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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中外著作和资料，选入

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或片段。对选入文章的作者虽经多方查找，但个

别作者仍很难取得联系，谨致深深的歉意。敬请作者或著作权人给

以谅解，并尽快与我们取得联系，以奉稿酬和样书。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惠北里安园甲 9 号

教育科学出版社　　（100101）

李老师：010—64989445

邮箱：lizt1919@sina.com



阅读是学生获得知识、陶冶情操、开发智力、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途

径。为了满足学生阅读的需要，切实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良好的阅读习

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我们依据《语文》新课标，组织全国知名语文

教育研究专家、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和一线骨干教师，编写了这套实用

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小学生快乐大阅读”系列丛书。

本书特点

一、编写思路新

本书以“新课程”阅读理念为指导，以阅读规律为原则，以全新的阅

读思路指导编写，关注学生阅读中的难点和热点，注重学生阅读学习的实

用性，致力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开拓学生的阅读视野。

二、涉及内容广

本书选取经典性、趣味性、时代性强的篇章，内容更加贴近学生、贴

近生活、贴近社会；文体齐全，包含写人、记事、绘景、状物、童话、寓

言、科学小品、散文随笔、古诗词等，让学生全面吸取中华传统与现代文

化的精髓，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积淀，在获得审美享受和接受思想熏陶的同

时，还能学习名家的写作技法，提升阅读和写作能力。

三、作者队伍强

本书所摘选文章的作者有中外名家，也有阅读研究专家，还有经验

丰富的特级教师和活跃在报刊一线的知名作者，他们对阅读理念把握准

确、到位，对学生阅读现状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本书内容的高质量 , 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科研成果多

本书是教育部“十二五”科研课题重点项目，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开

展了全面的科学实验及其成果研究，获得了多项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本

次编写采用全国一千余所学校一万多名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向家长、教

师、学生等展示了教学科研领域的最新动态。

在阅读中帮助学生学会阅读的方法，领悟做人的道理，获得健康的成

长，是本书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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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爱读书

笛卡尔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生活里没有

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

书是一种最美丽的享受。孩子们，你们喜欢读书吗？让我们一同享受

读书的快乐吧！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美］ 狄金森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动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往远方。

这渠道最穷的人也能走，

不必为通行税伤神。

这是何等节俭的车——

承载着人的灵魂。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高年级版）2010 年第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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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这首小诗多像一个童话，作者用诗化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书带领

我们走向远方。诗句朗朗上口而又有韵律感，将船和骏马与书作比

较，“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动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

远方。”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承载着人的灵魂。

智慧思考

1. 你见过船航行、骏马奔驰吗？

2. 作者为什么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我的第一位老师

钟叔河

我记得的第一位老师是《列那狐》。那时我大约五岁，已经认识不少

字了。牛字旁边画着一头牛（印象最深的是这头牛身上一块白一块黑，和

我只见过的黄牛大不相同），食字旁边一碗米饭一双筷子，单调的“看图

识字”我已经不想再看了。

连生表哥比我要大十多岁，他看的《天雨花》我一点也不懂。可是真

应该感激他，不知道从哪里给我找来了一本开明书店出版、郑振铎翻译的

《列那狐》。一翻开灰绿色的封面，洁白的洋纸上印着的精致而又生动的

钢笔画，立刻深深地将我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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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穿着教堂神父长袍的列那

狐，小帽旁伸出一双尖尖的毛耳朵，正在一面教它的兔子学生们朗读“克

里独！克里独！”一面伸出爪子去抓一只胖胖兔子的咽喉。后面两只小兔

则吓得缩起脖颈，恭恭敬敬地捧着大大的课本，嘴里不停地读着，眼睛却

睁得圆圆的，从书页后面紧张注视着这位狐狸老师。

我的心和全身都紧张起来了，仿佛自己也站在诚惶诚恐的小兔子中

间，成了它们中的一个。这种紧张，是多么的新鲜，多么的有趣啊！

这本书中的字，我最多只能认得一半，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一

遍又一遍地看着书上的图画，同时半懂不懂地看着书中的文字。

列那狐跟狼打架，先让婶母把橄榄油擦在自己的头上和身上。“橄

榄”二字我不认识，去问连生表哥，才知道原来是那种咸不咸甜不甜一点

也不好吃的干果，还被表哥奚落了一顿。字虽然认识了，我还是不明白：

打架为什么要擦油？干巴巴的橄榄又怎么能榨出油来？再去问表哥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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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敢，他会把书抢走的——“看不懂就莫看，真讨嫌！”——在他答不

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我不会知道油橄榄和“青果”的区别，更不会

知道拳击手在出台前曾经要涂油——听说现在健美运动员还是这样的。

于是，我只好半懂不懂地看下去，有的地方慢慢地也就看懂了。有的

当时自以为懂了的，其实倒是错了，而且错得很滑稽。列那狐在打架中使

出绝招，猛击狼的睾丸。丸字我早认识，是从咳嗽时给我吃的橘红丸纸盒

上认识的。橘红丸很好吃，有桂圆大一颗。可睾丸是什么东西呢？冥思苦

想了好久，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眼珠子啰。平日大人告诫我不准打

架，“打坏了眼珠，眼睛就瞎了”。前几天，汪小小拂了我的眼珠一下，

不是痛得我眼泪直流吗，痛了还不敢告诉大人。那么，一定是眼珠子了，

不会错。不然的话，怎么一碰那宝贝，狼就痛得大叫，成了列那狐的手下

败将呢？

就这样，列那狐把我引进了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

阅读提示

这篇文章引人入胜，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人，而作者的第一位老师

是《列那狐》这本书，这就激发了孩子的阅读兴趣。幽默的语言，滑

稽搞笑的神态描写，丰富的想象力，成了这篇文章的亮点。

智慧思考

1. 你有过作者读书时的身心紧张的情形吗？

2. 你的第一位老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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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读书

冰  心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

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

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

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

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

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

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

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

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

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

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

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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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

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

逼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义愤填膺！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

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勉强强地

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

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

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

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

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

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

“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

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

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

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

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

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

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

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

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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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

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事的“独立

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 1986 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腿伤，闭门不出，“行万里路”

做不到了，“读万卷书”便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

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

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传》，看了人物

栩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

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

吟、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

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

神移，不能自已！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

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

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1989 年 9 月 8 日清晨

国际扫盲日 中国教师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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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 忆 读 书》 是 冰 心 回 忆 自 己 小 时 候 读 书 的 趣 事。《 三 国 演

义》、《红楼梦》、《水浒传》等等，都是作者喜欢阅读的书。作者

运用朴实通俗的语言将自己读书的趣事娓娓道来，“读书好，多

读书，读好书”是作者给予我们的建议。

智慧思考

1. 想一想：你最喜欢读的是哪本书？

2.“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启发？

魔  毯

［澳大利亚］ 拉伊森

很久以前，人们一生中只在一个地方生活。偶尔出一次门，也不过是

徒步或坐马车到邻近的镇子上去一趟。路远，怪累人的，因此，他们很少

出去。 

偶尔会有一位旅行家踏着泥泞的路跋涉而来，或是一位卖针头线

脑、发带和珠子的小贩，或是去征战的士兵，或是一位从海上归来的水

手。这些过客会把他们所见所闻的稀奇古怪的事讲给人们听，人们听得可

认真了。人们渴望了解世界。 

对那些一生足不出户的人来说，别的地方都是新奇的。他们听说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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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和美人鱼、红色或蓝色的人、塞满珠宝的山洞和巨鸟。这些故事千篇一

律，但个个儿都是那么奇妙，听来那么传神。他们不知道世上其他人都怎

么生活，不知道白鲸何以会像美人鱼一样歌唱，也弄不清钟乳石与宝石及

大鹏和鸵鸟之间的区别。 

他们听说有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拥有一块魔毯，他往魔毯上一坐，这

毯子就会顺着他的意志在天上飞来飞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故事可太

迷人了。足不出户的人相信这是真的。 

时光飞逝，地球围着太阳绕了一遭又一遭，终于来了一些发明家。

“没有的事儿，”发明家们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魔毯。”接着他们造

汽船、汽车和飞机，有了这些东西，人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周游世界了。他

们还造出照相机来拍照片给别人看。 

这场变化可真了不起。现在人们知道与他们同居一球的其他人了，

知道围着太阳转的地球

是 什 么 样 的 了。 这 真

像是同所有的人都成了邻

居——几乎是，但不完全是。 

“照片是平面图，”人

们说，“你看不见接下来发生的

事儿。我们不能整天满世界转，

我们得工作，得照看孩

子 呀。 再 说， 成 天

旅 游 太 费 钱 了。 有

的 人 根 本 就 无 法 旅

游。我们需要坐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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