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 昆虫
记读后感(模板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一

我独自坐在一个花园里的长凳上，观察起眼前的景象：树上
的蝉不见踪影，却可以从声音中了解到它们的勤奋；野花上，
蜜蜂上下飞舞，不知疲倦地忙碌着；草地上，一块面包屑被
许多蚂蚁所占领。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盛夏中体现出来。

这景象使我想起了有关昆虫类的书——《昆虫记》。

这本书的作者是誉满全球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法布尔
以轻松诙谐的语调，生动活泼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昆虫的
本性、习性、劳动等，描绘了各种昆虫多姿多彩的生活：勤
劳的舍腰蜂、“歌唱家”蝉、“音乐家”蟋蟀、美丽的大孔
雀蛾……他将昆虫世界提供人们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
想的美文。

看《昆虫记》以前，我一直是个很惧怕昆虫的人，因为它们
的外形实在不怎么美观，导致我对昆虫错误的概念。还好，
法布尔这位昆虫学家告诉了我“虫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
量”的大道理。原来，昆虫是那么有趣。在品读昆虫世界的
同时，我发现最可贵的不是昆虫的精神，而是法布尔的精神。
记叙一个昆虫的脱变，掌握一个昆虫的习性，不是简单的几
分钟，其中，需要观察者具备持久的耐性和对昆虫的狂热。
令我深思的，令我沉醉的、令我发笑的，不是昆虫本身，而
是法布尔超乎常人的想象力，赋予了昆虫说话的能力。我从



这本书中读到的'，是作者的毅力、耐力、勤奋。他写的种种
昆虫的精神与高尚品质，事实上也正是他自己的精神与品质。

我仿佛看见法布尔坐在我的身边观察着，拿起笔在本子上飞
快地记录着，我没有打扰他，没有打扰它们。

蝉的歌声不再聒噪，反而宛若天籁和鸣。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看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是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
这本书叫《昆虫记》。他描写的昆虫有许多，如蝉，矿蜂，
樵叶蜂，蟹蛛，狼蛛，松毛虫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白面孔
螽斯和狼蛛这两种昆虫。希腊字dckog(即白面孔螽斯、dccn
的语源)的意义是咬，喜欢咬。白面孔螽斯因此取了这个名字。
它确实是善于咬的昆虫。假如有一种强壮的蚱蜢抓住了你的
指头，你可是要当心一点儿，它会把你的指头咬出血来，咬
得你生疼，甚至有时疼痛难忍。它那强有力的颚仿佛是凶猛
的武器。当我要捕捉它时，我必须非常小心提防它，否则随
时都有被它咬伤的危险和被它咬破的可能。它那两颊突出的
大型肌肉，显然是用来切碎它捕捉的、硬皮的捕获物时用的。

这种螽斯，虽然智力很低下，然而却会用一种科学的杀戳方
法。如同我们在别的地方见到的一样，它常常先刺捕猎物的
颈部，然后再咬住主宰它运动的神经，使它立刻失去抵抗的
能力。和其他肉食动物一样如哺乳动物虎、猎豹等等，它们
都是先将所捕捉的猎物的喉头管咬住，使其停止呼吸。这真
是厉害，不过跟厉害的还在后面。

我捉了几只木匠蜂，把它们分别装在瓶子里。又挑了一只又
大又凶猛并且饿得正慌的狼蛛，我把瓶口罩在那只穷凶极恶
的狼蛛的洞口上，那木匠蜂在玻璃囚室里发出激烈的嗡嗡声，
好像知道死期临头似的。狼蛛被惊动了从洞里爬了出来，半
个身子探出洞外，它看着眼前的景象，不敢贸然行动，只是



静静地等候着。

我也耐心地等候着。一刻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什么
事都没有发生，狼蛛居然又若无其事地回到洞里去了。大概
它觉得不对头，冒然去捕食的话太危险了。我照这个样子又
试探了其它几只狼蛛，我不信每一只狼蛛都会这样面对丰盛
的美食而无动于衷，于是继续一个一个的试探着，都是这个
样子，总对“天上掉下的猎物”怀有戒心。

最后，我终于成功了。有一只狼蛛猛烈地从洞里冲出来，无
疑，它一定饿疯了。就在一眨眼间，恶斗结束了，强壮的木
匠蜂已经死了。凶手把毒牙刺到它身体的哪个部位呢？是在
它的头部后面。狼蛛的毒牙还咬在那里，我怀疑它真具有这
种知识：它能不偏不倚正好咬在唯一能致其于死的地方，也
就是它的俘虏的神经中枢。

我做了一次试验，让一只狼蛛去咬一只羽毛刚长好的将要出
巢的幼小的麻雀。麻雀受伤了，一滴血流了出来，伤口被一
个红圈圈着，一会儿又变成了紫色，而且这条腿已经不能用
了，使不上劲。小麻雀只能用单腿跳着。除此之外它好像也
没什么痛苦，胃口也很好。我的女儿同情地把苍蝇、面包和
杏酱喂给它吃，这可怜的小麻雀作了我的实验品。但我相信
它不久以后一定会痊愈，很快就能恢复自由——这也是我们
一家共同的愿望和推测。

十二个小时后，我们对它的伤情仍然挺乐观的。它仍然好好
地吃东西，喂得迟了它还要发脾气。可是两天以后，它不再
吃东西了，羽毛零乱，身体缩成一个小球，有时候一动不动，
有时候发出一阵痉挛。我的女儿怜爱地把它捧在手里，呵着
气使它温暖。可是它痉挛得越来越厉害，次数越来越多，最
后，它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天的晚餐席上透着一股寒气。
我从一家人的目光中看出他们对我的这种试验的无声的抗议
和责备。我知道他们一定认为我太残忍了。大家都为这只不
幸的小麻雀的死而悲伤。我自己也很懊悔：我所要知道的只



是很小的一个问题，却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试验一只鼹鼠，它是在偷田里的
莴苣时被我们捉住的，所以即使它死于非命也不足为惜。我
把它关在笼子里，用各种甲虫、蚱蜢喂它，它大口大口贪婪
地吃着，被我养得胖胖的，健康极了。 我让一只狼蛛去咬它
的鼻尖。被咬过之后，它不住地用它的宽爪子挠抓着鼻子。
因为它的鼻子开始慢慢地腐烂了。

从这时开始，这只大鼹鼠食欲渐渐不振，什么也不想吃，行
动迟钝，我能看出它浑身难受。到第二个晚上，它已经完全
不吃东西了。大约在被咬后三十六小时，它终于死了。笼里
还剩着许多的昆虫没有被吃掉，证明它不是被饿死的，而是
被毒死的。所以狼蛛的毒牙不止能结束昆虫的性命，对一些
稍大一点的小动物来说，也是危险可怕的。它可以致麻雀于
死地，也可以使鼹鼠毙命，尽管后者的体积要比它大得多。
虽然后来我再没有做过类似的试验，但我可以说，我们千万
要小心戒备，不要被它咬到，这实在不是一件可以拿来试验
的事。所以还是不要惹狼蛛，说不定，它会让你付出惨痛的
代价。以后我要多看课外书，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成为对
祖国有用的人。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三

我读的这本书是原著《昆虫记》的节选。这本书的作者是法
国的作家和生物学家—法布尔。他从小就开始观察有趣神奇
的大自然，积累了许多生动的素材，最终写成了一本不下两
百万字的巨著—《昆虫记》。

我读的这本书是原著《昆虫记》的节选版，是由十三篇文章
组成的。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四种昆虫—蚂蚁、松毛虫、蟋蟀、
蜘蛛的生活方式和平时的习惯等。

各种昆虫的当然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如狼蛛配偶后雌



蛛会将雄蛛吃掉、松毛虫是群居、蟹蛛通常不用网来捕猎、
塔蓝图拉蜘蛛有着超强的毒性……虽然它们有着许许多多不
同的地方，但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有着无私的父爱或
母爱。如松毛虫为了能让孩子暖和，把毛搓下来当孩子们的
棉被，为了孩子宁肯付出一切。

它们虽然是幼小的昆虫，但它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
意志。

昆虫的世界真是不一样，读了这本书后就好像到了昆虫的世
界，感觉身临其境。

大自然是一幅美丽的画，而小小的昆虫则是这画中可爱的一
员。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四

这是一个特殊的寒假。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从武汉爆发，
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每个人都措手不及。这个寒假也变
得异常冷清。一群群逆行的人冲向“战场”，我可能不得不
呆在家里不出门！我在家里翻了一堆书，拿起一本书，专注
地看着。原来是《昆虫记》，我特别喜欢读。我坐下来，仔
细看了一遍。

《昆虫记》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用他一生的时间和精
力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昆虫的习性、本能、劳动、繁
殖和死亡都写得很清楚，这显示了法布尔对它们的观察有多
仔细。

《昆虫记》写了很多昆虫。直到我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有
许多昆虫，比如:蝈蝈、豆娘、象鼻虫、灰虫、甲虫、叶蜂.

通过这本书，我知道螳螂吃同样的东西，萤火虫吃蜗牛，蜣
螂妈妈把粪便卷成球带回家，然后在里面产卵.最让我吃惊的



是萤火虫吃蜗牛。直到我读了这本书的内容，我才知道:起初
萤火虫不“吃”蜗牛，而是“喝”蜗牛。它“喝”了一只小
蜗牛。每年夏天，当太阳燃烧时，这只蜗牛会趴在植物的茎
上，一动不动。萤火虫很容易找到这只蜗牛。它会把毒刺刺
进蜗牛体内，麻痹蜗牛，然后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把蜗牛
变成稀粥，然后“喝”蜗牛。小萤火虫，多么伟大的技能！

我从《昆虫记》读到了作者对自然和昆虫的热爱。经过坚持
不懈的仔细观察，他生动地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昆虫，让我感
觉自己置身其中。

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物种的丰富，感受昆虫世界的神
奇，让我再次认识这些可爱的小昆虫。更让我明白:我们应该
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热爱生命，不要随意捕杀野生动物，
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否则，地球母亲会把人类的恶行记录在
她的“记仇小册子”里，这会给人类带来伤害。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五

又到了一年盛夏，又到了知了聒噪的季节。

说实话，我本不爱知了，它太过吵闹，特别实在夏季安静的
午后，我们不得不在它们的高歌中艰难入睡。忙碌了一天的
我们，急需休息，而它却以以自己的奔放的歌喉、激情的腔
调，还有不知疲惫的精神，硬生生地闯入我们的生活，扰乱
了我们的生活。

直到读了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我的观念才稍有改
变。原来，知了的生活竟是如此不易，它的幼虫经历了那么
多的磨难，才得以在阳光下放声歌唱。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一
生的真实写照。其实，它的生活又何止是四年的黑暗苦工，
更多的时候，生存对他们来说已是困难重重。他们的天敌蚋



如影随形，蝉刚把卵装满一个小孔，到稍高的地方另做新孔，
蚋立刻来到这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蝉卵上刺一个孔，
把自己的卵放进去。蝉飞去了，多数孔内已混进异类的卵，
把蝉的卵毁坏。这种成熟的蚋的幼虫，每个小孔内有一个，
以蝉卵为食，代替了蝉的家族。“鸠占鹊巢”的悲剧不知在
鸟类中上演，昆虫中已是如此。所以对于蝉来说，能够在这
三四百个卵中存活下来，已是非常地不易了。

何况还有我们人类这个可怕的“侩子手”呢？每到盛夏傍晚，
小树林中摸“爬叉”“神仙”（蝉的别称、方言）的人络绎
不绝，此起彼伏。当然，我无意抨击这样的行为，就如猪肉，
牛肉，羊肉一样，它也是人类的一种食物。而且蝉的营养价
值很高，即便是蝉蜕，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位药材。但是，我
们的这种“捕杀”行为，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带来了很
大的伤害。可能正是因为了解到了蝉一生的不易，以前挺爱
吃蝉的我，如今却望而却步了。

可能是身为母亲的原因，蝉蜕化成知了的过程，也让我怦然
心动。为了寻求适合的地点，蝉要在邻近的地方徘徊很久，
正如我们每一个母亲一样，谁不愿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
环境呢？谁不愿自己的孩子在最合适的时候、最理想的地方
来到自己的身边呢？而且它的蜕化过程像极了人类的分娩过
程。它外层的皮开始由背上裂开，里面露出淡绿色的蝉体。
头先出来，接着是吸管和前腿，最后是后腿与折着的翅膀。
这时候，除掉尾部，全体都出来了。接着，它表演一种奇怪
的体操。在空中腾跃，翻转，使头部倒悬，折皱的翼向外伸
直，竭力张开。然后用一种几乎看不清的动作，尽力翻上来，
并用前爪钩住它的空皮。这个动作使尾端从壳中脱出。

每一个经历过分娩的母亲，都不会忘记那种刻骨铭心的痛，
更不会忘记听到孩子呱呱坠地时的那种轻松，看到孩子刚刚
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的那种惊慌、局促的神情，和身为人母的
那种幸福感。那段经历可谓是终身难忘——痛并快乐着。



历经如此磨难的蝉，能在阳光下享乐一个月。怎能不让我们
心生怜悯呢？

“我们不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
才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
温暖的阳光中。什么样的钹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
易的刹那欢愉呢？”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六

当看完一本著作后，你有什么总结呢？记录下来很重要哦，
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昆虫记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观察记录。在书中，
法布尔在对一种种昆虫日常生活的描述中体现出了作者对于
生活的独特欣赏，他真是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
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他创作的著名巨作
《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的史诗”，而法布尔也被达尔文赞为
“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在《昆虫记》这部巨作中，作者没有用到华丽的辞藻和热烈
的激情，但那种朴素的笔墨恰恰成就了一部严肃且优美的散
文。整部书的故事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
然的情趣。那些平实的文字具体而详细，清新而自然，幽默
的叙述，更是惹人捧腹大笑……个性化的虫子们翩然登场，
红蚂蚁、蟹蛛、石蝉、孔雀蛾……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
印象，多么奇异、有趣啊！在作者的笔下，天牛像个小气鬼，
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做出
了无私的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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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喂食动作慢了，它甚至会像婴
儿般哭闹。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



一段段栩栩如生的昆虫生活景象，包含了关于昆虫的本能、
习性、劳动、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的关怀。

有着致命毒液的朗格多克蝎子，它的毒液战无不胜，就连好
像刀枪不入似的大孔雀蝶也不是它的对手，还有一些毒液也
很厉害的毒虫也不是它的对手。可想而之，朗格多克蝎子的
毒液是多么毒。还有一些毒液也很厉害的毒虫也不是它的对
手。但是，幼虫对它的免疫力是很高的，幼虫被刺中后并没
死，它真厉害。蝎子一般擅长爬墙，以后旧屋子的缝隙中一
定不能碰，说不定碰上什么有毒的害虫一类的东西呢。当我
看到朗格多克蝎子的毒液有那么强时，我真很害怕。现在我
终于知道了蝎子的危险。但不一定全是，蝎子还可以泡酒，
治疗病痛。

我觉得《昆虫记》是值得一生阅读的好书，是一本开卷有益
的书。我想无论是谁，只要认真地阅读一下《昆虫记》，读
出滋味，读出感想，一定会有所成长的。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七

《昆虫记》是法国作家法布尔的经典作品。它不只是一部优
秀的科普著作，还是一部清新漂亮的文学作品。

《昆虫记》不只让我了解了很多昆虫学问，也让我改动了对
一些昆虫的见地。以前，我十分厌恶松毛虫，一看到它就浑
身不温馨。自从看了法布尔笔下的松毛虫，我非但没有厌恶，
反而觉得它们很心爱。松毛虫也叫“列队虫”，是由于它们
总是一条跟在另一条后面列队，即便只需两条也是如此。它
们很团结，从不打架，就算走错了房间，主人也不会生气，
而是和不速之客睡在一同。它们也很盲目，为了避免迷路，
它们一边走路一边吐丝，回家时只会沿着丝路走。即便连续
几天的花盆上转圈，它们也不会随意改动路途。



在《昆虫记》中，我印象最深化的就是法布尔为了近距离察
看蜂螨进入蜂巢的办法，居然在没有任何维护措施的状况下
去发掘地蜂的蜂巢，巧妙的是它没有遭到蜂的攻击，看到这
么友好的掘地蜂，路过的乡下人还以为法布尔给他们施了魔
法呢。这或许就是法布尔对昆虫天生的亲和力吧。

《昆虫记》既是一部丰厚的科学巨著，又是一部文学宝藏，
捧读《昆虫记》，就像和慈祥睿智的法布尔一同走在林荫小
道上，听着他用轻松诙谐的语调为你讲述神奇的昆虫世界，
有时分也像和严谨顽固的法布尔一同坐在荒石园中察看蜣螂
推球，舍腰蜂建巢，迷宫蛛捕猎一样专注而有情味，让我沉
浸其中乐而忘返。我不时在想，做昆虫学研讨或许是未来工
作的不错选项！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八

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关于松毛虫的一篇，松毛虫一般都是排
着队走的，而且还有一个“领队虫”。如果领队虫干了什么
事，其他的松毛虫也会跟着“领队虫”做。既然它们只会不
假思索地跟着别人走，法布尔就和这些傻傻的松毛虫们开了
个玩笑，他引导松毛虫们爬上花园里栽棕树的大花盆盆口的
边沿上，排着队形成一个封闭的环，一刻钟后，有整整一圈
的松毛虫在绕着盆沿走了。

法布尔描写到：“这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幕
有趣的景象在眼前展开了：一群毛虫在花盆沿上一圈一圈地
转着，现在它们中间已经没有领袖了。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
圆周，不分起点和终点，谁都可以算领袖，谁又都不是领袖，
可它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如果说这些毛虫会不顾饥饿，不顾自己一直回不到巢，只要
没有东西阻挠它们，它们就会一直在那儿打圈子，那么它们
就蠢得令人难以置信了。然而，事实上，它们的确有这么蠢。



松毛虫们继续着它们的行进，接连走了好几个钟头……黄昏
时分??晚上十点钟左右??十点半的时候??第二天早晨??第三
天，一切还都像第二天一样??后来的一个晚上??第二天??一
天又过去了，这以后又过了一天。第六天??两天以后，也就
是这个实验的第八天，由于新道路的开辟，它们已开始从盆
沿上往下爬，到日落的时候，最后一只松毛虫也回到了盆脚
下的巢里。

我计算了一下，它们一共走了三百四十八个小时。绕着圆圈
走过的路程在四分之一公里以上……可怜无知的松毛虫
啊！”

呵呵，好可爱好傻的松毛虫呀！看到这里，笑得我肚子都痛
了。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那么痛恨啃吃松树，破坏森林的
松毛虫，但在法布尔的书中，它们是那么的执拗、愚蠢而又
可笑的小生灵，就象我的邻家小弟。

从松毛虫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人是要有独立思考的
能力的，不能盲目地相信权威，要运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是
非，要有合理的怀疑精神，不能盲从，不能轻信。不然，就
连这些松毛虫的智商也不如了。

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法布尔的观察是多么认真、仔细。
在描述松毛虫在盆沿上爬行的时，他用了大量的文字来记录
时间,通过这些时间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法布尔用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在观察在记录在研究。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
度和对昆虫发自内心的热爱，使法布尔写出了这部关于昆虫
世界的鸿篇巨制《昆虫记》。细细读来，我终于体会到，法
布尔一生中最大的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正面目，
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的求真
精神，这就是法布尔的精神！这是这部巨作之所以产生的源
泉！

《昆虫记》不仅让我了解了关于昆虫的许多知识，教我懂得



了许多道理，学会了如何去观察事物和研究问题。《昆虫记》
可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九

《昆虫记》，一部专写昆虫的史诗之作，法布尔先生从他那
妙趣横生的语言把书里的昆虫描写得惟妙惟肖。他被鲁迅先
生尊称为“描写昆虫的楷模”，也被世界读者认可，誉
为——昆虫荷马。

今年暑假，我在书柜上看到了《昆虫记》。一翻开前几页，
我就被里面精美的插图给吸引住了，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书中主要讲述了法布尔利用空闲时间，对家门口的一块荒地
里各种各样的昆虫进行了极其细微的观察。正是他那不辞辛
苦的观察，才让《昆虫记》如同一支画笔，在我们对昆虫认
知的黑幕涂上几道斑斓的色彩。

在读昆虫记时，我印象最深刻的虫子是蜣螂（俗称屎壳郎），
顾名思义，就是以粪便为食的虫子。未读昆虫记前，我认为
它是一种又肮脏又恶心的昆虫。可读完后，我对它的黑色印
象一抹而去，反倒成了维护地球的绿色卫士，让读者惊讶不
已。蜣螂像只坦克一样，身披厚厚的装甲——鞘翅，头顶一
根长长的，一端分叉的大刺。仿佛一位耀武扬威的大将军。
大概你还不相信法布尔写作之生动有趣。瞧——西班牙蜣螂
身子矮胖，缩成一团，又圆又厚，行动迟缓，肯定对圣甲虫
的体操技巧一窍不通。它的爪子极短，稍有一点动静，爪子
就缩回肚腹下面，与粪球制作工们的长腿简直无法相比。只
要看看它那五短身材，笨拙的样子，就很容易猜想到它是根
本不喜欢推着一个大粪球去长途跋涉的。

蜣螂的这一形象已经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了一座屹立
不倒的山峰。勤劳能干、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疼爱子女、
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担当，这是我喜欢蜣螂的理由。



我喜欢《昆虫记》。

昆虫记第一到第三章读后感篇十

在骄阳似火的八月，我被《昆虫记》这本著作深深地吸引住
了，里面描绘的千奇百怪的昆虫趣事让我对它爱不释手。

《昆虫记》不仅是一部观察细致的科学著作，而且又是一部
文笔优美的散文作品。它的作者法布尔被称为“昆虫荷马”，
他一生热爱虫子，研究虫子，记录虫子的生老病死和它们独
有的生活方式，这使得《昆虫记》成为一本不朽的著作。

从这本书中，我可以知道关于昆虫的许多趣事。比如萤火虫
会发光是正因发光带上方有层白色涂层，是有一种十分细腻
的颗粒构成的，然后由白色涂层供了可氧化物质，导管则输
进了气流，当可氧化物质与气流相遇，变产生了光;在作者观
察园蛛时，尤其是丝光蛛和条纹蛛的网时，它们织出来的网
不是杂乱无章的。等织好了网，蜘蛛便远远的躲在隐蔽处，
就可以从这根线上得到猎物落网的消息。书中自有黄金屋，
里面记载了关于昆虫的许许多多的“黄金”，都是我没
有“挖掘”过的。

在没看过昆虫记之前，我不知道松蛾虫会预测天气，不知道
螳螂大腿下面生长着两排十分锋利的像锯齿一样的东西，不
知道蝉和蚂蚁的故事，不知道小蝗虫怎样蜕皮……但是等我
看完昆虫记后，我都知道了，原来小小的昆虫蕴含着大大的
学问呢!

我马上想到了《昆虫记》，突然觉得飞蛾有点可爱，飞蛾在
亿万年前完全靠天然光源日光、月光或星光指引飞行，它们
的追求义无反顾，不畏牺牲，而我们却有很多人做不到像飞
蛾这样为了理想锲而不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