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编委会 +优秀教师编委会 =名师 1 + 1
为广大学生制订行之有效的名著阅读方案

一、通过名著作品了解丰富的社会生活
二、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
三、品味文学作品的语言
四、体会其他艺术特色

文学作品反映了宏阔的历史画面，展现了丰富的社会生
活。阅读名著作品，要注意把握作品的主要内容，了解作品
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1. 了解作品中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内容

文学作品往往通过设置重要的情景以及典型事例来反映社会
问题，揭示出相关的社会现象。阅读名著，要注意把握作品的主
要内容，了解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丰富的社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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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会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也饱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评价和态度。阅读名著时要注意把握文
章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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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学会
分析品评人物形象是阅读名著作品能力的体现。阅读名著作
品，要抓住人物形象进行解读，深入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
从而加深对作品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的理解。塑造人物成功
与否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看人物是否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一
个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形象必定是具有某些不可替代性，
是具有其他人物所没有的个性特征。

语言的成功运用是文学作品成熟的标志，对文学语言的
把握和理解是阅读能力的一种重要体现。把握名著作品的语
言可以感受作者个性化的语言特色，可以体会作者复杂的情
感和独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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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叙述的技巧、情景交融的运用、结构的安排等等都
可以增添文学作品的亮点，甚至可以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所以在把握文学语言之外还要注意体会其他的一些艺术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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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
提升要点

理解词语的深层含义

体会关键语句的作用

准确把握文章内容

深刻体会作者思想情感

感受作品的艺术特色

对人物形象做出自己的评价

写作能力
提升要点

扩大知识面，积累写作素材

拓展思维，巧妙构思立意

勇于创新，充分发挥想象力

巧用修辞，使语言生动形象

准确描述，灵活运用表达方式

感情真挚，真实表达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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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
步近了

。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

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
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
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
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
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
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
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
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
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
飞去。野花遍地是: 杂样儿，有名字的，没
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
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

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
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
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
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
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
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
亮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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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门见
山，用简洁干脆
的语言直接点明
了 全 文 的 主
题——— 春 天 来
了。 “盼望着”
的叠用，写出了
作者向往春天的
急切心情。 【开
篇点题，总领
全文】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
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
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
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
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
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小路上，石桥
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 还有地里工作的
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
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
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
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
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
的，它生长着

。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

，
走着

。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

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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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的比
喻形象生动地写
出了春雨细密的
特点，给人鲜明
深 刻 的 印 象。
【博喻修辞】

三个比喻既
有联系又有区
别，先 喻 为 娃
娃，再喻为小姑
娘，后喻为健壮
的青年，使春意
越来越浓。从不
同的角度描写春
的成长，把春天
的春意盎然与青
春活力描绘得生
动形象。 【比喻
修辞】





《春》虽然仅有寥寥近千字，却将江南之春的色彩、气息、声
响以及特有的生命张力，表达得既生动形象又清新别致，极富情
韵。文中 5 幅春景图渐次展开，将美丽的春天作了细致入微而又深
情款款的描摹: 不仅春草软而嫩，春花繁而盛，更有春风多情如
母亲抚慰的手，春雨温柔不忘时时密织笼罩的网…… “一切景语
皆情语”。《春》是朱自清先生吹出的一曲月下洞箫，字字入耳沁
心，让我们看到，春天不仅是花团锦簇、是草长莺飞，春天更是
生机、是活力、是希望、是创造……也许这就是 《春》之所以成
为传世美文的原因吧!

1. 语言描写和结构特点: 《春》是一篇美文，文章的语言优美
生动，把春天的生机勃勃与花团锦簇表现得淋漓尽致。横式的结
构更是从不同的方面把春天的景物层次鲜明地勾勒了出来。行文
中倾注了作者对春天到来的无比欣喜的心情，更表达了作者对春
天的喜爱与钟情。

2. 修辞手法: 本文首尾都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写出了春
天朝气蓬勃、充满无限生机的特点。使整篇文章生动形象起来。
行文中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更是不断出现，为文章增添了不少
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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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 平伯是
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 “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
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
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
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
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
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 一是大船; 一是小船，就是所谓 “七
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
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
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
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
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
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
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
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
下，一律悬着灯彩; 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
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
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 透过这烟霭，在
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
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它的美梦去呢? 只愁梦太多了，
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 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
淮河的艳迹，如 《桃花扇》及 《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
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
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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