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昆虫记的读后感(优秀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一

今年暑假，我看了《昆虫记》一书，我获得了许多收获。

这本书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从事研究昆虫学，他用了一生
的精力，长期在荒山野岭收集了成千上万种昆虫的资料，如：
昆虫的生活习性和成长过程等等。最后撰写了科学巨著《昆
虫记》。

其中，我觉得最有趣的昆虫就是松毛虫了！它们也叫“列队
虫”，至于它们为什么叫“列队虫”呢，你先好好想想，再
来看我的答案吧！看！第一条松毛虫走到哪，其余的就跟到
哪。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中间没有一点儿空隙。它们总是
单行排，无论第一只松毛虫走的路弯弯曲曲、打转，后面的
松毛虫依然照做。就算是在原地打转了几天几夜，它们也都
照着第一只松毛虫做。松毛虫走路是都会一边走一边吐丝，
这些丝都是让它们回家时会更方便。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也叫
“列队虫”了吧！。瞧！这些小昆虫是多么的有趣呀！

通过看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在昆虫世界也有许多好妈妈，它
们为自己的儿女们到处寻找食物，就算在去世之前，也时刻
为自己的儿女们着想。比如捕蝇蜂妈妈，它的孩子会越来越
大，食量也越大，捕蝇蜂妈妈就得出远门给宝宝找食物，如
果找不到，宝宝就会挨饿。直到宝宝完全长大，繁忙的妈妈
才可以松口气。我的妈妈也一样，她每天辛苦地工作，照顾
我们，时刻为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操劳。



听完了我的介绍后，你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看这本书了吧？
说不定你的收获比我还要多呢！

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二

我目不转睛的浏览着著作《昆虫记》，昆虫的各种特征与蕴
含着的耐人寻味的哲理把我深深的迷住了！从而，我明白了，
原来每一种昆虫都是平等的。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精彩，甚
至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

昆虫们和我们一样，也在不断的说着话，唱着歌，跳着舞。
在属于他们的乐园里玩耍,在城市中飞行走路时，一座被遗忘
的花坛，或是一段还没整修的河堤……也许都有他们的身影，
也许连草根底下也会成为它们的乐园。

比如，的蝉。你或者会对它喋喋不休的歌声、厌烦，你或许
会捕捉它当宠物玩，蝉小小的生命或许会在你的手中终结。
但是你知道蝉的一生吗？蝉的一生要经过四年黑暗的苦工。
我们不应该去讨厌它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突然穿
起漂亮的衣服，张开美丽的翅膀，能在温暖的日光中沐浴是
多么的不易。

萤火虫，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昆虫，萤火虫有着色彩斑斓
的外衣，它的身体成棕栗色，胸部是柔和的粉红色，其圆形
服饰的边缘则点缀着一些鲜艳的棕红色的小斑点。它的肚子
顶端会发出微弱的光亮，就好像肚子里镶了一盏小灯。在宁
静的夏夜，经常会看到它们在草丛中游荡。

萤火虫长着三对短短的腿，它们利用这三对小短腿迈着碎步
跑动。雄性萤火虫到了成虫时期，会长出鞘翅，就像其它的
甲虫一样。而有的雌虫则永远都保持着幼虫阶段的形态，无
法享受飞翔的快乐。虽然我们人类强大，但我们不应该瞧不
起他们。



蜘蛛也很常见，他的形体雌雄悬殊甚大。大多数雄蛛都比雌
体小，有些种类雌体超过雄体1000—1500倍，所以蜘蛛交合
时，如同螳螂那样，雄体常有被雌蛛吃掉的危险，因此雄蛛
欲与雌蛛交合时，必须小心翼翼地事先试探雌蛛是否允诺。

世界上大约有4万种蜘蛛，除南极洲外，各地都有分布。它们
有的外貌奇丑、有的步履蹒跚、有的能走善跳，可谓千奇百
怪。蜘蛛丑陋的外表下有着聪明的脑袋。真是：“人不可貌
相，海水不可斗量！”蜘蛛帮我们维持生态平衡，是人类的
好。

读完了《昆虫记》让我最终明白，在这个世界，人与自然需
要和谐，人与需要。只有学会尊重，敬畏自然界中的大小生
命，人类才会有光明的坦途。这让我想到佛教中的一种思想：
叫众生平等。

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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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大开眼界。

书中，作者法布尔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昆虫世界，
一个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这本书详细记载了昆虫的生活习性、
捕食方法等。作者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他甘愿自己一生清
贫，却用自已的一生去观察昆虫、了解昆虫。法布尔对昆虫
的热爱与执着深深的打动了我。

在作者眼里，苍蝇是“环卫工人”，对大自然有贡献，管虫
会自己穿衣服，赤峰竟然可以给食物保鲜，甚至在作者看来
一些昆虫是比人还聪明的……这一切，都让我赞叹与惊讶。

读了这本，我发现书中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作者对大自然，对
昆虫的喜爱与敬佩。法布尔以人类的视角，展现昆虫的灵性。
让我们对昆虫有了新的认识，也对这个神奇的大自然产生了



兴趣与好奇。可以这么说，这本书是作者对昆虫、对自然的
热爱与尊敬。

《昆虫记》这本书是一部文学巨著，更是一部科学百科。我
们要像昆虫们一样：有着不服输的精神，有着坚韧不拔的意
志力。

像作者法布尔一样：有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物的尊敬！

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四

寒假里，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这本书介绍了许多昆虫
的生活习性，让我了解了许多昆虫世界的奥妙。（点评：开
头说明读书收获。）

《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是法国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他耗费了一生的时间，终于写出了《昆虫记》这本巨著。
《昆虫记》中，有萤火虫，有黄蜂，也有象鼻虫、蝗虫、蟋
蟀……数十种昆虫都作了详细的介绍。（点评：简单介绍书
籍内容。）

法布尔虽然是一个动物学家，但他的文笔流畅、优美。如
《萤火虫，草丛里的星星》这篇文章，作者把萤火虫的脚比作
“蔷薇花的指头”，把它那会发光的小灯比做“一盏希望的
灯”。法布尔的比喻形象又贴切，读来让人如临其境。文章
还详细地解释了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它是怎么捕捉猎物的，
它身上有什么特殊器官……生动的语句，准确的用词，我仿
佛看到一个个精美的昆虫视频。（点评：评论作者行文用笔，
引出下文的收获和体会。）

法布尔的《昆虫记》让我明白了细心观察和生动表达的重要
性。有一次，老师叫我们写一篇小动物的作文，我回到家就
把养着小金鱼的鱼缸摆在桌子上观察起来。我发现小金鱼在
游动的时候尾巴都是撑开的，真想一条大大的宽摆裙子。我



便在作文里写“小金鱼游动的时候尾巴一摆一摆的，就像一
个穿着宽摆裙的小公主在水里巡视。”这一描写得到老师的
肯定。（点评：举例说明自己的读后收获。）

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都值得我学习，没有仔细的观察，
没有坚持不懈，法布尔就不可能写出震惊世界《昆虫记》来。
（点评：结尾升华主旨。）

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五

《昆虫记》是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这本书告诉我们许
多哲理，描述了昆虫世界的生存战争、产卵，非常生动有趣。
相信你看了一页，就入迷了，迷迷茫茫的进入了昆虫世界。
现在，我带你们去“采访”一下所有著名的昆虫，让他们给
你讲述精彩的故事……。

螳螂是一种很威武的昆虫，但是古代人民却称它为修女，就
连做事稳当的我，也感到惊讶。螳螂非常的残忍，我要这样
来形容它：凶恶如猛虎，残忍如妖魔。捕猎比它大的多昆虫，
对它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就像一只狼面对一只比自己大十几
倍大象。不过一说到家庭的责任，螳螂就能算上一个好妈妈
了，它能为自己的宝宝准备结实温暖的巢和丰盛的食物。只
不过没有人类妈妈们的温柔体贴。

然后，就算的上可爱的七星瓢虫了。普罗旺斯乡下的女孩还
要用七星瓢虫来给自己算算未来，给七星瓢虫取了个很好的
名字，叫淑女虫。不过七星瓢虫有些残忍，你看，它正迈着
淑女小碎步，向一只蚜虫进攻呢！

我还喜欢赛西蜣螂。有着做父亲的本能，不像别的昆虫，结
完婚，就瞎晃去了!可他却不是，把孩子养大才走，让我很感
动。

其实昆虫世界也是打打杀杀的，非常恐怖，一般是体会不到



的，只要你用心看，就能体会得到。但是，有时候，昆虫也
会有软弱的一面。

昆虫记的读后感篇六

开学几天了，我又读了一遍法国作家法布尔所写的《昆虫
记》，我那么喜欢这本书。通过读昆虫记我懂得了许多知识：
小蜘蛛怎样从妈妈的卵袋中孵出来；胭脂虫怎样度过属于它
的冬天；蝉的寿命最长为什么可达17年之久；蜜蜂怎样筑巢；
蝴蝶怎样孵化……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妙趣横生、回味无
穷。

法布尔主要从昆虫的产卵、孵化、食物、生活习性等方面来
描写的。法布尔笔下的昆虫被描写得很形象、很生动具体。
他经常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甚至还运用了排比、联
想、反问等各种各样的修辞方法。如果不读《昆虫记》，对
于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在生活中会有了缺憾，无法了解
到那多姿多彩、五光十色的昆虫世界，无法了解到昆虫王国
里那些神秘而又友好的昆虫朋友了。

刚开始看《昆虫记》的时候，我很不耐烦，觉得作者的语言
让人看不懂。可是慢慢的`，我发觉我已经渐渐爱上了阅读这
本书的感觉，我仿佛已经融入了昆虫的世界，仿佛正在和那
些可爱的小昆虫一起游乐。这本书有种特殊的魅力吸引着我，
使我对它爱不释手。书中我最喜爱的是描写蜜蜂的故事。

法布尔分别写了隧蜂、切叶蜂、黄斑蜂、沙泥蜂、节腹泥
蜂……他们的捕猎的方式不同，习性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他们都非常疼爱、非常关心自己的小宝宝。最
令我感动的一篇是《看门户人家》，里面描写的的是隧蜂宝
宝已经长大，当它出去外面采蜜时，它面前蜂巢的“门”就
会自动打开；当它回到家的时候，那扇“门”就会自动关上，
他一直在保护着隧蜂宝宝。那扇“门”究竟是什么呢？它…
其实就是隧蜂宝宝的妈妈。



他们的母亲不能外出参加大家的劳动，就自愿当起看门人，
不让陌生人随意进出它们的家，母亲是多么伟大，我们的母
亲又何尝不是那样呢？ 在自然界中，有无数像昆虫这样有趣
的动物，不妨让我们一一去了解。《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
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一部不朽的著作，也是
一部科学百科。

真是一部人见人爱的好书！

昆虫记的读后感篇七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名叫《昆虫记》的书，这是一位昆虫学
家的传世佳作。

这本书中深刻的描写了12种昆虫：螳螂、萤火虫、蟋蟀、蝉、
狼蛛等昆虫的本能、习性、繁衍、死亡，写到了一些我根本
不知道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其中，令我映象最深的就是萤火
虫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萤火虫是一种素食昆虫，只会吃一些树叶、
小草。可当我读完萤火虫这篇后，我才惊奇的发现——萤火
虫是肉食动物，主食是蜗牛。萤火虫吃蜗牛时先用嘴里的两
颗獠牙想蜗牛注射毒素，再用一种特殊化液把肉夜化，蜗牛
就这样成了萤火虫的美食。大家一定都想知道萤火虫为什么
会发光。原来萤火虫会发光是因为它的发光带上有一层白色
涂层，是由非常细腻的颗粒构成，白色涂层供了可氧化物质，
异管则输入了气流，当氧化物质与气流相遇，便产生了光。

让我感动的就是螳螂了。螳螂是个捕猎能手，但在雌螳螂产
卵时，雄螳螂甘愿被妻子吃掉，以确保小螳螂可以健康出生。

在法布尔朴实、清新、诙谐的笔调下，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
被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大自然的声、色、形、气息等多方
面被描写得恬到好处，仿佛使我亲临19世纪法国的南部普罗



旺斯迷人的田园风光。在这本书中，我学习到了关于昆虫的
正确知识，可以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激发自己的阅讯兴趣
和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培养自己热爱大自然，乐于探索求知
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