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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

内容概要

翻开这本书，青翠、幽静的大自然印入眼帘，就像真的走进了大自然一样。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某个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外观察的场景。
那些像精灵一样的小昆虫，你过去害怕或喜欢的小昆虫，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们每天都在忙碌着什么？心中是不是充满了好奇？
快点来吧！我们一起去亲近大自然，寻找小昆虫！
【编辑推荐】
《我们去找小昆虫》系列是由日本昆虫学家冈岛秀治以及大自然专业编辑室运用英国大自然图片库
（Nature Picture Library UK）提供的图片，根据多年的观察及研究，为小朋友们设计的这套图文并茂又
妙趣横生的昆虫世界。
真实的图片能让儿童获得与自然真实连接起来的喜悦，平和舒展的文字，很适合大声朗读出来。这样
的科普书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让孩子掌握知识，并从中获得乐趣。
【内容简介】
2对翅6条腿。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随处可见。
没错，这就是昆虫。
昆虫的种类繁多，是世界上个体数量最多的生物，世界已定的可能有100万种。仅仅在日本，已知的昆
虫就有3万余种。如威武的双叉犀金龟（独角仙）、锹形虫、美丽的蝴蝶以及飞行技术高超的蜻蜓，
等等。
昆虫“拥有”便利的工具。
一些昆虫身体的某些部位长得就像工具一样，能便利地发挥作用。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昆虫是如何使用它们的工具的吧。
比如螳螂的前足，形状很像割草的镰刀。蝼蛄的前足很宽阔，形状像钉耙。
水黾生活在水面上，长着便于在水面上“哧溜哧溜”快速滑行的长腿。
蝴蝶的工具是像吸管一样中空的细长的口器。
它们利用自己特有的外形，在自然环境中，会有哪些作为呢？在书中找找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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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

作者简介

冈岛秀治，1950年生于大阪府。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院长。农学研究所所长。农学博士。1978年毕业
于东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取得博士学位。1987年任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助教。历任该大
学讲师、副教授，教授，自2008年起任现职。并主持该大学昆虫学研究室。其专业为昆虫学及动物系
统分类学。主要进行蓟马类的分类以及其天敌的相关研究。
其著作有《象鼻虫》（科学的共杰作集∕福音馆书店）等。主编的书籍有《独角仙》（科学
的ALBUM·耀眼的生命∕茜书房）、《世界的昆虫》（NEW WIDE学研图鉴∕学习研究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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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

精彩短评

1、日本人擅长把小题材做细，内容略简单，只有四千字，不过给小朋友作为入门读物足够了
2、我们去找小昆虫~ 去去~
3、天哪！蝴蝶的翅膀可以防水！平时这些见过都不了解，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昆虫这么聪明啊！
4、东京农大农学部部长作品！品质保证！
5、就是薄啊薄啊
6、亲近大自然，寻找小昆虫~
7、特别好的一本书，让我了解了很多常见的却叫不上名字来的昆虫的秘密，长见识了！有趣！
8、大自然赋予昆虫各种奇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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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

精彩书评

1、一直不喜欢昆虫啊。想起那些小虫子就会觉得起鸡皮疙瘩。唯一喜欢的是《昆虫总动员》，那里
面的小瓢虫太萌了。看到这本《昆虫的工具》只是觉得好奇，昆虫有什么工具？！翻开书一看，才知
道，原来，昆虫真的好聪明！有它们独特的工具！这些平日里见多了，却完全陌生的小东西居然有一
个神奇的世界，想来便觉得自己好像太麻木了。蝴蝶、蜜蜂、蝉、天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常
常见过的小东西！以前一点儿也不了解它们，现在一看，吓一跳！小昆虫，真聪明！蝼蛄（又名“土
狗”“拉拉蛄”），它的工具是它的前足。蝼蛄整天待在它挖掘的隧道中，又吃又睡。它那对又大又
坚硬的前足能横着掘土前行，就像蛙泳那样。蝼蛄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草木的根、种子或者小昆虫，
一边快速地挖着隧道。蝼蛄的前足就像铲车的动力铲一样有力，非常实用。对了，它还能利用这对前
足划水游泳呢。水黾生活在水面上，它长着便于在水面上“哧溜哧溜”快速滑行的长腿。水黾能够浮
在水面的秘密就在于它腿上的毛。水黾的腿上长着无数细长的毛，这些毛具有防水作用，从而使水黾
的身体可以浮在水面之上。蝴蝶，春天百花绽放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它们翩跹花海之间的舞姿。蝴蝶
的工具，是那像吸管一样中空的细长的口器。蝴蝶的口器，平常会一圈一圈整齐地卷起来。蝴蝶从一
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不断用伸长的口器，插入花朵吸食其中渗出来的花蜜。吸食完毕后，蝴蝶会再
把口器一圈圈卷起来，这样飞行的时候也不会碍事。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被称为“鳞粉”的小薄片，
它们能形成特殊的斑纹。鳞粉具有防水性，因此，如果雨下得不大，蝴蝶还可以继续飞行。蝴蝶的翅
膀具有防水的功能，这点也被我们借鉴，用来制造一些防水服等。蜜蜂的工具是蜜蜂的口器，像一支
毛笔。还有我们时常看见的蜜蜂，你知道吗，原来，蜜蜂口器的外形像一支毛笔，蜜蜂会钻进花朵里
，吸取渗出来的花蜜。在蜜蜂人腹部，有一个专门用来储存花蜜的蜜囊，直到采集到的花蜜塞满蜜囊
，蜜蜂才会回到蜂巢。蝉的口器是坚硬的针状口器，是用来吸食树中汁液的便利工具。与蝴蝶那种软
软的口器不同。蝉可以用针状口器刺入坚硬的树干，吸食其中甜甜的汁液。而蝴蝶那种软软的口器是
不能刺入坚硬的树干的。我们常见的天牛，经常会啃咬树皮，在树上留下一个个圆溜溜人窟窿。天牛
的工具是它的口器它的上颚，是它啃食坚硬树木的有力工具。这种天牛的成虫，喜欢“咯吱咯吱”地
啃食树皮，获取营养。它的上颚在产卵时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它会用上颚在树上以上咬开一个洞，然
后将卵产在里面。刚孵化出来的幼虫全身都是软乎乎的，但口器是坚硬的。幼虫在树洞中大口大口地
吃着树皮，茁壮成长。幼虫变成成虫之后，就会用上颚啃出一条通道，来到外面的光明世界。树干上
圆溜溜的小窟窿，就是幼虫长大后为了出来而啃出的虫洞。小窟窿之所以那么圆，是因为它的幼虫是
转着圈儿啃树皮的。蜻蜓的工具是4个能够分别振翅的翅膀。一种名为“无霸勾蜓”的蜻蜓，非常擅
长在飞行中捕食飞行着的猎物。一旦它用上颚和足牢牢地抓住猎物，就会停在树枝上，慢慢地享用。
潮虫会吃落在地上的枯叶和树枝，一旦受到惊吓或袭击，它就会立即蜷缩成小球。睡觉时也会蜷成球
状。它们把足、腹部和触角都隐藏起来，只露出眼睛。这样一来，身体整个被坚硬的外壳包裹起来，
敌人就无从下手了。潮虫坚硬的外壳是像铠甲一样保护内部柔软身体的工具。而且，这本书不像别的
绘本是画出来的，这本书里的图都是高清的照片。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螳螂的那一对大镰刀上
的小刺，一根根十分逼真、形象。这本书的语言像诗一样美。
2、《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用真实的配图、简介而有趣味性的文字，向我们介绍大自然
里常见昆虫的“特异”小工具。配图：由日本昆虫学家冈岛秀治以及大自然专业编辑室运用英国大自
然图片库提供的图片，都是真实拍摄的。嫩绿的螳螂、五彩的蝴蝶，每一张配图都精心挑选，漂亮美
丽又能真实呈现昆虫的形态，小朋友看过之后，再见到实物肯定能认识。内容：每种昆虫，只讲解最
有特色的部位，突出重点，也用逗趣易懂的语言来描述，趣味性很高。大人讲解时，小朋友一定听得
津津有味。其实看到这本书，不止小孩喜欢，我也很兴奋，因为我发现几乎书中的每种昆虫，都曾是
我童年的玩伴。我们这一辈也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代，小时候亲近田野、接触自然，和很多的动物玩耍
过。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混凝土，即使特意的寻找，你也很难看到螳螂、天牛、蜻蜓。小时假期都
在乡下姥姥家度过，现在，随我一起去书里，重温一下童年的小伙伴吧。螳螂。我们地方方言刀郎，
一身绿，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全身三处最有特点：三角形状的头、似镰刀很锋利的前足以及鼓囊囊软
软的大肚子。书中介绍的是刀郎的一对大前足，分为两节，最前端的那节就是有锯齿锋利的“镰刀”
。最常见刀郎的季节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大约是夏季？在田野里的某片草叶上，在家里的某块石头上
，经常可以看到。刀郎时而笨拙时而灵敏。笨拙的时候就像被点了穴，一动不动，你轻轻一捏就捉到
了。灵敏时，你还没起身悄悄靠近，嗖的就蹦远了。从书里放大的前足你可以清晰看见，密集的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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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

整齐排列。如果带小朋友碰到真的螳螂，可以摸它其他的部位，但千万不要碰前足，一旦被前足“刀
”住，一定会破皮，还疼，严重的甚至会流点血。别看螳螂全身又细又软好像一捏就断，前足可是硬
而锋利，螳螂就靠它来捕食猎物。小时我的手经常被划破，还有几次捉到它的时候，前足就挂着某未
知小昆虫，怎么拽也不掉。螳螂的大肚滚，软软的，母螳螂如果有卵，还能摸到一粒一粒的。螳螂是
益虫，如果看到，一是小心被刀破，二是观察时轻点捏，观察完就放生吧~（好想写螳螂的卵，类似
丝瓜瓤，在片方里有特殊作用。我小时捡过一个回家，春暖花开的时候，里边的螳螂孵出来了，满阳
台都是指甲盖大小的螳螂！）蝗虫。我现在除了在电视上看到哪里发生蝗虫灾害，有近十几年的时间
没看到实物，要知道，蝗虫可是伴随我整个童年，暮秋、九十月份的秋收季节，随处可见。书里介绍
蝗虫的小工具是后足，折叠成两部分。小时候田里还有一种长长的绿绿的，和蝗虫一起，我们都叫蚂
蚱。（由于蝗虫是害虫，我说我曾“肢解”过，应该没啥吧？）蚂蚱的后足特别有力，尤其是上半节
，就像经常锻炼的人们的大腿，硬硬的有肌肉。你捏一捏，外壳很硬，后足的后半节就很细，就跟一
根棍似的。后半节最后的部分是“小爪子”，你可以把它摊平。蝗虫能蹦的很远，有力的后腿一蹬地
，就出去几米，如果在离地的同时，翅膀再扑哧扑哧几下，会更远。小时随姥姥到地里拔花生，在绿
绿的花生叶子里，隔几步你就能看到。大人边蹲着往前拔花生，边随手捉着，然后拿回家炸着吃！以
前会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田地里还能看到，现在是无论什么时候，都看不到了。蝉。烈日当空的夏日
午后，你在午休，屋外突然起一阵聒噪的蝉鸣，你就被吵醒了。姥姥门前一排树，蝉声很大，在屋外
纳凉，你在台阶上就能看到蝉。书里蝉的小工具讲的是针状的口器。我们那有两种，一种是个头小身
体发绿的，一种个头大浑身通黑，有时叫知了有时叫蝉，分不清。拿一根竹竿，顶端系上塑料袋，在
树上就很容易捕捉到。蝉的针状口器很长，把蝉翻过来，你会发现长长细细的口器紧贴着腹部。你稍
稍向后按一下蝉的头部，口器就翘了起来，用手指头戳尾端，还有点刺痛。蝉主要用它来吸食树里的
汁液。蝉到时比较常见，夏日河边的柳树上，柳树下都有。树下是蝉的幼年时期，很多人晚上拿着手
电筒专门捉，刚破土出来的，很容易就捉到。夏天可以捉一两个，给小朋友观察，这么没危险。不过
有一点得注意，蝉会突然喷你一身水！不知道是啥，我们小时候都认为是niao，被喷都嫌弃不行O(∩_
∩)O哈哈蜻蜓。长长的暑假，进入八月份立秋后，白天依旧热，但傍晚就有点凉了。这时候，门前，
一群一群的蜻蜓低空盘旋着飞，用那种大扫帚一扑，就能扑到好多个。蜻蜓的飞行能力特别强，你避
开翅膀捏着中间，翅膀扑哧扑哧震动，还有声响。有时会在捉到的蜻蜓身上系上一根细绳，手松开，
蜻蜓就在屋内四处飞，一直不停歇。翅膀，就是书中介绍的蜻蜓的小工具，单侧的翅膀展开，就几乎
有整个蜻蜓整个身长，捏着蜻蜓，翅膀抖动的就好像一个小马达。那时还卖弄知识：成群的蜻蜓低飞
，明天就有雨啦书里还有长着长长触角的天牛、一碰就缩成一团的西瓜虫。美丽的蝴蝶、水上飞的水
黾，他们每个，都有一个独特的工具，帮助他们与众不同。《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一
本寓教于乐的好读物！
3、如果有心留意，我们会发现小学课本与小学以后的课本相比较而来，小学课本更多地篇幅是可爱
的插画。对于小孩子来说，客观上还未能认识太多的字，主观上图画也比文字来的更有吸引力。两年
前如果我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的玩着电脑我可能会啧啧称奇说这孩子人小鬼
大。但如今如果再看到这样坐在电脑前挪不动窝的小孩子我可能会很担心他的视力和社交能力。所以
对于这本可以将我九岁的小表弟从电脑前带走的书，我想真心实意的给上五星好评。这是一本非常非
常适合给小孩子科普小知识的书。刚拿到书的时候是下午，刚下班回家。小表弟放学之后正在电脑前
玩着小游戏。我打开书快速浏览了一遍之后走到小表弟面前把书一晃，“小子，看看这是什么。”小
表弟的目光很快便从电脑上被吸引了过来，急哄哄的要从我手里抢过去。哈，我就知道小孩子对于这
种书是没有抵抗力的。于是我抱着表弟翻开了书。我很少给小孩子做说教，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小脑袋
瓜子一秒钟能转上几百个念头。然而这一次小表弟出奇的专心，坐在我怀里乖乖的听着我一边念一边
讲，不时还伸出小手去摸摸书上的小昆虫。说到这里便不免要夸赞一番这本书做工精致。大幅的插画
与高清的画质非常细腻的表现了昆虫的样貌，就像是在纪录频道看《动物世界》这样的纪录片一般，
画质和纪录片的声音有着一样的认同度，那就是享受。而小表弟在看到云斑天牛这一节的时候也会怵
怵的缩回手，因为很显然他认出了这是曾听说会咬人的天牛。而说到科普的一面，除了小表弟，我也
是耳目一新。昆虫可能是我们除了人以外所会接触到的最多的另一种生命了。我们往往知道却知之甚
少。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样有趣而清晰的科普对他们来说非常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对于我们穿插
在其中的教导来说同样如此。举个例子说，在书中讲到螳螂这一节的时候说，螳螂的前足是绝佳的捕
食工具，为了能够随时使用，螳螂会用口器把黏在镰刀上的脏东西及时舔掉，以保持工具的清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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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

问小表弟，你知道螳螂为什么要保持工具的清洁吗？小表弟摇了摇头。我说，我们的祖先曾经说过这
么一句话，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说工匠想要使他的工作做好，一定要先让工具锋
利。如果我们想要做好一件事，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就像哥哥和你说过的《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故事
一样。还有啊，你想一想自己如果上课前预习了课本上的内容是不是听老师讲课时会更感觉更简单呢
？小表弟点了点头说，螳螂要用大夹子（即前足）抓苍蝇（书中插画内容），所以才要把夹子擦干净
。我说对，而且啊，螳螂为什么不是在抓苍蝇前才擦干净呢，因为如果它走到猎物旁边才开始擦夹子
的话⋯⋯小表弟抢过话头：那苍蝇看到就跑了。我乐道，对，这就叫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只有你时时刻刻都不懈怠，你才不会看着食物跑掉饿肚子。小表弟听得兴致盎然，我也说的兴致盎
然。及至第二天的时候，小表弟还抱着书自己在看，并且缠着要我带他去找螳螂。于是，我又给他讲
了冬眠的故事。只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冬眠。而熬过了漫长的冬眠与等待，美好的春天也一定会到
来。不过后来还是带着小表弟出去翻到了几只鼠妇，看着他指着鼠妇对应着书上的内容兴冲冲的跟我
邀功，心情不由得便开心起来。这才是小孩子该有的样子嘛。其实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容易接受新知识
的阶段。但是说教与打骂是没用的。小孩子永远是记吃不记打，而且他们的小脑袋可是每秒钟都转个
不停。而既然他们可以那么专心的玩电脑，那么只要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一面，说教与引导其实非常简
单。在故事中给他们启蒙，带他们出去看看这个大自然还有其他的生命。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亲近是天
生的，而大自然的浩瀚与睿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转载须经作者授权，请豆邮联系作者。谢谢
4、即便在城市的规模肆无忌惮地扩大、在小区附近始终难以觅得一种返璞归真的“野外”的时代，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童年时和昆虫伙伴们打交道的轻快时光。蚱蜢曾是我的手下败将，它们有着翠绿如
玉般的身体、粉色盈透的暗翅，却有着一颗不太灵光的脑袋，用大拇指和食指组成的夹角捏住它们的
背部，它们便无处可逃。为了观察蚱蜢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能够存活多久，我还曾把一只蚱蜢关进了
“小黑屋”，后来它到底是魂归故里还是逃出生天我已不记得了。但是我是始终不敢招惹螳螂的，它
们就比蚱蜢显得强悍得多，得益于其镰刀状发达前肢的保护，它们对自我地盘的捍卫有着无比坚定的
决心，让“欺善怕恶”的我不敢越雷池一步，牢记有些昆虫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三十岁的我翻开日本
昆虫学者冈岛秀治的《昆虫的工具》一书，昔日掺和着青草泥土、午后阳光味道的岁月仿佛重现。首
页书页上的螳螂比真实的螳螂还要逼真、硕大，它捕食的过程清晰生动如同一场现场直播的《动物世
界》。我对螳螂怀揣的又敬又怕的心情在刹那间化为乌有，剩下的是“噢，原来你长这样呀”的豁然
开朗。失去了“野外”的大孩子和小朋友们，可以在这本书上得到补偿。还有那只骄傲的独角仙，在
我儿时初见它的时候，并不知晓它的学名。小伙伴们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赫然遭遇了这么一只怪物，没
人敢走近前去一探究竟，但却兴致勃勃地为其命名。例如“它背上的甲克红得鲜亮，应该叫红虫”、
“它趴在太阳底下，可能是太阳虫吧⋯⋯”在自然科学知识匮乏的少年时代里，对自然大师指给我们
的事物我们得不到准确的注释。然而，在我的孩子的童年里，她拥有了及时而科学的注脚。本书的大
小读者们首先受惠于冈岛秀治这样的专业学者致力于自然科普的努力。阅览诸多童书之后，我发现，
优秀童书的共同点首推作者对孩子以及少儿教育的拳拳爱心。其次，得益于出版公司对少儿教育等相
关主题的关注和推动，其三，受助于广大童书推广者的勤勉。本书插图精彩清晰，知识介绍详实精确
、对于生僻字还专门予以拼音标注，是一本内容优秀、制作精良的少儿自然科普读物。毕竟看完书之
后，我不再为前年夏天用驱蚊水杀死一只天牛而感到内疚了，因为它们是害虫！
5、像蝴蝶那样的昆虫是大自然的精灵，也有的昆虫是废物的搬运工。记得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动物
世界，尤其是描述昆虫的世界，其中我很喜欢的是蜣螂（别名屎壳郎），每次看到它在地上滚着粪球
一下一下把它推到自己洞里，我就特别兴奋，这不就是大自然废物的搬运工吗？既循环利用了废物，
又不至于环境污染，而且还俭省了清理粪便的金钱，这真是大自然的一大杰作！而且我还百度了一下
，一看吓一跳，屎壳郎还可制作成中药，药用价值极高，因为它们食用粪便，还能间接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它们不仅是大自然的环保工，更是益虫。像屎壳郎那样以自然环境中的废物为食物的还有
鼠妇（又名潮虫），它主要吃落叶和土里的废根，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它们就藏在我家阳台花盆底下
，只是现在冬天打霜天天把花盆搬进家里已经找不着几只潮虫了，当我看到图片上把外壳裹得紧紧的
鼠妇时，不由得感慨，大自然真是神奇，懂得制造出吃废物的昆虫，不仅保护了环境，还给予别的生
物更广大的空间，昆虫可能是我们人类所最常接触的生物之一了，“蜻蜓点水一点通”，我们这里时
常看见蜻蜓点水，还记得小学生物课上说过蜻蜓点水是为了产卵，繁衍后代，而它振翅飞行的时候，
往往非常直接，迅速，这使得它们能很快的捕捉到猎物，然而它们能有效捕捉到猎物的工具是什么？
在这里我就不剧透了，请到书中寻找答案。这本书主要讲了昆虫以及它们藏在身上的工具是如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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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生存在自然界的，其中包括了我最喜欢的蝉，幼虫要经历从蝉蛹中蜕皮冲出壳外的进化过程，虽
然和蝴蝶有点相像，但蝉一生中差不多都在黑暗的土中度过，最长可达七年，七年时光之久，对人类
来说可算够长的了，可是蝉不放弃，默默的生活在土下，靠吸取树的根液为生，直到七年后，破蛹变
成成虫，才能见到阳光，这种忍耐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刚拿到书的那个午后，朋友还和我开玩笑，
为什么这本书里面没有小强？的确，昨天晚上洗碗开灯时我看到了很多小虫子在灶台上寻觅食物，也
许其中就有蟑螂。每次看见小强家里不是打死就是用喷雾器药死，然而我继续查了下蟑螂的资料，发
现里面只有40多种害虫，其余的都是分解自然废物的益虫，希望下次能在书中完善下蟑螂的种类。我
想这本书不仅仅是想让小朋友们了解昆虫以及使用的工具，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对自然的好奇和爱护之
心也是挺重要的。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昆虫，然而现在昆虫的数量和种类正由于树林和植被
的减少而渐渐变少，若是人类再一味的破坏环境，不注重环保，只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做出选择，我
想再过几年也许就再也听不到蝉鸣，也看不到蚂蚁搬家了，那不正验证了科学家所预言的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夏天那一幕吗？到那时候，我们未来的孩子，将来的子孙后代难道只能看着电子计算机上记
录的昆虫图片去想象远古遥远的昆虫是长什么样子，然后看着冰冷的没有生命的计算机发呆？�
6、昆虫是我们最熟悉的生物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它们，从高山到谷地，从赤
道到两极，从湖泊江河到干旱的沙漠，从炎热的火山温泉到冰冷的北极草原，几乎都有它们的踪影。
但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人们大都生活在钢筋水泥搭建的城市中，高速的经济发展使我们渐渐与大
自然疏远，与小小的但多姿多彩的昆虫疏远。就算我们去大自然观赏生态，注意力也往往被鸟类、哺
乳类和两栖类等飞禽走兽所吸引。这也难怪，相较体积庞大、形象鲜明的哺乳动物，小小的昆虫似乎
显得乏善足陈。比起冬季将至时南飞的候鸟，群蜂飞舞的画面又不及百鸟齐飞那般壮观。然而，昆虫
虽然毫不起眼，匆匆一生却充满启示，只要细心观察，尝试了解它们的生存秘密，这些看似渺小的生
物会令人刮目相看。这本日本昆虫学教授冈岛秀治先生撰写的《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
便是让大家了解昆虫和欣赏昆虫的乐趣，以及认识昆虫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立足的生存之道。在冈岛先
生引领下，我们得以细致地观察昆虫身体的特殊结构，即它们的生存工具，发现这些小生命都身怀高
超的求生绝技，细微之处尽展生命的奥妙。 比如像水黾，一种生活在水面上的有趣昆虫，它像传说中
的武林高手，能凭借轻功在水上来去自如，迅速敏捷。水黾大多栖息于水面，身体细长轻盈，两只前
脚短小，用以支撑身体及捕食落在水面上的小昆虫，两根细长的中脚就像船桨，用来划水前进，而后
脚的作用像舵，能保持身体直向前进，所以在水上活动，速度很快，亦可随意到处觅食。这些全靠水
黾自身配备的神奇工具，原来它的脚和腹部长有可防水的蜡质细毛，内含空气，使其充满浮力，加上
水的表面张力，所以滴水不沾，不会弄湿身体，也不会沉下去。众所周知，昆虫在形态结构与生理上
的多样性使它们能够适应各种自然环境，显示其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的优势，造成了昆虫的繁盛。书
中讲到螳螂的镰刀状发达前肢，在昆虫界所向披靡，杀虫无算；而蜻蜓的4个翅膀可以独立振动，因
此它能时而高速前进、时而优哉游哉地萦绕空中，这些神奇之处都令人惊叹不已。虽然人们陶醉于大
自然的壮美景色，但细小的昆虫也悄悄地提醒我们，别忽略自然界中含蓄低调却毫不逊色的生命之美
。
7、小的时候，夏天 ，最喜欢和小伙伴们去捕蝉和捉天牛。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捉到天牛后，把
细绳绑在天牛的腿上或是颈部，然后像放风筝一样放天牛，天牛在半空中扑棱扑棱着翅膀，顽皮爱捣
蛋的我们有时候还把天牛放在水上，看它“慌张”地往上张牙舞爪，现在想想，我们对天牛太不厚道
了。大人说天牛是害虫。它们会啃食树皮嫩叶、吸食树汁，无疑，危害了树木的生长。但是，小时候
的我们可不这么想。在我们眼里，天牛就是天然的宠物。甚至会觉得它完全凭借一张嘴，就能在树干
上啃洞筑穴，让自己和幼虫栖息，也是一种本领。此书中，介绍了天牛的口器，清晰的微拍，让我们
明明白白地看清天牛的嘴巴。如果说人类制造的各种工具是仿生学，那么我猜想尖嘴钳、老虎钳，多
半也是模仿天牛这类昆虫的口器造型的。而看到书里展示的螳螂的前足，我们更坚信人类发明的锯子
、镰刀一定是模仿螳螂的前足。螳螂锯齿状的尖刺，紧紧地扣住猎物，只怕是很快就能将猎物断成几
截了。未完。。昆虫，冈岛秀治文/ashley
8、拿到这本《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封面黑色的大天牛头勾起了我童年的无限遐想。小
时候我的玩伴们大都来自大自然，就像这种看似丑丑的黑天牛。伴着雨后的湿漉漉的空气，踏着泥泞
的小路去捉这种黑色昆虫——天牛。天牛是一种害虫，因为它有坚硬的牙齿会啃噬庄稼，但同时也是
难得的美味。一场及时大雨过后的傍晚，天牛们会结队爬上湿漉漉的叶子。提着个小桶，运气好的话
能逮上半桶。拎回家把天牛清洗干净再剁碎，然后包水饺。天牛以自然雨露为饮，绿叶为食，所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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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特别鲜美。这种消失的记忆里的美味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还有知了的幼虫，就是书中所展示的那种
土黄色肉肉的小昆虫，也俗称为“知了猴”。它在地下孕育多时，等到夏天破土而出，顺着树干直上
，再褪去外壳，变成展翅高飞的知了，盘踞枝头，高歌嘹亮在夏天里，是夏天的音乐家之一。最幸福
的记忆就是夏天雨后，拿着小铁楸和小桶，去树林子里抹黑捉知了猴。越是等到黑夜降临，出现的越
多。等到夜幕完全降临，整个树林子都是一闪闪用手电照明的孩子们，直到家长在树林边上一遍又一
遍的呼喊回家吃饭。钻出树林子后，孩子们会相互攀比谁的逮的最多，去哪逮到的才最多。这样的“
知了猴”可以拿到商店去换冰糕。这可能是很多孩子人生里第一次凭着自己的劳动换取的冰糕，吃着
格外的香甜。“知了猴”除了能够换取冰糕，还是一道难得的美味。用热油榨透，又脆又香。小时候
家附近成片的树林子，夏天就有无数的“知了猴”，所以抓的很多，不管卖或吃，都不会心疼。如果
过了抓“知了猴”的时节，就可以去抓有翅膀的知了。这样的知了分为响的和哑的两种，响的知了能
够从腹部发声，小伙伴会比谁抓取的知了叫声最响亮、最厉害。夏天的晌午，最适合抓取知了，有时
候是自己制作一个简易的扑网，可以用破旧的蚊帐，找个铁丝拧成圆圈，一起套在长棍上；有时候是
不用任何工具，只在低矮的树上，静悄悄的走到趴在树上的知了，然后猛的用手扑过去，这样的抓法
更直接粗暴，凭运气成分。有了抓知了这项娱乐活动，省去了午睡的麻烦，又可以玩的不亦乐乎。因
为知了，整个夏天过的格外有趣和欢乐。这是大自然赐予孩子们最淳朴和简单的礼物。我的童年因为
这些小昆虫，变得绚烂起来，回味起来都带着甜甜的味道。虽然现在的我还没有孩子，但是已经勾勒
出了一幅以后给儿孙们讲故事的范本：小时候啊，我玩在田野里，那里有很多很多小昆虫，例如会预
报天气的蜻蜓，喜欢晚上爬树的知了幼虫，雨后成群出没的天牛⋯⋯.然后沉浸在独属于自己童年的昆
虫乐园里，只不过这些不再是假设，而是肯定，一个我的后辈们再难以看到的昆虫世界。现代城市的
钢筋水泥，车水马龙，已经逼小了昆虫生活的绿色家园，随之而消失的是记忆里的能飞能爬的昆虫们
。现在孩子们的童年玩具越来越高级和现代化，乐高积木、电动汽车玩具、芭比娃娃等等。再多的高
科技玩具，却换不回大自然里的昆虫精灵们。孩子们只能在书中去感受那些曾经活蹦乱跳，漫山遍野
的昆虫。但大自然是我们永远的怀抱和老师，赐予人类生活的场所和资源。儿时丰富多彩的大自然，
已逐渐退化成了城市的公园和街区。有个修剪和护理整齐划一的绿色公园，也变得那么难得，更别说
曾经活跃在山间天野的小动物和小昆虫了。没有这样的天然环境，孩子们的教育也不能缺失这样的自
然教育。自然是个大课堂，也是一本书。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凝缩的书，书中色彩斑斓的小昆
虫图片就是它们生活过的印证。这些小昆虫即使不生活在我们周围，也曾经活生生的存在这个大自然
里。城市里很难再触摸到这样真实的自然，但可以在书中领略它们的美。绿色的大蚂蚱、黑色的天牛
、土黄色的知了猴⋯⋯.在一幅幅色彩饱满的图片里，再感受那些鲜活的小生物。它们不在我们身边，
但依然在别处。通过图片将它们的奇怪鲜活的模样刻画在记忆里，当有一天和它们相遇，你会不会惊
奇的叫出它们的名字，期待着它们的回应呢？这将是一幅多么有意思的画面。
9、我似乎变成了一个童书成瘾者，经常被一些好的童书吸引，读得不亦乐乎，比如我看这本《昆虫
的工具》时候是在车上，看得很欢乐，一本页码不算多文字不算多的书，便让我得到了充实的快乐，
当时就迫不及待的分享给朋友看。既然经常推荐给妈妈们一些童书，便用这本来分析一下好的儿童科
普书的必要条件吧。一是画面，给小孩子的书，图画最重要图画最重要图画最重要（重要的事说三遍
）。当然要多图且直观，并且画面要清晰，图案要大不要乱。所以低龄宝宝绘本的首选一定是艾瑞卡
尔爷爷没错的。（跑题了再跑回来），这本书的画面大多是这样的照片：生动清晰，一目了然，再小
的孩子也不会错认。【图一】二是知识专业。是的，专业，不能因为是给孩子看得书，便有丝毫敷衍
马虎。比如这本书作者冈岛秀治，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院长，农学研究所所长，农学博士。专业就是
昆虫学和动物系统分类学。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人来出童书是不是大材小用啊，可是难道不是越是孩子
的事情越是打基础的事情越不能马虎吗，给孩子选一本专业人士所做认真严谨的科普书，真的是我们
做的很负责的一件事呢。三是归纳和比较。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知识多了自然分类，比如宝宝只见
过猫的时候，他或许不会知道也不会去想猫是哺乳动物，等他认识了猫，狗，大象，蝴蝶，蜻蜓，金
鱼，燕子⋯⋯在他心里会自然有个归纳和总结，谁能在地上跑，谁能在天上飞，谁能在水里游，归纳
和总结是孩子存储旧知识和认识新知识的方法和途径，比如某天我儿子看书的时候自言自语“这是什
么动物啊，这么吓人，他应该叫‘吓人蛛’”，我过去一看，是一只蝎子，他没见过蝎子，但他见过
蜘蛛，所以把蝎子归到蜘蛛类里去了，若掐头去尾看，中间部位是很像的。对于孩子的这种意识和想
法，怎么正确的扩展和引导呢，给他看一本会自然比较和归纳的科普书啊，蜻蜓和蝴蝶都有翅膀，这
是它们的相同点，不过“蝴蝶和蜻蜓的飞行方式是不同的”“蜻蜓追逐移动的猎物时，会敏捷、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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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行，而蝴蝶则是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轻盈得好像翩翩起舞一样”昆虫的身体构造相同，可
是各器官比如口器，比如足，比如翅膀的功能和形状却各有不同，这些不同使他们有的能采蜜有的能
吃树有的能在玻璃上停留，有的可以在水面滑行，如此等等。【图二】四是细节和幽默，有时候一本
书的好坏之分，恰恰是在细节之处，而童书中那些让我们会心一笑让我们恍然大悟的细节真的很棒（
此处向安东尼布朗致敬）。本书的细节也很是有趣贴心，比如介绍完了螳螂那对神武的大镰刀，作者
又贴心的介绍了保养方式：“为了能够随时使用，螳螂会用口器将粘在镰刀上的脏东西及时舔掉，以
保持工具清洁”，右下角的清洁图片配合之前神勇的捕食照片，真的有侠客拭剑的感觉呢。【图三】
还有独角仙的配图，一副独角仙证件照，一副展开翅膀的飞行照，一副两只独角仙搏斗的照片（真的
是两位披甲持戈的斗士在争夺地盘），这三幅图配合文字，小朋友基本上就可以了解独角仙的坚硬和
脆弱，还有他“隐形的翅膀”。【图四】五、最后一点——出版社。出版社很重要，一个团队的工作
能力和态度直接决定你所看到的书的质量，为了避免本文变成硬广，出版社就不推荐了，总之大家选
书时候各自选自己信得过的出版社吧。说一句有些偏见和个人意见的话，就科普书而言，德国和日本
的书甚有良心。以上就是关于选择科普书的一些个人意见，希望对你有用，现在各大电商都在搞促销
活动，去给宝宝选点靠谱的书吧，然后带他阅读，带他体味观察和思考的乐趣，让他知道，他的求知
欲和好奇心，只会带给他数不清的充实和快乐时刻，千金不换。对了，最后说句题外话，《狄仁杰之
通天帝国》里面的赤焰金龟，原型是潮虫吗？————————————————————有图版请
移步订阅号绘本妈妈，微信号huibenmm
10、这绝对不是本简单轻松的低幼翻翻书，虽然它只有30页，但不是翻翻看看就完事的，它应该摆放
在每个幼儿园、小学的图书室里，它浅显易懂，但又像教辅书一样传递知识，一丝不苟。之所以有上
面的说法，是里面最让我惊叹的图片。不是卡通画，也不是随便拍拍了事，可以用超级精彩形容。面
对每一张图片，都有站在电视机卖场盯着无比清晰的超大屏幕，看每一个色彩艳丽、饱和度极高的画
面细节的感觉。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用了英国大自然图片库（Nature Picture Library UK）的专业图片，
这样才能看到那么清晰的细节：螳螂和蝼蛄都是把前足作为工具，但是两者却完全不同；蝴蝶靠口器
，那它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大量完美图片对细微处的呈现可以说是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但究其根
本，作者的深厚背景和选材成文才是本书的精髓。作者冈岛秀治是昆虫学及动物系统分类学的专家，
知道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本书会选取的这么巧妙。2对翅6条腿的昆虫数万种，就到处存在在我
们的生活中，而书中选取的几种昆虫恰恰是我们从小到大最为熟悉的，尤其是还有好多就是童年时代
的绝对玩伴！这点上，虽然是日本的作者描绘的当地昆虫，但对中国读者而言，却充满了熟悉和亲切
感。蜻蜓、蝴蝶、蝼蛄（我童年时代，家乡叫它拉拉蛄）、天牛、蜜蜂、螳螂⋯⋯哪一样不曾和幼年
时的我们亲密接触？而吸引你长大之后愿意买来读，并且一心想要介绍给孩子的原因，就是它会戳中
你自问的点，“这么熟悉的小昆虫，我们曾每天接触，但是你仔细看过它们的脚吗？研究过它们怎么
捕捉食物吗？它们如何逃脱捉捕？⋯⋯”这些成年后的自问，其实在小的时候，我们也许也问过家长
，自己也曾驻足在大自然的春光里，兴致盎然地追着、看着、想着，消磨掉整个下午。只是那时不曾
有过的答案终于可以在此时，完整的展现在面前，伴随着系统的整理分类，让我们透过那放大了的螳
螂前足，晶莹剔透的绿色里，清晰可辨的一个个锯齿，好好看看童年玩伴在广袤自然界里的生存工具
，看看只是小小的它们，还有着怎样神奇的构造，看看我们那带着青草香气的童年。
11、小小昆虫，工具真不少-评《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文/信实的精灵自小出生于农村，成
长于田间地头，甚至于连家里以前的灶台都是砖头垒起来的土灶台，所以，见过的形形色色的昆虫不
在话下，譬如臭斑虫、天牛、屎壳郎、胖猪虫（白白胖胖的身子，专门钻食田地里的花生。今年国庆
节回家的时候，在田地帮父母薅花生时还曾活捉一大堆这种虫子。父母说，它们不能留在田地里，否
则会继续蚕食花生，严重影响花生的质量。当然咯，捉回来之后，那可是我们家老母鸡的美味佳肴。
）等等，然而关于它们，我仅仅是略知一些皮毛，当然，除了知道，6条腿的才算是昆虫（蜘蛛不属
于昆虫哦）。生活的艰难在童年的时候不能赋予我浏览很多书的权利，尤其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科普
文学，却给了我很多接近于大自然的机会。当然，大自然也敞开自己的怀抱欢迎我们去研究它，去找
寻里面的奥秘。今天在日本农学研究所所长冈岛秀治的带领下，开始领略奇妙的寻找昆虫之旅。在这
场旅程中，你会发现各种各样我们喜闻乐见的昆虫，这首先得益于作者所配的超高清精美插图，甚至
于水黾得以于生活在水面上的腿上细长的毛都根根可数。当然，除了逼真精美的昆虫图片外，还有更
多的惊奇等着我们来发现。不管是螳螂有着很多锯齿状尖刺的前足，那可是它最厉害的捕食工具，还
有蝼蛄（又名“土狗”、“拉拉蛄”）的前足，当然这都是它们用来给自己抓取猎物的工具。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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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蝴蝶的翅膀和蜻蜓的翅膀的区别时，我才恍然大悟。话说我在以往的观察中还真的没有留意到原
来竟然有这么多的区别呢，蝴蝶的翩翩起舞和蜻蜓的瞬间遁形原来都跟自己的翅膀关系密切。秋天到
来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一片片金黄色的玉米秸秆，当然这里更是蚱蜢（学名“蝗虫
”）的天堂。你一旦走近一片玉米地，总会免不了惊起一群蚂蚱，速度之快，尤其是它给自己身体伪
装的隐藏色，那绝对不是你轻易就可以发现得了的。这本书中详细给出了蚂蚱之所以可以这么快就逃
之夭夭的秘诀，当然那是因为它有一双足够长、足够粗壮的后足，这在它遭遇天敌的意外攻击或者受
到外来的惊吓的时候能够迅速提供足够的蹬力，快速遁形。当然，平时的农村生活中，免不得还能见
到很多的蚂蚁，蚂蚁可谓是大自然天然的搬运工，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全部是它们集体团队合作的结
果，甚至于比它们的身子大几十倍的动物尸体都不能逃脱它们的“魔掌”。蚂蚁它给我最大的惊喜还
要归功于它们建立的庞大的蚂蚁的巢穴——蚁穴。曾在一个《动物世界》的纪录片中看到，曾经有一
批科研工作者为了研究蚂蚁的地下蚁穴的复杂结构，将刚刚从滚烫的锅中烧好的蜡油浇筑与蚂蚁的洞
穴中。当停留几天时间进行凝固定型后，小心挖掉凝固物周围的泥土，挖出所浇筑的地下洞穴的凝固
体，赫然发现眼前竟然是高达两三米，蔓延长达数十米的一个复杂结构，里面盘根错节，结构丛生复
杂，然而蚂蚁却从来不会迷失方向，总是可以快速找到自己回家的路。秋天的田野中，除了蚱蜢，最
多的当属蛐蛐（学名“蟋蟀”）。一旦夜幕降临，当你走在田间的小道上，你会听到周遭铺天盖地的
蛐蛐声，当然，这是大自然奇妙的协奏曲。蟋蟀以玉米的叶子和玉米秸秆作为自己的食物，他的捕食
工具是什么呢？当然是强壮而有力的前爪和嘴上的牙齿了，可惜这本书中作者没有给出蟋蟀的一些知
识，期待着在大自然的声音当中找到蟋蟀的身影。大自然总是以自己奇妙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自己的
无穷魅力，不管是昆虫中漂亮物种的多姿多彩，还是田野中的跑步冠军（蟋蟀或者蚂蚱），一样都是
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趁着我们还有机会，走近奇妙的大自然，踏上寻找小昆虫的探险之旅！PS：
作品虽有限，但均为原创。如需转载或者另作他用，请豆邮或664591856@qq.com联系本人。谢谢您的
尊重~
12、专注力的培养文/byCoco妈Candy馨 　　 豆瓣：Coco妈Candy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才能成就自己
） 　　 豆瓣主页：http://www.douban.com/people/CocoJiang1988/ 有一次，我和女儿一同出去散步。她
看她的风景，我思我的念想。走着走着，却发现小家伙不见了，低头一看却发现她正蹲着一动不动。
我本想叫喊着让她起来，但又咽了回去，想着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啊。果真，她发现了另外一
个世界，那便是昆虫的世界，一群蚂蚁正忙碌着将食物搬回洞里。一个一两岁的小宝宝对世界肯定是
无比好奇的，好奇心、求知欲驱使着小脑袋一颗不停地转动。五官便也丰富起来，眼睛开始搜索这着
一切视野范围内预见的美好；鼻子开始呼吸着四面而来的味道；耳朵聆听着美妙的音符；嘴巴则一刻
不停地品尝着美味。我们应该善用孩子宝贵的求知欲、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才能养成很好的
专注力。何为专注力，问了下度娘，出现如下解释：即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想法或任务上，同时屏蔽
大脑中诸多刺激与思绪，是所有人类成就的基础。解释似乎过于冗长，那么简单的概括一下便是专注
于一件事物持续时间的能力。而昆虫世界，他离我们人类是如此之近，也不会像细菌看不见。他们长
相各不相同，基本体型娇小，种类繁多。所以更会激发小朋友的好奇心，他们甚至会观察一只昆虫一
上午，家长切记打扰。然而有些小昆虫，却似乎离我们的视线越来越远，我们无法追踪到他们的栖息
之所。特别是现在城里的孩子，可能见到蚂蚁也是个奇迹吧。这本书画面优美，一只只昆虫拍的活灵
活现，最重要的是放大的肢体更有利于培养宝宝的观察力，他们会目不转睛地去发掘属于他们的内心
世界，这便是专注力的初养成。这本书，会详细地列举几种昆虫的工具，比如独角仙是如何运用坚硬
的外壳去战斗的。唯一不足的是列举的昆虫太少了，看完真的是意犹未尽。我们家宝宝最常见的昆虫
当数小蚂蚁和小强了，虽然小强在大人的世界里是个肮脏的小昆虫，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个
界限的，当一只小强在地面上爬动时，大人看见了会一脚踩过去顺便咒上几句，而孩子则会兴奋地叫
着这是什么，然后便一直看着它知道它消失。这本书里介绍了一种叫做“土狗”的小昆虫，某天居然
被我女儿发现了，还一直蹲在那里看，土狗跑，她就追着跑。现在，她发现居然书上也有，活的无法
近距离观察，图片总归不会跑，她很满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生存，一种
是生活。生存在如今的社会已经不像旧社会那样难，而想要生活就需要我们具备不同的能力。我最欣
赏的一种能力便是专注力，你难道不曾想一个仔细研究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真的很美吗？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我想小孩子对于昆虫的世界是无法抗拒的，而这本书也是昆虫世界里各昆虫能力的解读，期
待您和您的孩子一同沉浸其中。此文为本人原创，若有转载或他用请联系本人豆邮或QQ邮箱
：714737314@qq.com，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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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自从开了微信公众号，经常有人跟我讨论孩子坐不住，不爱听讲，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其实
很久以前我的老师、我妹妹的老师、我小侄子的老师都请我妈在家长会讲过如何培养孩子专注力、耐
心、表达能力的方法。其实这些从观察中都能练习出来，小一点的孩子对不能动的东西都不太感兴趣
，所以观察动物、昆虫类会动的东西，就是非常好的练习。陪孩子看《昆虫的工具》，想起小时候的
晚上，夏天的晚上我妈常带我们观察壁虎爬到灯下抓虫子吃，壁虎动作及其的缓慢，一观察就是半个
多小时，观察之后我们几个人争着去找大人们诉说。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观察力、表达能力、耐心。
到小侄子这一代，家里条件好了，妈妈给他买了小相机，夏天午后，爸爸妈妈带着小侄子去捡蘑菇。
小侄子经常拿着相机，记录下这些蘑菇在什么地方采的。然后吃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蘑菇在什么地方
采的，那个在什么地方采的，什么地方还有小蘑菇，等长大了，还要去捡来吃。这很大程度锻炼了他
的记忆力，他自己还总结了各种记忆方法，这些让他后来上学记东西，学习东西都更快，记的更好。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想让孩子认点昆虫也不容易了，好在《昆虫的工具》都是高清大图，非常逼
真，宝宝指着里面的昆虫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什么地方能找到？昨晚刚认识了蝗虫，今天跟
奶奶去社区花园里玩的时候，就指着一只蝗虫叫着，奶奶回来高兴的跟我说了一遍，跟街坊说了一遍
，跟卖菜的说了一遍。
14、专注力的培养文/byCoco妈Candy馨 　　 豆瓣：Coco妈Candy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才能成就自己
） 　　 豆瓣主页：http://www.douban.com/people/CocoJiang1988/ 有一次，我和女儿一同出去散步。她
看她的风景，我思我的念想。走着走着，却发现小家伙不见了，低头一看却发现她正蹲着一动不动。
我本想叫喊着让她起来，但又咽了回去，想着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啊。果真，她发现了另外一
个世界，那便是昆虫的世界，一群蚂蚁正忙碌着将食物搬回洞里。一个一两岁的小宝宝对世界肯定是
无比好奇的，好奇心、求知欲驱使着小脑袋一颗不停地转动。五官便也丰富起来，眼睛开始搜索这着
一切视野范围内预见的美好；鼻子开始呼吸着四面而来的味道；耳朵聆听着美妙的音符；嘴巴则一刻
不停地品尝着美味。我们应该善用孩子宝贵的求知欲、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才能养成很好的
专注力。何为专注力，问了下度娘，出现如下解释：即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想法或任务上，同时屏蔽
大脑中诸多刺激与思绪，是所有人类成就的基础。解释似乎过于冗长，那么简单的概括一下便是专注
于一件事物持续时间的能力。而昆虫世界，他离我们人类是如此之近，也不会像细菌看不见。他们长
相各不相同，基本体型娇小，种类繁多。所以更会激发小朋友的好奇心，他们甚至会观察一只昆虫一
上午，家长切记打扰。然而有些小昆虫，却似乎离我们的视线越来越远，我们无法追踪到他们的栖息
之所。特别是现在城里的孩子，可能见到蚂蚁也是个奇迹吧。这本书画面优美，一只只昆虫拍的活灵
活现，最重要的是放大的肢体更有利于培养宝宝的观察力，他们会目不转睛地去发掘属于他们的内心
世界，这便是专注力的初养成。这本书，会详细地列举几种昆虫的工具，比如独角仙是如何运用坚硬
的外壳去战斗的。唯一不足的是列举的昆虫太少了，看完真的是意犹未尽。我们家宝宝最常见的昆虫
当数小蚂蚁和小强了，虽然小强在大人的世界里是个肮脏的小昆虫，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个
界限的，当一只小强在地面上爬动时，大人看见了会一脚踩过去顺便咒上几句，而孩子则会兴奋地叫
着这是什么，然后便一直看着它知道它消失。这本书里介绍了一种叫做“土狗”的小昆虫，某天居然
被我女儿发现了，还一直蹲在那里看，土狗跑，她就追着跑。现在，她发现居然书上也有，活的无法
近距离观察，图片总归不会跑，她很满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生存，一种
是生活。生存在如今的社会已经不像旧社会那样难，而想要生活就需要我们具备不同的能力。我最欣
赏的一种能力便是专注力，你难道不曾想一个仔细研究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真的很美吗？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我想小孩子对于昆虫的世界是无法抗拒的，而这本书也是昆虫世界里各昆虫能力的解读，期
待您和您的孩子一同沉浸其中。此文为本人原创，若有转载或他用请联系本人豆邮或QQ邮箱
：714737314@qq.com，谢谢。 　　
15、看到这本书的封面，就想起小时候在树荫下捉黄牛的事情。小时候农村的孩子还没普及玩具，业
余时间都很多小孩一起在田野里、树林里捉些昆虫玩玩，对经常见到的螳螂、蝉、蜻蜓和蝴蝶等一些
昆虫有着莫名的感情，这种情绪还包含着莫名的不安和害怕，以至于会那个时候对它们做了一些伤害
，顿时产生深深的忏悔。多亏了那些自然界的小精灵陪着我的童年，没有它们的童年一定是无趣的，
看着书中的彩页仿佛回到了美好的童年。书籍封面那种昆虫在我的家乡称为黄牛，一般在夏季和秋季
比较常见，，多数颜色为土黄色，应该是它们的保护色，栖息在各类树上生活。最喜欢的事情是拽着
它的两个触角，看着它挣扎的样子。小时候对昆虫的定义只有好与坏之分，长辈一直教育说这种昆虫
以植物的汁液为食物而生存的，所以捉到时就容易对它们进行暴力迫害，不过一不小心黄牛会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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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硬壳里面还有一对可以飞翔的翅膀。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螳螂了，不过看到书中那些画面还
是能想起童年的点点滴滴。螳螂的大镰刀很厉害的，小时候被伤过，不过大镰刀是它吃饭的工具还是
应该厉害的，提高核心生存竞争力，不然就很难生存下去。等到秋收时，螳螂会随着田野里庄家成熟
的颜色而变色，在田野里秋收时会遇见肥嘟嘟的黄褐色的螳螂，时常会在田地里捉一些玩玩，甚至还
和小伙伴一起烤过螳螂的大腿当肉吃。秋收完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它们去哪里了，等二年夏天它们
就又出现了，观察昆虫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庄生晓梦迷蝴蝶，算是对蝴蝶最美好的梦幻了。
一直认为蝴蝶是仙子的化身，有着仙子的美貌，最主要的是蝴蝶会飞翔，翩翩起舞的样子是梦幻中的
化茧成蝶的写照，小时候一直迷恋蝴蝶的美丽，学到破茧成蝶才知道它们美丽外表的背后是经历凤凰
涅槃磨难。90年底的乡村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不妨碍孩子们发现大自然的乐趣，特别是那些周围昆
虫，还有一些小动物。通过和大自然相处，看到世界的美好的一面，温暖着童年的心境。大自然的这
些精灵，见证了我那美好而奇妙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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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的笔记-第6页

        
蝼蛄（又名“土狗”“拉拉蛄“）的工具是它的前足。

蝼蛄整天待在它挖掘的隧道中，又吃又睡。
它那对又大又坚硬的前足能横着掘土前行，就像蛙泳那样。
蝼蛄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草木的根、种子或者小昆虫，
一边快速地挖着隧道。

蝼蛄的前足就像铲车的动力铲一样有力，非常实用。对了，它还能利用
这对前足划水游泳呢。

2、《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的笔记-内文

        

3、《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的笔记-第24页

        
蝴蝶的翅膀也是它飞行时的重要工具。

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被称为”鳞粉“的小薄片，

它们能形成特殊的斑纹。

鳞粉具有防水性，

因此，如果雨下得不大，

蝴蝶还可以继续飞行。

4、《我们去找小昆虫1：昆虫的工具》的笔记-第26页

        独角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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