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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亲爱的同学，当你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淡淡的墨香扑向你的那一刻起，

你我之间就开始了一场关于阅读和写作的心灵交流。

阅读和写作是语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阅读，是心智、情

感和思维的体验。阅读让我们“下笔如有神”，让我们“腹有诗书气自华”。

写作，更是情感和思维的表达，“用我手写我心”，让我们描绘多姿多彩的

生活。

当你读到一篇令人击节赞叹的好文章时，当你看到一篇令人欣羡不已的

同学作文时，你是否会有一份油然而生的期盼：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妙笔生

花，下笔成章啊！

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你手边的这本《同步作文金钥匙》，去阅

读它吧！去欣赏它吧！它可以帮助你圆你的写作梦想，让你更自信地在写作

的天地里展现属于你的妙笔才思。

这本书由五个板块组成，现在为你简介如下：

１．妙语佳段。就地取材，从课文中选择两至三个采用不同写作手法的精

彩片段，精细品读，让你真正体验“得法于课内”。

２．写作指导。从写作手法的概念、作用和写作中需注意之处入手，让你

明确感受这些手法的精妙之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３．积累营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为你盛邀那些写作名家，精心

采撷课外阅读中的精彩语言片段，陪伴你慢慢品析，共同感受那些美妙文字

不可言说的魅力。

４．范文借鉴。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你身边的同龄人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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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小作家”，我们为你精挑细选了他们的好作文。阅读的过程中，你在感觉

亲切之余还会得到不少的启发和借鉴。

５．小试身手。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写作舞台。当你有所感时，那就带着阳

光般的自信，挥洒文字，写下你的成长足迹、心路历程，还有眼前这个精彩无

比的世界……

让我们一起行动吧！阅读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享受它给你带来的泉涌

之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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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春 天 来 了

００１　　　　

第一单元

春 天 来 了

　　本单元以“春天来了”为主题选编了四篇课文，有传统名篇，如《春》《春夜

喜雨》《钱塘湖春行》《江南春》，有新选课文，如《春风》；有写景为主的散文，如

《春》《春风》，有古诗，如《春夜喜雨》《钱塘湖春行》《江南春》，有童话，如《花的

话》；有描绘春天、赞美春天的，也有借景或忆旧或寓理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季节，一种自然现象；她更是一种态度，一种情趣，一种

精神。她唤醒着我们，感召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同学们，让我们跟随春的脚

步，走近春，感受春，爱上春吧！

妙语佳段

 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

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

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

———林斤澜《春风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点评

这段文字是作者对北国春风的直接描写。准确、传神，有力度的

动词、拟声词以及短语，写出了春风来得迅猛，出乎意料，将春风那如

百万骑兵鏖战的气势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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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透出了嫩绿的颜色，花儿们也陆续开放了。……不同的红、不同

的黄，以及洁白、浅紫，颜色绚丽；繁复新巧的，纤薄单弱的，式样各出心裁。

各色各式的花朵在园中铺展开一片锦绣。

———宗　璞《花的话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点评

这段写景的文字写出了花儿们之所以能相聚在一起比美论贵的

前提：颜色绚丽，色彩繁多，式样各出心裁。于是春天花园里百花争艳

的景象跃然纸上，为下文“众花比美”设置了背景。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朱自清《春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点评

文章的开篇短短四句，写出了作者发现春天的行动和心情，充满

童心和童趣，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盼望之情。“盼望着”连续两次出

现，作者用反复的手法强调盼春的急切心情。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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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春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点评

作者巧用排比和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春花五彩缤

纷、竞相开放的盛大景象，表现了春雨细密温柔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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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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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着我们上前去。

———朱自清《春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点评

作者把春天比作“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渐次排

比，气势迭起，突出了春天新、美、力的特点，纵情地赞美了春天有不可

遏制的创造力和无限美好的希望，从而戛然有力地归结全文。

写作指导

１．自然环境描写

自然环境描写是环境描写中的一种。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所处的具体

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自然环境是指自然界的景物，如季节变化、

风霜雨雪、山川湖海、森林原野等。自然环境描写应当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

地点、季节、气候以及景物等。

恰当的自然环境描写对表现人物身份、地位、行动，表达人物心情，渲染

气氛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要想将自然环境描写得生动，可以尝试以下做法：

（１）写作前应选好观察点，即作者观察景物的立足点。立足点可以是固定的，

也可以是变换的。选定观察点后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写看到的景物了。

（２）写作时应按照一定的顺序去写。写景物可以按方位写，也可以按整

体和局部的关系写，还可以按时间（季节）的顺序写。

（３）绘景时应抓住景物的特点，有重点地写。不同的景物有不同的特征，

即便是同一类景物，也会有些许差异。只有对所描写的景物了然于胸，才能

笔墨传神。切忌泛泛地描写或者堆砌辞藻，过分雕琢，这样就很难给读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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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４）还应重视运用修辞手法来生动描绘。古今中外诸多名家成功的写景

片断都是非常具体、形象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

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准确、恰当地使用修辞手法将有助于把景物写

得具体形象，真实感人。

２．排比

排比是一种修辞手法，利用三个或三个以上意义相关或相近、结构相同

或相似、语气相同的词组或句子并排，达到一种加强语势的效果。

用排比来说理，可使语言条理分明；用排比来抒情，可使语言节奏和谐，显

得感情洋溢；用排比来叙事写景，可使文章层次清楚、描写细腻、形象生动……

总之，排比的行文朗朗上口，有极强的说服力，能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和气势。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运用排比手法呢？

（１）用排比写人，应将人物刻画细致。

（２）用排比写景，应将景物描写得细致入微，形象生动。

（３）用排比说理，应将道理说得充分透彻。

（４）用排比抒情，则要注意节奏和谐，显出洋溢的感情来。

有时，恰当地运用排比段也能使文章层次分明，铿锵有力。还要提醒同

学们的是，平时应注意素材的积累，这样在考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知如何下笔

的情况了。

３．反复

反复是一种修辞手法，为了强调某种意思，突出某种情感，特意重复使用

某些词语、句子或者段落等。反复的主要类型有：

（１）词语反复。为凸显某种感情或某种行为，连续两次以上使用同一词

语，达到强调的目的。

（２）词组或句子反复。有时为了表达内容或者结构安排的需要，可以连

续两次以上使用同一个词组或句子。

（３）语段反复。这种反复在诗歌和小说中最为常见。

恰当地运用反复手法可以起到增强语气或语势的作用，还能起到反复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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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表达强烈情感的作用。同时，反复的修辞手法还可以使诗文的格式整齐

有序，而又回环起伏，充满语言美。

当然，运用反复手法还需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运用反复，必须要适合表情

达意的需要。反复不是“重复”，不必要的反复，会使文章语言显得啰唆、累

赘；而没有充实的内容、强烈的感情，一味采用反复的形式，也会让人心生厌

烦。二是必须要抓住关键的内容进行反复，不要随意地重复某些语句。

积累营地

１．自然环境描写

 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

驶向远处。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

哲尔赛岛了。

———（法）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渔夫的妻子桑娜坐在火炉旁补一张破帆。屋外寒风呼啸，汹涌澎湃的

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一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这间渔

家的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

———（俄）列夫·托尔斯泰《穷人》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

 那雪正下得紧。

 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施耐庵《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天空像是被飓风吹了整整一夜，干净得没有一朵云。只剩下彻底的纯

粹的蓝色，张狂地渲染在头顶上面。像不经意，随手打翻了蓝色的墨水瓶。

晕染开的，千丝万缕的蓝。

———郭敬明《夏至未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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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

懒得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

———老　舍《骆驼祥子》

２．排比

 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宋·周敦颐《爱莲说》

 像柳絮一般的雪，像芦花一般的雪，像蒲公英的带绒毛的种子一般的

雪，在风中飞舞。

———郭　风《松坊溪的冬天》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

的时候……

———朱自清《匆匆》

 我们不会忘记，朝鲜大嫂为帮助志愿军失去了她的双脚；我们也不会

忘记，朝鲜大娘为了保护志愿军，失去了她的孙子；我们更不会忘记，朝鲜小

姑娘为了营救志愿军，失去了她的母亲。

———魏　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研制出一种类似鹰眼的搜索、观测技术系统，就能够大

大扩充和提高飞行员的视野和视敏度。如果能够研制出具有鹰眼视觉原理

的“电子鹰眼”，就有可能用于控制远程激光制导武器的发射。如果能够给导

弹装上小巧的“鹰眼系统”，那么它就可以像雄鹰一样，自动寻找、识别、追踪

目标，做到百发百中。

———王谷岩《眼睛与仿生学》

３．反复

 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美）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　迅《记念刘和珍君》

 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



　 第一单元　春 天 来 了

００７　　　　

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成人的山谷。

———铁　凝《哦，香雪》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柯　岩《周总理，你在哪里》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

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艾　青《大堰河———我的保姆》

范文借鉴

南 山 竹 海

佚　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年仲夏，我终于见到了

南山与南山竹海。

历经几个小时的车程，眼前忽现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巨

大扇形塑像，上面刻着翠绿色的四个大字“南山竹海”———

目的地到啦！

竹乃花中“四君子”之一，东坡先生曾说：“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这句话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苏轼对竹

子的钟爱之情。极目远眺，群山环抱中大地被青翠的竹

子覆盖着，就像裹着一张厚厚的翠绿毛毯。我不禁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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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做了个深呼吸，空气中弥漫着竹子散发出的淡淡

清香。

　　随着碎石板铺就的坡路往里走，两边修长的竹子叠肩

错臂，合抱成阴，仔细看那些竹子有高有矮：矮的，才刚刚

破土而出，却急着想向世人展现自己的棱角；略高一些的，

已与我齐头并进；更多的，则是那一眼望不到头，直刺云霄

的高……那像剪刀似的繁茂枝叶好似一把把竹伞，把刺目

的阳光牢牢地挡在伞外，只留下星星点点的光斑映射在石

板路上……一阵风吹过，竹海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此起

彼伏，伴随着竹叶发出的“嗘嗘沙沙”声，使我真正明白了

“竹海”这一美称的由来。

　　在这一段自

然环境 描 写 中，

小作者紧紧抓住

了竹的特点，配

以 生 动 的 拟 声

词，形象地 描绘

出了竹海的特殊

美景。

　　漫步在竹海之中，不由地想着：这么壮观的竹海，怎

能没有湖水与之相映成趣呢？果然，走上几步便看到了静

湖———南山风景区内的一个天然湖泊。时值正午，阳光直

直地照射在平坦如镜的湖面上，四周竹子的侧影，倒映在

湖面上，连成一片，仿佛湖水也被染成了翠绿色。忽然，一

叶扁舟划过湖面，瞬间带起波光粼粼，眼前的风景美得让

人如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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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途的南山之行让人印象深刻，那满眼的翠竹时时浮

现在我的眼前。

爱上竹，爱它那坚韧挺拔的身姿……

爱上竹，爱它那象征青春岁月的绿……

爱上竹，爱它那一圈圈记载着生命年轮的竹节，诉说

着生命的顽强……

　　结尾处以排

比和反复的手法

抒发小作者对竹

的喜爱之情，并

点明竹的象征意

义，升华了文 章

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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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小作者以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的名句开篇，为全文奠定了较强的

文学气息。行文过程中，小作者尤为重视对竹的描写，运用比喻、设问

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翠竹高耸而绵延不绝的姿态，映衬出

“海”的气势。结尾处，小作者以排比和反复来收束全文，直接抒发她

对于竹的喜爱之情，同时也点明了竹的象征意义。

青 岛 的 海

佚　名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照得河水闪闪发亮。河中

的几条小舟慢悠悠地行驶着，沐浴着阳光，舟上的渔翁们

撒网捕鱼，一幅安谧的景象。

青岛的海浪，一浪一浪地拍打在暗红色的海滩上。

远远的，就能闻到咸咸的海风，感受到淡淡的潮湿。

使劲嗅嗅，那是海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仔细听听，似乎

还能听到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若有若无，一声接着一声。

好像还能听到些什么？对，是岸上人们的吆喝声，交谈声。

我情不自禁地向海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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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的天空下，没有金色的沙滩，没有蔚蓝的大海，只

有暗色的海浪，浪群拍打在暗红的海滩上。这就是我来到

青岛时看见的海。那时，我的第一印象是压抑、哀伤。

这让我好不失望，海，就是这样的么？

翌日，又一次嗅到空气中的海风气息，虽然不想再看

到昨日那样的灰暗海色，但仍是不由自主地朝着海边走

去。站在公路上看到的海，似乎和昨天的一模一样。不，

似乎是有什么不同的。

　　小作者在这

一段中用简洁及

暗沉的色调描绘

了对青岛海浪的

初步印象。

　　

青岛的海浪，一浪一浪地拍打在暗红色的海滩上。

　　这一次，我踩在松松的小石子上，感觉海浪一浪一

浪地扑打在我的脚背上，清凉的感觉直透至头顶。低

下头，海浪带着白色的头巾，像一只见到久违的主人的

小狗，直扑到脚面，再流回去，与涌上前的海水合成一

个更大的浪花，又扑了过来。海浪在孜孜不倦地做着

“伸展运动”的同时，也带来了海草，贝壳，在海浪的带

动下翻滚着，翻滚着。

　　这一段是对

青岛海浪的再一

次描绘。小作者

运用生动的比喻

及拟人手 法，将

海浪写得如此活

泼、可爱。

　　

抬起头，向远处眺望，朦胧的淡淡雾气下，青岛的海一

望无际，暗灰色的无限伸展，给人以遐想。偶尔有几只摩

托艇驶过，留下两条射线，在海潮中颤动着。海浪打在岸

上的声音，加上吹着海螺号的声音，再映上这一幅青岛的

海，海的印象，便深深刻在心间，挥之不去。

太阳渐渐升高了，做小生意的人们渐渐在岸上排成一

溜儿，像麻雀似的忙这忙那，说这说那。卖海螺的、卖贝壳

手链的，烤鱿鱼的、烤海星的，不停地吆喝，反正有的是生

意，有的是气力。

青岛的海浪，一浪一浪地拍打在暗红色的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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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作者的精妙构思。“青岛的海浪，一浪一

浪地拍打在暗红色的沙滩上”反复出现，既点题又形成了回环往复之

势，读来朗朗上口。同时，小作者还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详写第二日

再度感受青岛的海独有滋味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

一个不知名的精灵

佚　名

　　当一阵阵凉爽的风在炎热的夏季忽然迎面吹来时；当

一片片枯黄的树叶借着丝丝凉风悠悠飘荡下来时；当一个

个不知名的小精灵乘着片片落叶翩翩舞动而来时……在

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小小的精灵大驾光

临了。

　　大地变成金黄色，阳光温馨恬静，清风和煦轻柔，蓝天

白云飘逸悠扬。黄澄澄的稻穗垂着沉甸甸的穗头，为精灵

铺下小路。那一片片庄稼，远看，好似翻滚着千层波浪；近

看，稻谷笑弯了腰，高粱涨红了脸，玉米乐开了怀。

　　小作者将这

一段写得尤为突

出。绚丽的色彩、

饱满的果实、和煦

的清风以及恬静

的阳光，处处给人

以美的享受。

　　

清风萧瑟，层林尽染，一片金黄；阳光下，密林间，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苹果扒开绿叶往外瞧，瞧见可爱的精灵，又羞涩地躲

了起来；小红灯笼似的枣子挂满了枝头，为精灵的到来，添

上了一分喜气；紫玛瑙般的葡萄一串串地挂在葡萄架下，

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停下精灵匆匆的脚步看看她们。

清雨打着她的脸，一堆深灰色的迷云，低低地压着大

地。森林里，那一望无际的林木都已光秃，老树阴郁地站

着，让褐色的苔掩住它身上的皱纹。清高的精灵，狠下心

　　用拟人的手

法描绘出秋天一

派萧瑟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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