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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国务院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的有关精神，贯彻职业教育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
的办学指导思想，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的主要精神，
结合广州市中等职业教育的实际，我们制定了 《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
标准》，把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为三个模块：一是与培养基本素养密切相
关的 “通用基础模块”；二是与专业学习相关的 “专业应用模块”；三是与升学
需要密切相关的 “拓展提高模块”。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开
发了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教材 《语文 （基础模块）》。

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教材 《语文 （基础模块）》编写的基本理念是：１．体
现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理念，凸显和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
能；２．结合学生现实生活，加强主体语言实践，切实提高听说读写能力；３．
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

本教材以文体组织单元，各个单元具相对集中的人文话题，各种文体的阅
读能力训练又各有侧重点，以此体现示范性、知识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也方便
教师进行教学指导以及写作训练。选文突出 “少而精”的原则，强调典范性和
适用性，以适合职业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要求。

本教材的 “表达与交流训练”以话题作为基本语境，贯穿创业教育理念，
通过设计体现情境性、合作性、趣味性、开放性的活动，设置 “语言交际”、
“书面表达”训练，突出培养中职学生最需要的听说能力。

本教材适合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一年级学生使用，教材分为上、下两册，
教学时数为１３６课时。其中，课文不带 “＊”号者为讲读课文，带 “＊”号者
为指导阅读课文。

本教材由广州市中等职业教育地方教材编写委员会组织编写，广州市教育
局教学研究室主持实施。《语文 （基础模块）》教材是广州市开展 “以就业为导
向的中职教育课程建设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编写出版是建构适合广州
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等教育文化基础课程的尝试和创新之举，希望市属各中
等职业学校广大语文教师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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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科学小品

科学小品，就是用写小品文的笔法传播科学内容的一种文体。
借助科学发明，人类已经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开始环游地

球、遨游海洋、走向太空。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已经没有天敌，但一
旦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大规模攻击自己的同类，或者破坏生态平衡，人
类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今天，科学更应该努力寻找自然与人类默
契的结合点，实现人类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让人类在这
个世界上诗意地栖息。

本单元四篇作品，或形象地描述或深入浅出地点拨，从不同的角
度带给你关于生态和谐的有益启示。《园日涉以成趣》所介绍的中国园
林如诗如画，是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寂静的春天》运用对比的手
法突出了人类滥用化学药品的巨大危害，呼吁人们要善用科学发明，
保护自然环境。《作为生物的社会》以调侃的语调揭示了一个世人不愿
承认的事实：实际上，人与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为重要。
《螳螂猎食》把一种常见的昆虫刻画得惟妙惟肖，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昆
虫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到传神的语言，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法布尔
对小动物的人文关怀。

学习本单元，应注重理清思路，注意寻找中心句、主旨句，从中
提炼文章的中心，学会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筛选出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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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园日涉以成趣①

陈从周

　　本文对山水、墙垣、树木、假山等在园林中运用的原理作了透彻的说明。作者不断地

在造园、游园和评园之间变换角度，又拈出一个个名园作为例子，概括介绍了中国园林艺

术所遵循的原则与成法。文笔轻灵清新，字里行间流溢情趣。结构上看似松散随意，其实

是别具匠心。若仔细研读，你会发现作者是围绕中国园林艺术的一般特点，按照由主到次

的逻辑顺序来组织文章的，正因为有这种内在的组织结构在，这种表面的散漫无序反而显

得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了。

阅读时，可先逐段概括主要意思，归纳出作者介绍的诸方面内容，理清文章的基本思

路。

陈从周

中国园林如画如诗，是集建

筑、书画、文学、园艺等艺术的

精华，在世界造园艺术中独树一

帜。

每一个园都有自己的风格，

游颐和园，印象最深的应是昆明

湖与万寿山；游北海，则是湖面

与琼华岛；苏州拙政园曲折弥漫

的水面、扬州个园峻拔的黄石大

假山等，也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造园时，如能利用天然的地形再加人工的设计配合，这样不但

节约了人工物力，并且利于景物的安排，造园学上称为 “因地制宜”。

中国园林有以山为主体的，有以水为主体的，也有以山为主水

为辅，或以水为主山为辅的，而水亦有散聚之分，山有平冈峻岭之

别。园以景胜，景因园异，各具风格。在观赏时，又有动观与静观

之趣。因此，评价某一园林艺术时，要看它是否发挥了这一园景的

特色，不落常套。

① 选自 《惟有园林》（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陈从周 （１９１８－２０００），原名郁文，别名梓室，晚年别号梓
翁，古建筑专家、园林艺术家。主要作品有 《苏州园林》、《扬州园林》、《园林谈丛》、《说园》等。本文的题目 “园日
涉以成趣”一句，出自晋代诗人陶渊明的 《归去来兮辞》，意思是说，每天在园子里流连往返，自然就会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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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绝大部分四周皆有墙垣，景物藏之于内。可是园外

有些景物还要组合到园内来，使空间推展极远，予人以不尽之意，此

即所谓 “借景”。颐和园借近处的玉泉山和较远的西山景，每当夕阳西

下时，在湖山真意亭处凭栏，二山仿佛移置园中，确是妙法。

中国园林，往往在大园中包小园，如颐和园的谐趣园、北海的

静心斋、苏州拙政园的枇杷园、留园的揖峰轩等，他们不但给园林

以开朗与收敛的不同境界，同时又巧妙地把大小不同、结构各异的

建筑物与山石树木，安排得十分恰当。至于大湖中包小湖的办法，

要推西湖的三潭印月最妙了。这些小园、小湖多数是园中精华所

在，无论在建筑处理、山石堆叠、盆景配置等，都是细笔工描，耐

人寻味。游园的时候，对于这些小境界，宜静观盘桓。它与廊引人

随的动观看景，适成相反。

苏州拙政园

中国园林的景物主要摹仿自然，用人工的力量来建造天然的景

色，即所谓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些景物虽不一定强调仿自

某山某水，但多少有些根据，用精练概括的手法重现。颐和园的仿

西湖便是一例，可是它又不尽同于西湖。亦有利用山水画的画稿，

参以诗词的情调，构成许多诗情画意的景色。在曲折多变的景物

中，还运用了对比和衬托等手法。颐和园前山为华丽的建筑群，后

山却是苍翠的自然景物，两者予人不同的感觉，却相得益彰。在中

国园林中，往往以建筑物与山石作对比，大与小作对比，高与低作

对比，疏与密作对比等等。而一园的主要景物又由若干次要的景物

衬托而出，使宾主分明，像北京北海的白塔、景山的五亭、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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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香阁便是。

中国园林，除山石树木外，建筑物的巧妙安排，十分重要，如
花间隐榭、水边安亭。还可利用长廊云墙、曲桥漏窗等，构成各种
画面，使空间更加扩大，层次分明。因此，游过中国园林的人会感
到庭园虽小，却曲折有致。这就是景物组合成不同的空间感觉，有
开朗、有收敛、有幽深、有明畅。游园观景，如看中国画的长卷一
样，次第接于眼帘，观之不尽。

“好花须映好楼台”，到过北海团城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团城承
光殿前的松柏，布置得妥帖宜人。这是什么道理？其实是松柏的姿
态与附近的建筑物高低相称，又利用了 “树池”将它参差散植，加
以适当的组合，使疏密有致，掩映成趣。苍翠虬枝①与红墙碧瓦构
成一幅极好的画面，怎不令人流连忘返呢？颐和园乐寿堂前的海
棠，同样与四周的廊屋形成了玲珑绚烂的构图，这些都是绿化中的
佳作。江南的园林利用白墙作背景，配以华滋的花木、清拔的竹
石，明洁悦目，又别具一格。园林中的花木，大都是经过长期的修
整，使姿态曲尽画意。

园林中除假山外，尚有立峰，这些单独欣赏的佳石，如抽象的
雕刻品，欣赏时往往以情悟物，进而将它人格化，称其人峰、圭峰
之类。它必具有 “瘦、皱、透、漏”的特点，方称佳品，即要玲珑
剔透。中国古代园林中，要有佳峰珍石，方称得名园。上海豫园的
玉玲珑、苏州留园的冠云峰，在太湖石中都是上选，使园林生色不少。

若干园林亭阁，不但有很好的命名，有时还加上很好的对联，

读过刘鹗②的 《老残游记》，总还记得老残在济南游大明湖，看了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对联后，暗暗称道：“真个
不错。”可见文学在园林中所起的作用。

不同的季节，园林呈现不同的风光。北宋名山水画家郭熙在其
画论 《林泉高致》中说过：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

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造园者多少参用了这些画理，

扬州的个园便是用了春夏秋冬不同的假山。在色泽上，春山用略带
青绿的石笋，夏山用灰色的湖石，秋山用褐色的黄石，冬山用白色
的雪石。黄石山奇峭凌云，俾③便秋日登高。雪石罗堆厅前，冬日
可作居观，便是体现这个道理。

晓色春开，春随人意，游园当及时。

①

②

③

［虬 （ｑｉú）枝］卷曲的枝干。
［刘鹗］（１８５７－１９０９），字铁云，江苏丹徒 （今镇江）人，清末小说家。主要作品有 《老残游记》等。
［俾 （ｂ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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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练习
一、阅读课文，找出每段的中心句，说说课文是从哪些方面介绍中国园林的，请用几

个词概括中国园林的特点。

二、说明事物常用到的说明方法有下定义、举例子、作比较、打比方、分类别、画图

表、列数字、引用等，看看下面各段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起到什么作用。

１．每一个园都有自己的风格，游颐和园，印象最深的应是昆明湖与万寿山；游北海，

则是湖面与琼华岛；苏州拙政园曲折弥漫的水面、扬州个园峻拔的黄石大假山等，也都令

人印象深刻。（　　　　）

２．中国古典园林绝大部分四周皆有墙垣，景物藏之于内。可是园外有些景物还要组

合到园内来，使空间推展极远，予人以不尽之意，此即所谓 “借景”。（　　　　）

３．若干园林亭阁，不但有很好的命名，有时还加上很好的对联，读过刘鹗的 《老残

游记》，总还记得老残在济南游大明湖，看了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对

联后，暗暗称道：“真个不错。”可见文学在园林中所起的作用。（　　　　）

４．颐和园前山为华丽的建筑群，后山却是苍翠的自然景物，两者予人不同的感觉，

却相得益彰。（　　　　）

三、你游览过哪些园林？哪一个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试运用作比较的方法，评点一下

这些园林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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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寂静的春天①

雷切尔·卡森

　　在这篇科学小品中，作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客观翔实的资料，揭示了人类广泛使

用化学农药给自然环境以及自身所带来的危害，呼吁人们要善用科学，不能让科学发明危

及人类本身。文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类滥用改变自然的力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使文章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力量。学习本文，除关注对比手法外，也要仔细品味作者富有

感情色彩的语言。

雷切尔·卡森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即是生物与它

们的环境互相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

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形体和习性是

由环境造成的。相对于地球的漫长历

史，反向作用即生物对其环境的实际

影响较小。只有在２０世纪极短的时光

瞬间中，一个物种———人———才获得了

有效力量去改变他所在世界的大自然。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

力量不仅增大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

而且其性质亦发生了变化。人类对环

境最可怕的破坏是用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地、河流和海

洋的污染。这种污染多数是无法救治的，由它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在

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它不仅存在于生物赖以生存的世界，而

且也存在于生物组织中。在当今对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化学药品是

辐射线的凶恶但却被人忽视的同谋，它们共同改变着世界上生物的

根本性质。由核爆炸释放到空中的锶－９０②以放射性尘埃的形式随

雨水或漂浮物落到地球上，留在土壤里，进入地上生长的草、玉米

或小麦等植物体内，最后钻进人体，停留在骨骼里直到人死去。同

①

②

选自 《美国读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戴安娜·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有改动。

雷切尔·卡森 （１９０７－１９６４），又译蕾切尔·卡逊。美国生物学家、科普作家。１９６２年出版 《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引
发了环境保护运动，本文节选自该书第２章和第１７章。

［锶－９０］元素锶的一种放射线同位素，是铀－２３５的裂变产物之一，属高毒性核素。



７　　　　 　　

样，喷洒在农田、森林或花园里的化学药品长期留在土壤中，进入

活的生物体内，在一种毒害和死亡的连锁反应中从一个生物体传到

另一生物体；或者随着地下溪流神秘地流淌直至冒出地表，通过空

气和阳光的化合作用构成新形式，毒死植物，使牲畜得病，对那些

饮用原本纯净的井水的人们造成不知不觉的危害。正如阿尓伯特·

施威策①所说：“人甚至连自己创造的魔鬼都认不出来。”

要生成现今栖居在地球上的生物需要亿万年的时间———在这漫

长的时间里，生物不断发展进化，种类越变越多，达到一种同其环境

相适应、相平衡的状态。而环境一丝不苟地塑造和引导它所供养的生

物，这环境既包含有利生物生长的成分，又包含有害的成分。某些岩

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即便在一切生物从中取得能量的日光中，也包

含着有伤害力的短波射线。经过一定的时间———不是过了若干年，而

是过了千百年，生物适应了环境，达到了平衡。时间是最基本的因

素。但在现代世界里人们没有时间去适应世界的急速变化。

人类急躁轻率的步伐胜过了自然界稳健的步履，事物很快发生

变化，新情况急剧不断地产生。如今辐射已不仅仅是地球上出现生

命之前便存在的岩石隐秘射线、宇宙射线以及太阳紫外线，它更是

人类拨弄原子的奇异产物。同样，逼迫生物与之适应的化学物质也

不再只是从岩石上冲刷出来由河流带入海洋的钙、二氧化硅、铜以

及其他矿物质，它们还有人类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在

实验室里配置而成，在自然界找不到与它们相似的东西。

适应这些化学药品所需的时间应以大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的

短暂一生是不够的，它要求的是若干世代的时间。但即令在这么漫

长的时间内可能奇迹般地实现了适应，也将毫无用处，因为从我们

的各个实验室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新的化学药品并投入实际使用。这

数字令人震惊，而且它的深层含义不易为人们所领会———单是在美

国，每年就有约５００种新的化学药品需要人和动物的身体以某种方

式去与之适应，它们完全超出了生物学经验的范围。

这些化学药品有许多被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战争。自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中期以来，逾２００种基本化学药品被研制出来，用于杀死昆

虫、杂草、啮齿动物和其他现代行话称之为 “害虫”的生物体；这

些化学药品被打着数千种不同的商标出售。

这些喷雾液、药粉、烟雾剂现在几乎普遍在农场、花园、森林

① ［阿尓伯特·施威策］（１８７５－１９６５），又译阿尓伯特·史怀泽。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医生，获１９５４年度诺
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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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中使用──这些化学药品能够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

论其是 “好”是 “坏”；能够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跳跃于水

中；能够以一层剧毒物质覆盖在叶片表面或长期滞留在土壤中。而

人们使用所有这些药品消灭的目标或许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种杂草

或昆虫。难道有人会相信，可以向地球表面倾泻这么多毒物而又继

续使它适宜一切生物生长？这些化学药品不应称作 “杀虫剂”，而

应称为 “杀生剂”。

药物使用的整个发展过程似乎卷入了一个永无终点的螺旋。自

从 “滴滴涕”被允许民用以来，逐步升级的过程便开始了，人们得

不断寻找更有毒性的物质。这是因为作为对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

绝好证明，昆虫已演化出对人们使用的某一杀虫药具有抗药性的超

级品种，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种更毒的药剂，接着又发明一种比这

种药剂更毒的药剂……

“控制大自然”这一短语是在骄傲自大的心态中构思出来的，

它源于尼安德特人①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是

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应用昆虫学的概念和实践大都发端于那石

器时代的科学。如此原始的科学竟已用最现代、最可怕的武器装备

起来，这真是我们的一大灾祸。这门科学在使用这些武器对付害虫

的同时也在打击整个地球。

思考与练习
一、请找出每段的关键句，概述每段的段意，然后归纳文章的主旨。

二、科学小品的题目，是体现 “小品”的窗口。请说说只看标题 “寂静的春天”，你

会怎样猜测小品的内容。阅读全文后，想想作者借 “寂静的春天”向世人发出哪几方面的

警告。

三、运用对比手法是本文的一大特色，请你找些例子并说说其作用。

四、通过互联网找找除课文中提到的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会使地球上出现 “寂静的

春天”？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景象，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① ［尼安德特人］原始人类家族的一个分支，主要生活在欧洲和亚洲的中部、西南部地区。文中用来比喻低级幼
稚。



９　　　　 　　

　　卡森在她的书里，着重讲了化学制剂，主要是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问

题。但是环顾今天中国，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尤其是设备

简陋、缺乏起码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意识的企业，将自己的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ＩＴ业废

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以致沿着这

些污水河，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和 “怪病村”；村子里得癌症和 “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

例高得让人揪心。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要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不知要

严重多少倍。仅举一例：卡森将自己的这本著作起名为 《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对于普通

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后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可是请大家回忆

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听到过鸟鸣呢？对于中国人来

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中国人民希望实现 “小康社会”，希望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这种追求是很正常

的，完全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忘记，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

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

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 “美好生活”。

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

才有可能期盼一个绿色的明天。在这方面，卡森女士的 《寂静的春天》将是我们向公众普

及环境意识的一个最有力的、经典的读本。

摘自梁从诫 《寂静的春天》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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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生物的社会①

刘易斯·托马斯

　　这是一篇讲述生物社会行为的文章。人类自命 “万物之尊”，相信 “人定胜天”，以为

自己优越于其他生灵，以为自己能主宰外部世界和自身命运。对此，生物学家刘易斯·托

马斯从独特的角度进行了批判，他以调侃的语调揭示了一个世人不愿承认的事实：实际

上，人与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为重要。这既揭示了 “作为生物的社会”中一些

值得让我们探讨的生命现象，又能引发我们深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

阅读时，注意作者如何在论述中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通过比照映衬讲述生物社会行

为，使文章既有丰富的知识性又充满理趣。

从适当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边青天白日下的海滨木板路

上，为举行年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医学家们，就像是群居性昆

虫的大聚会。同样是那种离子式的振动，碰上一些个急匆匆来回乱

刘易斯·托马斯 （前排右一）和同事们在一起

窜的个体，这

才略 停 一 停，

碰碰触角，交

换 一 点 点 信

息。每隔一段

时间，那群体

都要像抛出钓

鳟鱼的钓线一

样，准确无误

地向恰尔德饭

店抛出一个长
长的单列纵队。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钉住，那么，看到他们一块儿筑

起各式各样的巢穴，就不用感到吃惊了。

用这种话来描绘人类是可以的。在他们最强制性的社会行为

中，人类的确很像远远看去的蚁群。不过，如果把话反过来讲，暗

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那在生物学界将是相

① 选自 《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李绍明译。刘易斯·托马斯 （１９１３－１９９１），美
国医学家、生物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耶鲁医学院系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