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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6大要点

一、理解关键词句的含义和作用

二、积累好词好句好段

三、了解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主题

四、把握动植物形象的特点

五、感受语言的优美

六、有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名师1+1导读方案

为广大学生制定行之有效的名著阅读方案

作家编委会+ 优秀教师编委会=名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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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解关键词句的含义和作用

我们在阅读文学名著时，往往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词句，这样就会

阻碍我们读懂某一句话或某一段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词句

的含义，而理解词句不能仅仅局限在表面含义，还要认真体会它们所发挥

的作用。

1．联系上下文理解关键词句的含义

我们在阅读时会遇到一些生词，这时我们可以结合词语所在语句的意

思来理解它们的含义。有时仅理解词语的本义是不够的，因为作者会为了表

达某一种意思，而采用一些词的特殊含义，这时我们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

的具体内容来理解这些关键词句的含

义。

比如：“在森林的边缘，小溪水潺

潺地流着，沟渠里的水已经漫到了边沿

上。在那褐色的春水上，横卧在水面的

榛子树枝丫，还没有一片嫩叶，但第一

批春花已经傲然绽放了。”这里的“傲

然”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骄傲的样

子”，而是写春花“怒放的样子”。

2．联系上下文体会关键词句的作用

了解了词句的含义，我们还要联系文章的具体内容，仔细体会词句所表

达的信息及其发挥的作用。一些关键词

语既可以表达人物的感情，又可以展示

人物的性格特点。

比如：“雪是被凝固的水。积雪

融化后，雪水再也不想受到束缚，肆意

地想从田里逃到更舒畅的低洼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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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肆意”一词，将春天来了之后，雪水到处流淌的样子形象地表现了出

来，给读者以鲜明的视觉感受。

二 积累好词好句好段

我们在阅读文学名著时，会读到很多优美的词句、精彩的语段，这时就

需要我们认真体会，多读、多记、多积累，然后多用、多学习。这样，我们

以后就不怕写作文啦。

1．好词

文学作品就像词语的百宝箱，它有生动形象的动词、丰富细腻的形

容词、准确传神的拟声词，还有很多精

练简洁的成语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

学习。

    比如：睡眼惺忪  婆娑

无暇顾及  姿态优美

生机盎然  逃之夭夭

2．好句

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优美的句子，有描写外貌形象的，有描写美丽风

光的，有展开精彩对话的。这些

句子大都描写准确，并运用了比

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都

是值得我们积累的好句子。

比如：“它伸开四肢，飘在

空中，像是风中的树叶一样。它

轻轻地左右摇摆着，靠着丑陋的

短尾巴控制着方向，越过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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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飘落到远处的一根树枝上。”

3．好段

精彩的段落描写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有的巧用修辞展现妙趣横生的

情节，有的用优美的语言描写景物等。我们平时应该注意积累和学习，这样

对我们写作文会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一棵棵云杉像白胡子老战士一样威严地挺立着。它们都很高大，每棵

老云杉都有两根甚至三根电线杆子

那么高。抬起头来，都很难看到它

们的树冠。整个云杉王国都笼罩着

一层阴郁的气氛，每一个成员都悄

无声息。它们的树干笔直，从根部

到梢头都光秃秃的，只是偶尔有些

枝条从树干旁伸出来，枝条上满是

疤痕。”

三 了解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主题

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和社会内容，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

活。阅读文学名著时，要注意把握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主题。

1．了解文学作品展现的主要内容

阅读文章时，扫清了词句的障

碍后，我们就可以整体地来把握文

章的主要内容了。只有抓住了文章

的主要内容，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作

者的思路，提高我们的分析、概括

和认识能力。

在《森林报——春》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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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人的笔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和人类社会一样充满了各种逸闻趣事的世

界。在这个王国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优美的音乐，可以感受到沙漠的勃勃生

机，可以听到刺激的狩猎故事，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生活中很难学到的科学

知识。大自然的无穷生机和乐趣，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2．了解作品所表达的主题

作者写一篇文章总有他的目的性，当我们能够把握住文章的主要内

容，体会文章的故事情节时，我们就可以深入地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

了。阅读文章时，当我们把作者在文章中阐明的道理、主张，流露的思想

感情概括起来时，我们就准确地把握了文章的中心思想，也就能更深刻地

理解文章的主旨了。

在《森林报——春》中，作品向我们

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虽然同在

春天，但是由于地域广阔，各地的气

候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森林中各

种生物的生活习性也就有了很大的不

同。但是无论怎么不一样，在春天的

森林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充满蓬

勃生机的世界。

四 把握动植物形象的特点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许多

各式各样的动植物形象，有的可爱，

有的勇敢，有的懦弱，等等。在阅读

文学作品时，我们要注意了解这些动

植物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抓住它们性

格中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样才能更好

地理解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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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浓雾像墙壁一样横亘在它们面前，变换着诡异的阵型，让它

们找不到东南西北。它们只能左冲右突，却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是尖利的岩

石，是人类的陷阱，还是敌人的守候？它们都一无所知。它们只知道两个

字——回家！”面对着重重的艰难险阻，鸟们无所畏惧地同各种困难作斗

争，表现出它们的坚韧与执著。

五 感受语言的优美

好的文学作品经常运用优美的语言讲述生动的故事，表达强烈的情感。

我们在欣赏文章的语言时要注重文章所采用的各种修辞手法，通过对这些修

辞手法的鉴赏来提高我们的语言水平，并将这些值得借鉴的语言表达方法更

好地运用到我们的写作中。　

比如：“美丽的顶冰花沐浴着

温暖的阳光，笑开了花。它快乐的

情绪感染了旁边的紫堇，于是；紫

堇也羞涩地绽开了花蕾。”这句话

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地描写

了春天花儿在阳光下开放的样子。

六 有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文学作品问世之后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读者。因为读者的经历、知识构

成和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尽相同，所

以，每个读者对作品的体会也是不一

样的。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有自

己的体会，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比如读《水上运输》这一节：

小松鼠突然遇到了大黄狗，本来可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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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树上躲避敌人，但是周围却没有一棵树。于是，小松鼠机警地向河里跑

去，跳上了水中的圆木。傻乎乎的大黄狗也跟着跳上去，结果掉到了水里，

再也没能出来。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松鼠的聪明，也给我们深刻的启发：

遇到困难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找到解决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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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读 者

平常报纸上，总是描述有关人类自己的消息，还有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

情。可是，孩子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动物世界的故事：飞禽如何生活，昆虫怎

样繁衍？

其实，森林里的故事和人类社会里的故事一样多！那里也会有辛勤的劳

作、快乐的节日和飞来的横祸，也会有勇敢的英雄和愚蠢的强盗。可是这样

的故事不会出现在城市的报道之中，因此，市民也就无从知道这些森林中的

故事。

例如，有哪位听说过，在寒冷的冬季，会有没有翅膀的小蚊虫从土里爬

出来，光着小脚丫子在雪地中乱跑呢？有哪家报纸报道过森林中的勇士麋鹿

打群架、候鸟大迁徙、秧鸡双脚穿越欧洲大陆这些故事呢？

但是，这些故事你却可以从《森林报》中读到。

我们的《森林报》总共12期，正好是每月一期，我们将它们编辑成一本

书。每一期的内容都十分丰富，有编辑的文章、森林通讯员的电报和信件，

还有猎人的经历。

那么，哪些人充当了《森林报》的通讯员呢？他们有的是小朋友，有的

是科学家，有的是猎人，有的是森林中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森林中发生的事

情都非常地感兴趣，经常观察记录森林中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并将这些记

录下来的资料寄到我们的编辑部。

我们的一个专业记者，曾经专门采访了赫赫有名的猎人塞索伊奇。他们

一起去打猎，一起坐在篝火旁休息。塞索伊奇在这个过程中讲述了大量与打

猎有关的冒险故事，我们的记者就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寄回了编辑部。

我们《森林报》的每一期后面，都开辟了一个竞答游戏专栏。我们称它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
瓦连津·利活威奇·比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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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靶场”。只要我们的读者认真阅读每一期报纸，就能很容易地答出栏

目中的问题。每次答对了，我们都会给以奖励。我们非常希望读者参与到这

个游戏中来，并记录下问题的答案。但有许多问题，比如有关秧鸡的成长，

不要忙着给出答案，可以先仔细观察下秧鸡的生活习惯。

《森林报》是列宁格勒省创办的一家地方性报纸，报道的内容基本都发

生在列宁格勒省。但是，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当北方还是寒风呼啸、暴雪

纷飞的时候，南方已经惠风和畅、草长莺飞了；当东部旭日东升、阳光普照

时，西部却是日暮黄昏、炊烟袅袅。所以，《森林报》的读者就有了想法，

希望不仅能读到发生在列宁格勒省的事情，还希望能读到其他地方的有趣的

事情。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个愿望，我们增设了一个新的专栏：《全方位的无

线电通报》。

另外，我们还为读者朋友们开辟了一个“通告”专栏，来表彰读者中的

观察敏锐者。

我们还邀请著名的生物学博士、植物学家、作家尼娜·米哈依路夫

娜·巴甫洛娃开设专栏，给我们的《森林报》写文章，谈谈那些有趣的植

物。

我们希望，《森林报》的读者首先学会热爱祖国，走进大自然，了解祖

国大地上的万物，观察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

这次《森林报》的第九版是经过重新修订的。我们新刊登了“一年：12

个月的欢乐诗篇”。尼·米·巴甫洛娃的大量作品这次将被充实到《乡村日

历》中。通讯员为我们发来大量的巨兽搏斗厮杀的消息。同时，应许多爱好

钓鱼的读者的要求，我们还开辟了“钓钩从不落空”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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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报》的第一位通讯员

在很多年前的列宁格勒，人们经常会在公园里看见一位戴着眼镜、头发

花白的老教授。他精神矍铄，眼睛明亮，眼镜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喜欢

倾听每一只小鸟的鸣叫，喜欢观察飞过的每

一只蝴蝶或者苍蝇。

我们的市民是不会像他那样仔细地观

察春天里出生的第一只小鸟或者蝴蝶的成长

的，可是这位老人却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桩森

林里的新闻。

这位老教授就是德米特利·尼基罗维

奇·凯戈罗多夫。他执著地观察着我们这

座城市及郊区的生物，这样一干就是半个世

纪。春夏秋冬，花开花谢，自然景物尽收眼

底。时间、地点、景物，每一个这样的细

节，他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将这些

记录下来的资料投寄到报纸发表。

在他的感召下，许多青年朋友投入到自然界，观察、记录、用心体验大

自然的美好与纯净。一年年过去了，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提供给我们的资

料也越来越丰富。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这位老人坚持收集了无数观察记录，并把这些资

料整理到一起，留给了后人。正是因为有了他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认真细

致的工作，以及其他无数科学工作者的无私奉献，我们现在才知道，什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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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会喜欢我们这里，什么鸟在秋天会抱怨我们这里，还有那些美丽的花

儿，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的。

凯戈罗多夫还给小朋友和大人们写了许多有关鸟类、森林和田野的文

章。他一直有个观点：孩子们要想了解自然，不能只死啃书本，而是应该走

进大自然，去观察体验。

不幸的是，1924年2月11日，病魔缠身的凯戈罗多夫教授逝世了，没有能

等到春天的来临。

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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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日历

我们的有些读者也许会有个误解：《森林报》上的新闻也不过是仿效

城市里的新闻，记载一些陈谷子、烂芝麻，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年年有春

天，但是每年的春天都是不同的。无论你的生命有多长，我都坚信一点，

你一定不会经历相同的两个春天。

一年，就像是一个有着12根辐条的车轮子，12根辐条滚过去，一年也

就过去了。当车轮再次翻滚时，已经换了个新的地方，它不可能停留在原

来的地方了。

冬去春来，森林苏醒了。笨笨的黑熊从洞里爬出来，春水不小心灌到

了它的洞穴里。鸟高兴了，在林中快乐地唱起歌来。野兽们开始

忙着生儿育女了。读者又会从《森林报》上读到新鲜有趣的新闻

了。

我们每年刊载的森林历，并不像普通的日历一样，但这并

不会让大家感到奇怪。毕竟，鸟兽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大相径

庭，它们也该有自己的历法。

太阳在天上转一年，就是它们的一年。太阳每走

过黄道中的一个星座，就是一个月。当它走过12个星

座，一年也就过去了。

森林历中的新年并不在寒冷的冬天，而是在温

暖的春天，这正是太阳进入白羊宫的时候。太阳

出来的时候，森林历中的节日也就开始了。但

是送别太阳的时候，也就是森林中居民忧伤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