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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人物形象设计心得与体会篇一

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蝉、蜘蛛、蜜蜂、蝎子、甲虫和蟋蟀等
昆虫的外形特点、捕食方法、配合生活习性、生育和如何求
偶的过程。每一章都深刻地描绘了几种昆虫，展示了这些昆
虫的生活情景。如：萤火虫有三条灵活的短腿，披着坚硬的
外壳，胸部散发着柔和的粉红色的光芒，每一节后面的边缘
点缀着鲜艳的小斑点。萤火虫喜欢捕食蜗牛，将蜗牛分解，
再吸食。此处，自然地插入了蜗牛各个方面的特点，雌性萤
火虫的灯光是用来吸引雄性的，配合完后雌性萤火虫便产卵，
将卵任意撒在地面或一片草叶上。

描绘完之后，法布尔很客观地评价了一句：哎，这些萤火虫
连一点家庭的温情都没有。幽默的.话语不禁让人噗嗤一笑，
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巧妙、间接地批评了萤火虫的性格。

法布尔不仅仅真实地记录下了昆虫的生活情景，更是在昆虫
的习性、劳动、婚恋、繁衍至死亡的全过程中，渗入从人的
角度观照昆虫的生活的思想。书中充满对生命的关爱之情、
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和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让
《昆虫记》注入了灵魂。

最近，我迷上了一本书《昆虫记》。以前我老是会问一些奇
怪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人不会飞，但小鸟总会飞……总之，
我老是把爸爸妈妈问的晕头转向。



直到有一天，妈妈为我买了这本昆虫记，我爱不释手。之所
以对他如此着迷，是因为不论我有什么奇怪的问题，都可以
在里面找到答案。

我读了昆虫记后，我知道了达尔文的进化是“19世纪自然科
学三大发现”之一，19世纪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
行其道的世纪。当时流行的理论是以自然选择、现象、生存
竞争为依据，认为本能是一种记得的习惯。法布尔却在昆虫
记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过去怎样，现在就怎样，将来也是怎
样。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满满洋溢着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地
球很大，有许多生命因为太过微小而被我们忽视，《昆虫记》
则告诉了我，即使他们很不起眼，一生也很短暂的，但只要
他们存在过，就同样值得我们尊重。

最近，爸爸给我买了一本新书，叫做《昆虫记》，我爱不释
手，只所以我对他十分着迷是因为“它”可以回答我各种各
样，奇奇怪怪的问题。

读了昆虫记这本书我知道了许多昆虫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
比如在田野经常闪烁的光，大家都知道是萤火虫的杰作吧！
以前我一直认为萤火虫是一种食草的动物，读了昆虫记之后
我大吃一惊——萤火虫竟然是肉食性动物，主要的就是蜗牛。
萤火虫先用嘴里的两颗牙像蜗牛注射毒液，再将一种特殊的
消化液将肉汤液化，这样蜗牛就成了萤火虫的美食。

这本书的内容还十分丰富，什么昆虫都有，红蚂蚁，黑蚂蚁，
白蚂蚁，这些小动物虽然微不足道，但他们的生活习性却让
我大开眼界，还让我知道了昆虫的许多生活本领，像屎壳郎
如何滚糞球，阐释入后脱壳的，有些昆虫十分恶心，有些昆
虫却十分有趣。

昆虫记的语言十分生动，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昆虫描写得活



灵活现。法布尔所叙述的昆虫习性源于它的仔细观察。他用
心去观察将昆虫的习性完完全全的记录了下来，让人们知道
昆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