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虫记手抄报(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昆虫记手抄报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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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作家巴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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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抿一口茶，心情略微激动地开始阅读一本书——《昆虫记》，
它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
部不朽的着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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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
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本书的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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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
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
不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
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
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就是这样一个奇迹让我深深地
感受到：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
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



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

而且，这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它的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
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在作者的笔下，杨柳天牛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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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毒
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
慢了，他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难
怪鲁迅先生将《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昆虫记手抄报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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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作家巴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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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记手抄报篇三

一个希望优秀的人，是应该亲近文学的。亲近文学的方式当
然是阅读。阅读那些经典和兴作，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
俗不同的气息，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

我有这样一本《昆虫记》。开始我对昆虫一点兴趣也没有，
买时我还说自己绝对不会看这本书，可经过我和这本书的互
相认识，我便对它爱不释手。《昆虫记》出版至今已有十多
种版本了哦！提起昆虫，有人会说：“我可喜欢小昆虫了，
还常逗它们玩呢！”有人会说：“我可害怕昆虫了。”这本
书就是让喜欢的人了解昆虫，让不喜欢昆虫的人喜欢昆虫。
作者法布尔是一位法国人，他从小就酷爱昆虫，有一次，他
去赶鸭子时，发现了一种稀有昆虫，可手上已经满是昆虫，
于是，他把一只昆虫叼在嘴里。尽管昆虫发出苦涩的液体，
他还是硬着头皮回家了呢！

让我们做一个希望优秀的人，一个亲近文学的人，一个得到
与世俗不同气息的人！



昆虫记手抄报篇四

当我读完《昆虫记》这本书后，有了一个很大的感想——实
践出真知。

《昆虫记》这本书主要记载了法国昆虫学家让·亨利·卡西
米尔·法布尔自己对昆虫的研究。作者法布尔通过亲自的实
践，揭开了昆虫世界的许多奥秘。

书中作者验证松毛虫是通过它们沿路吐丝所织成的丝带引导
自己回到窝里时，他是通过实践去探究的。最后，他得出了
结论：松毛虫是靠沿路吐的丝来回到窝的。书中说到“昆虫的
‘自杀’”时，作者通过实践去检验了“蝎子自杀”这一说
法。结果发现，蝎子并不知道自杀，人们被它那只是突然失
去生命力的假象蒙骗了。

是的，实际上很多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比如古
人看见日月星辰东升西落，以为它们都是围绕地球转的，后
来还出现了“地心说”。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
我们会被问题的假象所迷惑，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实践
才能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

在生活中，我也遇到过很多令我疑惑不解的问题、不知真假
的说法等。其中，有很多我也是通过实践去得出结论的。比
如我之前做物理作业时遇到一道题不会做，我便寻找材料，
通过实验得出了答案。后来评讲时，我的答案真的是正确的！
所以，实践真的能出真知！

是的，40年前，历史也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读了这本书，我
更懂得了：我们应该多动手，多实践，并分析实践结果，从
而得出结论。这样不但能让我们知道结论，而且这样的结论
才是具有权威性的！



昆虫记手抄报篇五

《昆虫记》是法布尔一生的巨著。我最喜欢第一篇的蝉和蚂
蚁的寓言。

譬如，有谁不知道蝉的？起码也听闻其名吧。它那钟情于歌
唱而不顾未来如何的声明，早在我们训练记忆之初便已被当
做素材了。人们用易学好懂的短小诗告诉我们，当寒风四起，
严冬来临，一无所有的蝉便跑蚂蚁那喊饿求食去了。蚂蚁说
了两句简短却粗俗无情的话语：您先唱了又唱！我听着舒服，
好呀，您现在就跳吧。这两句话给蝉带来的声誉远胜于它精
湛的演唱技巧。这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永不磨灭。

蚂蚁虽然不会像蝉那样在树上高歌，炫耀自己。但它会为自
己的未来做准备。所以我要向它学习，也向法布尔学习，坚
持不懈，就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