！”流露出了多么浓
厚炽热的感情！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三

傍晚又读了一篇文章。那是一篇说明文，而我向来不喜欢说
明文。看那篇文章只因为文章的作者法布尔。这篇文章叫
《绿色蝈蝈》，描绘了蝈蝈的叫声、外形、饮食习惯和生活
习性。

沉思间，又不禁想起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在我们五年级时所说
过的话。那天，我们学了老舍的说明文《猫》。下课后，她
举起一本《昆虫记》，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虽然不是记
叙文，但却别有一番滋味，值得一读。当时的我们不爱读说
明文，爱读故事。可现在想来，也应该读一读老师所说的名
著了。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四

《绿色蝈蝈》作者法布尔首先是个执著于追求科学、热爱科
学、献身科学的大科学家。以卖房子去买荒园并在荒园中观
察各色昆虫来度过残年，不正说明了上面的情形了吗？然而
如果作者在《绿色蝈蝈》文中将绿色蝈蝈描述成阴险的、凶
残的、灰暗的小昆虫，那么可读性势必大打折扣。换一句话
说，就是法布尔很有文采地从声音、颜色、口味、动态、个
性等方面来对绿色蝈蝈进行描写，是让我们喜爱阅读该文的
主要原因。



写声音，即写绿色蝈蝈窃窃私语、发出一阵非常尖锐而急促、
近乎金属碰撞般的清脆响声，称之为歌声、乐段是文采飞扬，
是悦人听觉。写颜色，即写蝈蝈的绿色，而不写蝈蝈的灰色、
褐色，这绿色是实写又是选写，写得阅人眼目，让人乐见。
写口味，即写蝈蝈的喜欢甜食。吃蝉则吃蝉的甜肚子，吃植
物则吃几片梨子、几颗葡萄、几块西瓜等，写得独特，是悦
人味觉。写动态，即写蝈蝈唱歌、拉琴，猛地一跳将蝉从树
上攻下来，有时甚至还看到蝈蝈非常勇敢地纵身追捕蝉，用
有力的大颚、锐利的钳子，不能把它的俘虏开膛破肚的情况
极少出现等，是文笔老练，写得富有生趣，悦人想象，让人
喜欢。写个性，即写绿色蝈蝈的机警、勇敢、悠闲、暴烈等。
其中，机警如捕到蝉而蝉不知，勇敢如进攻比自己大得多、
强壮有力得多的庞然大物，悠闲如唱歌、拉琴，暴烈如蝉吃
已逝同类。从一篇短文中读出了小小昆虫的个性，是文采斐
然，是让人适意。应该可以这样说《绿色蝈蝈》一文较有文
采，故而耐读。

从文学性角度来看。倘与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朱
自清《春》、老舍《济南的冬天》等美文作比较，我们总觉
得法布尔《绿色蝈蝈》还是不如它们写得美。要说法布尔文
采在课文中表现得并不比以上几篇文章逊色，然而问题主要
出在哪里呢？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法布尔是科学家，
他理智、冷静，文章撰写就平均用力、平铺直叙、详略不当，
是其症结所在。而鲁文等饱含激情、张弛有度，始终能引着
读者往下边走边读。也即纯粹从文采角度作比较，法布尔的
文章并不能与鲁文等相比肩。

再从科学角度来看。法文的科学性只介绍了捕食情况，还不
如纯粹从多侧面介绍绿色蝈蝈的捕食习性、身体结构、本领
用途等的说明性文章。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文本中不难解
读得出来。那么读了法布尔该文，我们觉得它又确实不错，
该又是什么原因呢？文采比不过纯文学家，科学性比不过一
般的杰出科学家，而法布尔成功之处正在于将文采与科学融
于一身，铸成一文。这是笔者的最深切感受。



联系现实生活来看。篮球场上，最精彩的自然是获得三分的
空心球，这真得要凭实力，也不排除运气成分；而获胜球队
主要靠那些众多的擦边球。再如一个教师执教过数学，后来
改教语文又当上了班主任，在抓各科平衡工作上比只会教一
门数学功课的教师更出色。反之亦然。港、澳等地区的语、
数教师必得兼教历史或地理等，固然是教育对教师综合素养
的需要，但让教师知道文理学习各有特点也是一层因素。对
我们学生而言，任何形式的文理偏科从提高人的综合素养方
面来说都是欠妥当的，除非文或理某一方面特别优秀需要加
强，否则文理并重对全人发展似乎更适合。

在文学上比不过人家，在科学上比不过人家；而在两者结合
部结合出成绩或者说杰出成就，是法布尔《绿色蝈蝈》一文
给我们的启示。这也是创新的真谛所在世界上本没有无基础
的创新，所谓创新只不过是将几个旧有事物的重新整合联系，
从而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法布尔《绿色蝈蝈》文章中文采
与科学的完美结合，给我们如何打好人生擦边球并发挥出其
最大价值启发很大。说近一点是运用这种方式、举措去搞好
学习，最应肯定。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五

法布尔用他毕生精力研究昆虫，他喜爱昆虫，以至于一生都
与它们相伴。法布尔穷尽一生写下了《昆虫记》，让无数读
者认识昆虫、接触昆虫、喜爱昆虫，让无数人对昆虫事业感
兴趣，给人类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昆虫世界。

回到课文，法布尔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巨著，实力不
看他的探索精神的，这一点单从他描写蝈蝈喜欢吃蝉肚子的
原因中就能体现。法布尔能够坚持他的梦想，为了他的梦想
拼尽全力，所以他成功了。

为了梦想努力拼搏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具有法布尔一般的
精神与品质呢?



就拿那一次跑步测试来说吧。老师一声令下，我就如同离弦
的箭般飞奔了出去——这都是由于争强好胜的心理。不一会
儿，全体同学就纷纷冲上了他们长达一千米的旅程。

不知是缺乏锻炼，还是跑步时气息没有协调好，刚跑完四分
之一的路程时，我便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后面几个穷追不
舍的同学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举超越了我。眼看着自己
被其他人无情的丢下，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拖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地跑至四分之三处，我顿感一空，眼前
一黑，身体就顺势而倒了。

漆黑的世界里，我感觉好像躺在了一张温暖暖舒适的大床上
又好像置身于赛马场中，几匹野马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不一
会儿，又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指不定又是什么比赛哪一个队
赢了。

紧接着，欢呼声越来越响，我猛的一惊，竟发现自己还在跑
道上。原来之前已经有同学冲线了，后来居上的同学越来越
多，我一咬牙，又重返了比赛。

这时，有一名同学紧跟了上来，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超过
我。我不再多想什么，双脚有力的蹬着地面，胜利就在眼前
了，我拼尽全身气力，一个箭步冲过了终点线。

这一次，欢呼声属于我。在一片掌声中，我铭记下：梦想需
要坚持。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六

翻开《昆虫记》，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昆虫世界。
《昆虫记》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
通过仔细观察昆虫的生活，并且详细的记录编写的。



《昆虫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奇而有趣的昆虫世界。它生
动描绘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让读者从中也学到了许多丰
富的知识，例如：蚂蚁和蝉之间抢食的斗争，知道了蚂蚁是
顽强的乞丐，蝉才是勤劳的生产者，发现田间的音乐是意大
利蟋蟀那歌声是“格里—依——依”“格里—依—依”这种
缓慢而柔和的声音，唱起来还微微发颤，使歌声更加耳动听，
让人想再听一遍。

读《昆虫记》这本书，我感到惭愧，因为我小时候非常不懂
事，而遇到昆虫就害怕得不得了。遇到小型昆虫我就会把它
踩死，玩得不亦乐乎。现在我开始慢慢地接触了昆虫，不再
那么胆小，也发现了许多昆虫的秘密，再加上读了《昆虫记》
对昆虫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昆虫记》向我们介绍了法布尔迷峦昆虫研究，揭开了昆虫
世界的许多奥秘让人惊叹不已。这是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
它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获取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葆文。
我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能像法布尔那样养成对每件
事多细心观察的好习惯，那么你我就会发现些前所未有的东
西。对大自然，对昆虫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引发对昆虫
的热爱，也让我明白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都需要和谐与友
谊。只有学会热爱自然，热爱小生命，人类才会有光明的前
景。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七

《绿色蝈蝈》一文，是法国著名作家法布尔的一篇作品，全
文围绕着绿色蝈蝈进行说明。文中既有准确详实的客观记录，
又倾注了他对绿色蝈蝈这一可爱生命的无限温情。

全文详细说明了蝈蝈的叫声、外形、饮食习惯和共居；一只
生动可爱的蝈蝈形象跃然纸上。作者虽然喜欢昆虫，但他并
没有根据自己的想法，将蝈蝈的特点篡改，而是根据实际，



将真实的绿色蝈蝈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作者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他为了清楚
昆虫的习性，不惜耗费几十年的大好青春。这不仅源于他对
昆虫的热爱，更是因为他想要实事求是地刻画出每一种昆虫。
试想一下，如果法布尔在观察蝈蝈时花上好几年，那么《绿
色蝈蝈》一文还能够展现出绿色蝈蝈的灵性吗？如果法布尔
没有用心、认真地观察各种昆虫，《昆虫记》一书还能够成
为自然科学界的一部旷世巨著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学习中,我们同样也要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件事情的对
与错、是与否、真与假；都不是我们可以随便下定论的。正
如古希腊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一样，虽然他推动了世界科学
的发展，但也是因为他成名后，被鲜花与荣誉冲昏了头脑，
不经过仔细求证就说出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等谬论。甚至因
为他的错误观点，还害死了几位捍卫真理的年轻的科学家。
一个错误就使欧洲的天文学几乎止步了数百年。由此可见实
事求是的重要性。

在生活中，实事求是显得更加重要。诸如轻信他人在市场收
获颇丰就认为一定会有盈利而倾家荡产的新闻早已不少见了。
但仍有许多人在社会上以讹传讹，最终害了别人。

只要实事求是地做好每一件事，那么有朝一日，你终会成功。
哪怕会耗费你的青春，这是为了给终将老去的自己留下一份
美好的回忆。

绿色蝈蝈读后感篇八

昆虫记是法布尔用尽毕生心血观察研究昆虫所写出的，其中
详尽的讲述了昆虫的特征，看完昆虫记，你知道怎么写一篇
昆虫记读后感吗？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昆虫记绿色蝈蝈
读后感8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



考！

“我开辟了荒石园来研究活生生的昆虫。在这里，我可以不
必担心路人的打扰，可以与蜂交谈，也无需耗费时间去远行，
无需急不可待的奔走，我可以编制进攻计划，设置埋伏陷阱，
每天时时刻刻观察实验效果。这就是我的愿望，我一直苦苦
追求的梦想。”这是一本语言诙谐幽默的传世经典，是一部
笔触细腻的昆虫史诗。它，就是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耗费28
年心血写成的《昆虫记》。法布尔从小就热爱昆虫，被世人
称为“昆虫界的荷马，文学界的维吉尔”。他拥有哲学家一
般的看，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和抒写。在
《昆虫记》中，我们看得到昆虫的微妙而又奇特的身体结构，
看不到枯燥乏味的科学性讲解。

蝉的一则寓言家喻户晓：蝉夏天不收集食物，而蚂蚁辛辛苦
苦地储藏过冬食粮，结果，冬天时蝉饥肠辘辘的去乞讨，但
还是冻死了。但在这本书里，事实却截然不同。蝉虽是自由
的歌者，但是它从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施舍生活。反而是蚂蚁，
它们就是一伙“强盗”;苍蝇向来是传染细菌的始作俑者，是
人们讨厌的对象，可谁知它俨然是一位自然的清洁工;萤火虫
在人们心中是纯洁浪漫的小使者，可它却丢儿弃女，对后代
不闻不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切疑惑，一切好奇，在《昆
虫记》中都可以了解到。《昆虫记》就是一个宝库，只要你
探索进去，不断开拓，一片闪耀如金的精神财富就会展现在
你的面前。

《昆虫记》可以教会我们许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在极尽笔墨
表现虫性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观了人性。我很喜欢从
中了解每一种昆虫各不相同、妙趣横生的习性，它的情节始
终使我聚精会神。法布尔的点滴文字也充满灵性，引人入胜，
富有创意，十分有感染力。它告诉我们，所有的虫子都和人
类一样，有着微妙的喜怒哀乐，有本能和直觉，为了在自然
中生存勇敢地与大自然抗争。所以，我以这本书的众多优点
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手中捧着这本书，就是捧著作者的心血;手中捧着这本书，就
是捧着云集世界上千万昆虫的知识。这本有趣的书，以昆虫
为琴弦拨响人类命运颤音，带领我们走进昆虫的辉煌殿堂。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题记

只要看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本记录昆虫的书，也可以从
侧面看出，此书的作者热爱昆虫，热爱大自然。与作者相同
的是，我也喜欢昆虫，于是，我翻开了书的扉页。

映入眼帘的是关于作者法布尔的介绍，他那热爱科学，热爱
大自然的精神使我萧然起敬。一个人，可以这么有毅力，真
的很不容易。看着如此厚的书，我不禁感叹道。

法布尔将自己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了研究昆虫，留下了这本旷
世巨作《昆虫记》。书中运用大量笔墨介绍了昆虫的生活习
性，描写十分细腻，语言生动形象，充满了诗意和情趣。其
中我特别喜欢描写蝉的那几章。法布尔先用寓言《蚂蚁和蝉》
引出下文，再写蝉的地洞以及蝉是如何挖地洞的，后来又写
蝉如何蜕变，再后来写了蝉的歌唱，我最喜欢这节，因为法
布尔开始研究实验了，他先找来五中蝉，再逐一分析、实验，
语言充满了科学性，段与段之间十分鲜明，没有一点断开，
连接十分紧密，令人回味无穷。

《昆虫记》里还有其他的昆虫，如螳螂、蚂蚁、蝴蝶……法
布尔对它们一视同仁，都很喜欢，并没有一丝厌恶的感觉，
由此可见，他真的十分爱昆虫，也特别爱大自然，如果一个
特别讨厌昆虫的人，还会写下这么富有哲理的书吗?还能有这
么坚持不懈的精神吗?不会了，所以法布尔是我们的榜样!是
我们热爱生灵、热爱大自然的榜样!

这时，妈妈走过来对我说：“宝贝，你在惊叹他的毅力对不
对?其实呀，一个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只要你有志趣，再多、
再大的困难你都可以克服，就像法布尔，他爱昆虫，有爱昆



虫的志趣，所以他就有了毅力写下《昆虫记》，可见，他的
勇气与决心相当大!”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妈妈看着我，笑
了：“那你有没有志趣?”我说：“当然，我的志趣是看书，
看好书!”

《昆虫记》语言十分幽默，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昆虫形象表
现得活灵活现。法布尔所叙述的昆虫习性来源于他的仔细观
察，他用心去观察，用他那细腻的心去观察，将昆虫的习性
完完本本地描写了下来，让人们知道昆虫。

哦，我懂了，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那么精彩，语言那
么诙谐、生动，形象那么鲜明，是因为他有一颗平易近人的
心以及爱昆虫的志趣。

人们都说：“多读书，读好书。”像《昆虫记》这样的书就
是好书，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看看。把读书的精神发扬光
大，使人们爱上读书，就可以为国家献上自己小小的一份力
量!

不知不觉，已经翻到了书的末页，我不由得感慨：这本书实
在太好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多读书，读好书!

读完了《昆虫记》，我还是放不下手中这本荡气回肠的“圣
经”。

对作者法布尔的了解，我知道的并不是很多。不知是不是因
为他出生在法国，所以名字中有一个“法”字。这位名震昆
虫界的博物学者诞生于一户贫穷农民家中，但这丝毫没有影
响到他今后的成就。从他小时候起，就对昆虫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也许是上天的注定，法布尔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他的昆
虫之旅。

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向好友借了一笔钱，举家迁至亚维
农北部的一片荒地，观察昆虫行为。做昆虫实验，法布尔凭



着自己坚强的毅力，花了四年的功夫，整理了二十多年的资
料，开始写《昆虫记》。于1879年出了第一卷。以后每三年
才出一册。1907年，第十卷问世。法布尔此时也成了一位白
发苍桑的老人，他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委员
会尚未来得及作最后决定，他便与世长辞了。也许是有一点
可惜，上天是有一点不公平，但法布尔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那《昆虫记》又是怎样的一部巨作呢?通过下面几位人物的评
论，便可大概说明。

法国诗人罗斯丹这样评论：“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家一般的
想，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写，《昆虫记》可谓是
一部昆虫的史诗。”

鲁迅先生说：“法布尔可谓是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之楷
模。”

现代中国学者华的评价是：“《昆虫记》不仅饱含着对生命
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某种精神，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
这就是法布尔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没有《昆虫
记》，人类的精神之树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是的，法布尔几乎将自己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部《昆虫记》
上，不管是原著还是学生版，文中都无时不体现出诗般的语
言，作者法布尔以孩子般天真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昆虫。他在
对任何一只昆虫的描写中，没有将它看做卑微的虫子。而是
将它们当作一个个宝贵的生命去看待。法布尔本着孩童的那
颗好奇心，从多个角度观察，描写昆虫，从而使人觉得这些
不是严谨的科学问题，而是诗，是童话。

在丰富的想象力下，法布尔同时也保持着科学工作者特有的
严谨态度，为了观察这些小家伙，观察到深更半夜是常有的
事，有时牺牲很大。例如为了弄清松毛虫粪便中的毒素，他
不惜将自己的手臂做赌注。他用纱布将那些粪便裹在自己的



手臂上三天三夜，以至于手臂烂掉，差点截肢……但正是在
他这种对自己不负责的“职业病”下，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难题。

我很欣赏法布尔的精神，现在想想，从前也有过类似的举动。

猴年马月前，我收到太阳能板的启示，以为晚上用强光照射
眼睛就能“充电”，这样就会有夜视仪的效果。于是，晚上
我跑到马路边，专门盯着别人的车灯看，殊不知别人将我当
成了“傻子”、、、、、、回家时，我信心满满，眼睛对着
周围一阵“扫射”，却什么也看不见。我对自己说:“别担心，
这只是升级的正常现象!”刚想完，就一脚踩空，滚到低矮的
田里去了。

《昆虫记》如今已有数十个版本，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畅销世
界。虽然，对昆虫了解的知识在现代远远超过了法布尔，但
百十多年来，他的《昆虫记》依然没有被逾越，可谓是一大
奇迹。也许以后也不会，这部灌透无尽汗水与心血的名著，
是个经典。

昆虫记是老师推荐的书，看了昆虫记后，里面的昆虫让我震
撼不已，原来昆虫的世界有那么多奥秘，它仿佛让我进入了
一个生动有趣和神奇的世界。了解到了昆虫不仅有情感，也
有战争，还有一些昆虫有超常的记忆力等。

昆虫有很深的情感，这让我回想起来很感动。比如黑腹狼蛛
妈妈照看孩子真不容易。狼蛛妈妈把还未生下的宝宝放在自
做的球球里，时刻挂在身上，有阳光的话，狼蛛妈妈用自己
的后足把自做的球球举起来，还不停的转动让每个宝宝都嗮
嗮太阳。狼蛛妈妈一次就能生二百多个宝宝，等宝宝生下来
后，每次爬出洞外去嗮太阳，总是背着一大堆孩子一起，从
不会把它们甩掉。狼蛛妈妈可真辛苦呀!

别看蚂蚁们个子矮小，看起来很善良。可不是这样的，红蚂



蚁就很厉害，与其说它们是小蚂蚁，不如说它们是强盗。红
蚂蚁不懂得如何哺育儿女，不知道怎样寻找食物，它们什么
也不会做，它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后代活下来的话，它们只会
去其它蚁类的家中抢走它们的蛹，不久以后，蛹蜕皮了，就
成为不辞劳苦的佣人。

有些动物象猫，蜜蜂，鸽子有超常的记忆力，把它们带到很
远的地方，它们都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其中猫的记忆力好的
惊人，作者法布尔收留了两只流浪猫，这两只流浪猫生了一
堆小猫，有一次他们搬家了，法布尔把一只猫送给了他的好
朋友收养。朋友把猫关在了家里，猫象发了狂，撞墙，抓窗
户。朋友的夫人很害怕。就打开了窗户让它走了。这只猫要
回家，它必须穿过半个城，而且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很多桥，
可要走桥的话就绕远了，为了尽快到家，猫奋不顾身跳进了
河里走水路，结果到家时已是一身泥。

读了昆虫记这本书，让我改变了对昆虫的看法，以前很讨厌
虫子，见了就像踩死，现在不是了，见了也想认真仔细观察。

我读的那本好书就是《昆虫记》，那位伟大的昆虫学家法布
尔的著作。这部著作描写了法布尔穷尽一生所喜爱，所追求
的昆虫世界。哦，法布尔多么可敬，他为了昆虫们可以说是
付出了一生，从没见过这么执着的人呢。

那本书真的让我着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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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人性关照虫性，又用虫性反观社会人生，将昆虫
世界描绘成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昆虫记》深刻地描绘许多种昆虫的生活：蜘蛛、蜜蜂、螳
螂、蝎子、蝉、甲虫、蟋蟀、苍蝇等。

《昆虫记》里的一段文字让我感叹不已，“在这个绿色的小
小世界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忙碌的小生命生生不息，在充满



泥泞的池边，随处可见一堆小蝌蚪在暖和的池水中嬉戏追逐
着;有着红肚皮的蝾螈也把它的宽尾巴像舵一样摇摆着，缓缓
地前进。”这段文字令我啧啧称赞，是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
大概是因为法布尔写的十分生动的关系，这些文字好像有生
命力一样，让我十分着迷，眼前好像也呈现出了许多片段，
真是十分吸引人啊。

《昆虫记》不仅仅充盈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某种
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求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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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科学诗人”法布尔谱写
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