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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记叙文阅读方法点拨篇

第一框　考试大纲说明

　　《语文课程标准》对初中生在记叙文阅读方面的要求是：“要能够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

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

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内涵。”根据课标精神，记叙文阅读考查一般有如下一些考点：

１．辨析记叙的要素、人称和顺序，明确其作用；

２．理解记叙与描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３．能整体感知课内外阅读材料的内容，准确理解文章的中心；

４．清楚作者的行文思路；

５．结合语境准确揣摩词语和句子的含义；

６．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作者的观点态度，能有自己的看法和体验；

７．对其艺术手法能进行必要的赏析和评价。

第二框　文体知识阐述

一、记叙文的特点

记叙文是一种以叙述和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以写人、记事、状物、绘景为主要内容的文体。

二、记叙文的分类

根据描述的内容，可以分为写人的、叙事的、写景的和状物的记叙文。它们都具有记叙文的共性，但在构思、

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上往往又有相应的各自特点。

写人类记叙文：通过描述人的外貌、行动、语言、心理，通过特定的环境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反

映生活，表现文章主题。

叙事类记叙文：通过叙述事件，写出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来表现主题。

写景类记叙文：通过描绘景物，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

状物类记叙文：通过写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记叙文的六要素

记叙文的六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掌握记叙文的要素，可以较好地把握全

文，分析和理解文中的主题思想，更好地把握其结构层次。

四、记叙的顺序

阅读记叙文，要了解作者的写作思路，就要明确写作的顺序。常见的记叙顺序有顺叙、倒叙和插叙。

（１）顺叙：按照事件发生、发展和结局的顺序来写，也就是叙述的顺序与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是一致的。

（２）倒叙：先写结局，然后再叙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或者先写后来的情况，再叙述产生这种情况的经过。

（３）插叙：在记叙的过程中，有时要插入在时间地点上不一致的情节，然后再按照原来的事情接叙，这插入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２　　　　 　　　　　　　如果惧怕前面跌宕的山岩，生命就永远只能是死水一潭。

有关部分叫插叙。

五、记叙文的线索

记叙文的线索是指自始至终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由于题材的多样性和作者思路上的差异，致使文章线索

呈现出多种形式。

有的以时空转移为线索；有的以人物活动、时间、发展、景物变化为线索；有的以一人、一事、一物的线索把全

篇各部分内容紧紧联结起来。有的记叙文存在着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

六、记叙的人称

记叙文的人称有三种：第一人称（我，我们），以当事人的口吻和身份叙述，写起来亲切自然。而有的文章中

运用了第二人称代词（你，你们），一般多是出现在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叙述里，实际上仍然是站在第一人称

或第三人称的角度写的。

七、记叙文的表达方式

记叙：交代事件，把人物和事件介绍给读者，写出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情况。

描写：在叙述的过程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用一些修辞方法对人物和事件加以具体形象地描绘，给人以鲜

明、生动的印象，避免了单纯记叙的平淡和枯燥。

说明：补充交代记叙文中需要交代的事物。

议论：记叙文中的议论是作者直接发表评论，点明记叙的意图，揭示所叙事物的本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抒情：作者在记叙的基础上，采用直抒胸臆的办法，抒发作者强烈的感情。抒情方法：有的直接抒情，有的在

记叙描写中抒情。

八、记叙文中的景物描写

记叙文中的景物描写包括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作用是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表现人物性格，烘托

人物心情，推动情节的发展等，都是为表现主题服务的。

第三框　整体感知　灵活答题

阅读记叙文，首先要整体感知文章的大概内容。这里所说的“整体感知”就是通过初步阅读对文章的基本内

容和面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所谓“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就是“整体感知”的几个要点。

一、整体感知的内容。

Ａ、理解课文的内容和思路

Ｂ、体会作者的态度、观点、感情

阅读记叙文时，我们通过对重点词语和关键句、段内涵的仔细揣摩，理清作者的思路和主要内容，领会文章

内容和主旨，从而体会作者对生活、人性、世事的感悟、态度，了解作者所持的观点和感情。整体感知文章的主旨

及作者的情感或观点，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答题的思想，在解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就是我们所讲

的答题时，能往中心上靠的，尽量往中心上靠，围绕作者的写作意图回答问题。如《藤野先生》。

二、整体感知的方法

Ａ、不同的体裁有着不同的方法

（１）写人的记叙文———一般侧重分析人物的思想性格。

从描写人物时写的事件中分析人物，在每件事中的言行中概括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及性格特点，其中包括对

人物的正面描写：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和一些侧面描写。如《最后一课》、《芦花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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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记事的记叙文———抓住记叙的六要素，分析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如《社戏》

（３）写景状物的记叙文———抓住景物的特征，总体把握作者在景物描写中蕴涵的思想感情，理解作者抒情的

方式。如《春》。

Ｂ、整体感知有助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抓住文章的重要内容和中心意思，从而能有效地梳理文章的脉络，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精要分析。快速整体感知课文，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１）通过寻找中心句或中心段把握文章的主旨。如每一段的中心句、课文开始和最后结尾的总结段落，或者

还有写课文中间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２）通过归纳来进行提炼。有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分散杂全文各部分中，需要通过归纳各段的段意来提炼。

在记叙文中，中心有时比较含蓄，往往蕴藏在人物或事件的背后，需要在把握全文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而有些文

学作品更是往往意在其外，非深入进去不能挖掘其中丰富的内涵。例如《社戏》一课，全文并未直接点明中心，只

在最后一段文字中说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的好戏了。”如

果理解只停在表面，同学们会误以为本文主旨只是为了告诉读者“我”怀念的是好戏和好豆，而实际上这样的理

解当然是很肤浅的，细究下去会发现并非如此。

（３）学会筛选文章信息，抓住关键性词语来理解作品的深刻含义。所谓“关键性词语”，就是文中对表达内

容、表达中心起重要作用的词语。关键性词语通常是在通读全文，对作品内容有了一定了解后才能比较准确地

找到。找关键性词语的目的在与挖掘深刻、含蓄的思想内容或者文章写作的中心等。如《背影》关键性的词语表

现“我”对父亲感情的变化。

三、具体答题方法

审清题意。就是要分析题干要求，包含几层意思，其中透露了哪些信息。只有搞清题意，我们才能更好地按

要求做题，少走弯路，切中要害。回扣原文。找出题干考查点的出处。从命题的考查层次上看，阅读理解的出题

思路一般都很清晰，从分段考查到牵涉到上下几段概括总结，逐步过渡到对于全文内容的把握。从段落上来看，

考查一般情况下是从前往后，逐层深入，先分后合。这样一来，为更好地回扣原文找到了一定的思路。

上下联系。由回扣原文依照的切入点作为参照点进行文意上的上下联系，范围可能在本段之内，也可能涉

及到上下几段内容。在联系的基础上初步分析，划定答题所需的大体氛围。在联系上一定要注意考虑全面，同

时要抓关键，缩小范围。

分析综合。就是在上下联系锁定的范围基础上，在头脑中对其加工组合，找出有效信息，概括总结，提炼要

点。在分析综合中要强调“要点”意识，因为评卷工作中是根据要点分配分值的。这一过程最能体现思维能力，

也是答题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一环。

组织表达。在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将头脑中分析出的有效信息付诸卷面。首先考虑用原文中的语句，如果

原文中的语句量过大，就需要进行压缩，有效组织，用自己加工过的语句回答。在答卷中，要注意语言表达简明、

连贯、得体。书写要工整，避免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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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框　记叙文阅读范例点评篇

味蕾上绽放的爱
黎　明

①记得一位老同事，每次就餐让他点菜时，他总是首点“糖醋排骨”。结果每次都是吃者甚少，唯独他吃得津

津有味，这让我很不解。在一次出差的时候，我们俩不经意间聊起了这件事。他告诉我，糖醋排骨是他前女友最

爱吃的菜，也是她最擅长做的菜，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能吃上几顿。分手３年了，想念她的同时，也想

念她做的糖醋排骨的味道。

②想必这就是味道的魔力，它不仅能烙进人的记忆里，也能渗入人的情感，甚至成为贯穿人一生的印记。

③一旦触及味蕾的引线，回忆就会漫天飞舞。

④喜欢吃咸花生，似乎是我天生的嗜好。小时候，家里虽然每年能收上四五担花生，但吃咸花生对我来说是

件极其奢侈的事儿。因为家里穷，父母指望着能多卖点钱给我们兄妹３个凑学费。只有在我们兄妹仨，眼巴巴

地看着邻居家小孩吃咸花生馋得直流口水的时候，妈妈于心不忍才勉强给我们煮一小把。煮好后我负责分成３

小堆，三兄妹各占一堆。虽然每堆只有几颗，却能让我们兄妹仨乐上好几天，因为我们都非常珍惜那来之不易的

味道。

⑤妈妈煮咸花生的量是一年比一年多，可是我们这些爱吃咸花生的孩子们却离家越来越远，有时候甚至两

三年都难得回家一次。于是，妈妈每年将煮好的咸花生晒干分成３大包，分别寄到我们三兄妹的手上。每当在

异地他乡吃着妈妈千里迢迢寄来的咸花生，心里总是暖洋洋的，舌尖上的味蕾也总能准确地识别那种熟悉的味

道，一种被爱的味道。品着这爱的味道，也使我们更加惦念家中年迈的父母。

⑥出门在外，也经常在街边的小摊买咸花生解馋，但我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妈妈煮的咸花生和

买来的咸花生味道确实不一样。因为这正如歌中所唱，妈妈煮的花生里夹杂着“爱的味道”。

⑦味道通常蕴含着人生种种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让人无法抗拒味蕾上绽放出来的爱，会让我们感怀一种特

别的情愫，想念一位深爱的人，抑或怀念一段难忘的往事。

９．本文的线索是什么？先后写了哪两件事？（３分）

文章以“味道”为线索，记叙了朋友爱点“糖醋排骨”和自己爱吃咸花生这两件事。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对行文线索的把握及文章所写内容的概括。我们从文章的标题及文章所记叙的事情中，

很容易把握文章的行文线索———“味道”；通过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很容易概括出文章所写的两件事情：朋友爱

点“糖醋排骨”和自己爱吃咸花生。

１０．第④段中，与“妈妈每年将煮好的咸花生晒干分成３大包，分别寄到我们三兄妹的手上”这句话相照应的是哪

一句？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３分）

相照应的句子：“我负责分成３小堆，三兄妹各占一堆”。这一变化，说明一家人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妈妈对

孩子的思念越来越重。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中某些内容在不同部位上互相关照与呼应。我们通过阅读题干的要求，很容易能够

从第④段中找到答案。作者通过这个变化，说明一家人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妈妈对孩子的思念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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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分析“一旦触及味蕾的引线，回忆就会漫天飞舞”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３分）

承上启下。上承味道不仅烙有人的记忆，也渗有人的情感；下启“我”对咸花生这种特殊味道的回忆。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句子、段落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我们通过分析“一旦触及味蕾的引线，回忆就会漫天飞

舞”这句话，并联系上下文，很容易看出其在文章结构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味道不仅烙有人的记

忆，也渗有人的情感；下启“我”对咸花生这种特殊味道的回忆。

１２．文章以“味蕾上绽放的爱”为题，有何作用？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４分）

“绽放”本是形容花开时花蕾花瓣由紧闭到展开的样子，这里的“绽放的爱”是引申义，以此为题有点明主题、

统领全文的作用，意在表达作者对味蕾存储的爱的赞美。

答案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文章题目作用的分析。记叙文中题目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作为行文的线

索；②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③揭示文章主旨；④造成悬念，引起读者关注；⑤反映作者的感情变化。结合文

章内容进行分析，可见“味蕾上绽放的爱”起到点明主题、统领全文的作用。对后一问，我们要抓住“绽放”这

一关键词，结合文章的具体内容来体会作者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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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框　记叙文高效阅读训练篇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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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国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

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它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我爱这迟

来的春天，因为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

①立春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

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

间天堂了。

②而我这里，北纬５０°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３０℃的严寒。清晨，迎接我的是一夜的寒流、冷月和凝结

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　　　　

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

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Ａ）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迎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

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

这片霜花，把他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

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的温暖的触角了。

③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

候打发了它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

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它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　　　　的，而是　　　　地隐现在窗子边

缘，看上去像是一树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了

魂儿。

④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Ｂ）绣
獉

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做冬的巢穴。然而，

随着冰河乍裂，达子香花开了，背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懒着了。

（Ｃ）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诱着清香的树、烂漫的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


。那蜿蜒

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

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

⑤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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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　　　　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北国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

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它们的精魂，又

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

⑥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地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

怎能不一如春天的天空明媚绚烂呢！

（选文有改动）

１．文章为什么以“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为题目？请谈谈你的理解。

　

２．将下面的叠词分别填入文章的空格处，顺序依次是：　　　　、　　　　、　　　　、　　　　。（只填序号）

Ａ．闪闪烁烁　　　Ｂ．团团簇簇　　　Ｃ．轰轰烈烈　　　Ｄ．曲曲折折

３．文章描写北国的春天，却在开篇先写杭州西子湖畔梅花的盛开，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４．请按照要求，分别为文中Ａ、Ｂ两处的句子和词语作批注。

（１）从内容理解、表达效果等角度，品评赏析画线的Ａ句。

　
（２）从意义和作用两方面对Ｂ句中加点的词语作注。

　

５．文中第④段（Ｃ）处画曲线的句子属于一般性描写，请从“树、花、鸟”中任选一种，进行描写。

要求：①能描写出所选景物在原句中的特征，但不得搬用教材中描写所选景物的成句；②至少运用一种修辞

手法；③６０字以内。

　

　

倔强的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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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颂母爱的作品太多，但能从细微之处入手，“寻常的母亲，在一个又一个瞬间，让我猝不及防地流泪”，

在心灵的最隐秘处轻轻扣动我们心弦的，本文当算是一篇。

①女人看见路边蹲着一个挑担老头儿，他身边的筐里装着满满一筐嫁接的仙人掌，高高的底座像一座独立

秀挺的山峰，山峰顶部是形状各异的红、黄、绿各色仙人球。女人拿起仙人掌仔细地挑选了很久，价格不贵，与花

鸟市场上的相比便宜许多，便挑定了自己喜欢的两盆，准备一起买。

②老头儿布衣布褂，黑褐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操着极生硬的普通话，如数家珍般介绍这植物的种种优

点，什么如何好看好养了，什么净化空气了。末了他搓着厚皮疙瘩的手爽快地说：“你要两个，那就算你小批发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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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便宜你一块钱。你看咋样？”

⑧“你这是真嫁接上去的，还是用牙签插上去的？”这样的价钱，女人总觉心里不安，指着山峰顶部的红黄绿

颜色的仙人球满脸怀疑地问。蛮好的花买回家后发现居然是新种没根的，这种事情不止一次了。老头儿的脸腾

地红上来，紧锁眉头，瞪着浑浊的眼睛说：“怎么可能是插上去的？怎么可能呢？这可都是我一棵一棵亲手栽起

来的啊！”老头儿本不地道的普通话，这时更是结结巴巴得有点南腔北调了。

④（Ａ）“是吗？”她抬起眼皮，瞟 了他一眼，反问道。这样的看似暴怒的伪装她也见多了。倘若是货真价实

的东西，何必这么着急，她心里想着，不再吭声。眼看就要成功的交易，因为这一句问停了下来，空气似乎也凝固

了。老头儿的脸涨得更红了，忙不迭地解释。而他越是叽里咕噜地絮絮不止，她就越觉得不可信。

⑤（Ｂ）忽然，老头儿停了下来，从筐里拿起一棵茁壮的仙人掌，没等女人反应过来，使劲一拉，把它的顶部从

底峰上扯了下来，然后一手一半举到女人眼前：“你看，你看！有牙签吗？”他用力地问她，眼里似乎也冒了火。没

有牙签。扁扁的巴掌形的黄绿色软刺仙人球从它的底峰上被拽了下来，而它的底峰上生生裂开一道绿色肉质沟

壑，本已长在一起的首尾两截，就这样被硬硬地扯开了。

⑥面对这样的场面，女人呆呆地怔了一会儿，低下头去付钱。老头儿一脸自尊，挺着胸膛收钱，三块钱一个，

五块钱两个，又从布衫口袋里摸出装钱的塑料袋，该找多少还找多少，也不计较身首异处的那一个。老头儿娴熟

地把东西包扎好，送进女人的车筐里。转过身，捡起地上已成两截的仙人掌，一起放进了她的车筐里。

⑦“别扔了，一起种在泥土里，两截都能活。”老头说。

⑧女人脸红了，羞愧地点了点头。老头倒笑了起来，露出锈蚀的牙齿，又用他那东倒西歪的普通话安慰她

说：“放心好了，这东西最耐折腾，刚才那点事算不了什么，只要有点泥，就能长出根的。”

⑨两截还能活，这不假，但女人看着老头儿只是觉得心里生疼，仿佛受了伤的不是那棵仙人掌，而是别的什

么。那别的什么像一只小手，躲在她的胸膛里，一下一下，揪得她的心生疼。那疼隐隐地从老头儿脚下的那堆仙

人掌里传过来，从他那鬼样的普通话中传过来，从他那已经装在布衫口袋里的塑料钱袋里传过来，疼得她直想落

泪。

１．通读全文，根据文章内容填空。

女人挑了两盆嫁接仙人掌，准备买下。→　　　　　　→　　　　　　→女人付钱买下，老头儿把扯断的仙

人掌送给她。

２．文章第⑥段写道：“老头儿一脸自尊，挺着胸膛收钱……”请根据上下文描写“老头儿”这时的心理。

　

　

３．请按照要求，分别为文中Ａ、Ｂ两处的词语和句子作批注。

（Ａ）从意义和作用两方面为句中框定的词语作注。

瞟： 　
（Ｂ）从内容理解、表达效果等角度，品评赏析画线句。Ｂ句： 　

４．文章结尾写道：“那别的什么像一只小手，躲在她的胸膛里，一下一下，揪得她的心生疼。”请说说你对这句话的

理解。

　

　

５．经常有人抱怨：现在的社会有太多的虚假和欺骗。而文中卖仙人掌的老人却以他的“倔强”成为这个时代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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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亮丽的风景。请以“你，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卖花人，却……”为开头写一段话，表达你的内心感受。

（６０字左右）

　

　

　

光阴里那些手绘的花朵

安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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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群单纯任性的女孩儿！这是一群勇敢追求美的女孩儿！即使穿着肥大的校服，也要让自己的美

丽妖娆地绽放；即使冒着被责罚的危险，也要骄傲地展示自己的作品。美，岂能被禁锢？青春，怎能不闪光？

那时我已经开始爱美，会在肥大校服的里面穿碎花的衬衫，天热的时候，将校服的拉链尽可能低地拉下去，

露出那一蓬一蓬散漫开着的花。

那时的我们真是单纯任性，十五六岁吧，Ａ总抓住一切可以不穿校服的机

会，放任自己妖饶地绽放。老师站在讲台上，看见谁故意将校服穿得凌乱不堪，

就会板起面孔说教一通。而我们，则会在课下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讲这个老师

的“坏话”，一直讲到心满意足，才又回复到嬉笑打闹、爱臭美的一群。

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将一盆茉莉花摆在桌子上让我们描摹。邻桌叫茉的

女孩，却偷偷地在自己校服的内侧画上了一朵花瓣柔软芬芳的茉莉。画完了，她

转过头来，欣喜地要我与她分享。我刚刚瞥了一眼那朵呼之欲出的茉莉，还没来得及惊讶于茉的大胆笔法，老师

便一脸威严地走了过来，不容分说地让我和茉站到讲台上去。

惊恐中，我与茉肩并肩地站着。老师让茉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艺术作品。明知道这是故意的嘲弄，但茉

却骄傲地朝老师微微一笑，而后打开校服的一侧，又像鸟儿打开翅膀一样铺展开另一侧。我小心地顺着老师恼

怒的视线朝茉看去，这才吃惊地发现，她校服内侧的右边竟然开满了大朵大朵绚烂的山茶花。她又背过身去，将

衣领内侧翻开来，竟是一条长长的青藤！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场由茉引起的手绘风潮，在我们的校园犹如一道雨后的彩虹，张扬炫目地挂在天边，

让每一个人都渴望走近它，采摘一片，放人背后的行囊。

从那时起，我们手绘自己喜欢的花草、飞鸟、童话、歌曲、明星、格言；我们还自创抽象唯美又神秘莫测的图

案，而其中蕴含的爱恨，除了校服的主人，无人能解……这股手绘的潮流，缤纷了原本单调的校服。

昔日总强迫我们穿校服的体育老师喜上眉梢，因为我们终于不用他耳提面命才勉强穿着校服绕操场跑步

了。我们满怀激情地在青春的岁月里迎风奔跑，Ｂ那些绘满青春符号的校服，像是猎猎彩旗，张扬地舞动，鲜亮

的青春符号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１０　　　 　　　　　　　河流之所以能够到达目的地，是因为它懂得怎样避开障碍。

１．文中的茉是一个心灵手巧、自信张扬的个性女孩，请在文中画出最能体现她个性的语句。

　

　

２．茉和同学们为什么要在校服里手绘那些图案？

　

　

３．那些花朵是手绘在校服里的，可题目为什么不是“校服里那些手绘的花朵”？

　

　

４．文章有不少语言富于文采，极有表现力。请从文中画线的Ａ、Ｂ两处，任选一句进行品味。

　

　

５．当“茉”在讲台上骄傲地展示手绘作品时，同学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请展开想象，补写一段描写性文字。（６０

字以内）

　

　

水井与符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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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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櫏

殽

殽殽

殽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水井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丰富多彩，意义已远远超过功能意义，如今更是超越了

时空，超越了国界。我们要保护好井遗迹，传承好井文化。

①伴随岁月的积淀，水井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越了功能意义，成为一种因情景不同而文化意义不同的符号。

②“井”最常见的符号意义即代表了家国故园，自古就有“背井离乡”、“乡井”

之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改邑不改井”。中国的传统观念视井为命根子，

把“背井离乡”看成是人生一大苦事，中国古人安土重迁，具有很强的乡土文化情

结。一口水井成了故乡家园的象征，他乡的一碗井水常常让人充满了离愁别绪，

思念之情涌上心头。同时，水井本身又恰恰位于地上而深入地下，井口小，如果

人在其中，所见井上之天也就小。这种特殊的空间视野便引申出“井”的又一重

符号内涵，即坐井观天。这一意思的形成是源于刚刚提到的“水井作为家国故园

的象征”的符号象征，集中体现了固定的生活区域对人思想的禁锢、束缚，阻碍着人们超越现状、开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的脚步。

③佛教作为一件舶来品（指进口的货物），已经完完全全打上了“中国制造
獉獉獉獉

”的标签，它与中国民间文化相融

合，借“井”喻理，常常体现了佛法无边的大智慧。水井在佛家教义中被看做是功德的载体，它具备了普渡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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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众生于水火的拯救功能，成为一种可以依托的身心归宿的象征。

④北京故宫里有一口水井，名为“珍妃井”。关于这口井的传说是慈禧太后在杀害戊戌维新派志士后，对支

持光绪变法的珍妃百般加害，并将其打入冷宫，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携光绪逃离京城，走前令太监把

珍妃推入井中溺死。历史上关于珍妃的死因有不同说法，但这口令珍妃香销玉损的井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这也

是“水井”符号最为凄惨的一层表达，“井”常常成为受欺凌妇女最后的归宿。“井”象征着受侮辱受欺凌的女性彼

岸的家园，是她们灵魂与肉体最后的归依，同时也是她们悲惨命运的象征。

⑤水井通往地下，而地下世界是无人知晓的、神秘的，因此井也就成为文学家借以虚构和想象的最好工具。

特别是在中国的志怪小说中，井往往成为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象征，据此产生了很多关于神仙、鬼怪、隐士、异人

的故事，如《搜神记》、《聊斋志异》、《西游记》等等。在正史当中也记录了不少关于井的怪异事情，表达了人们对

未知世界的想象、对理想的永恒追求，井也因此被赋予了神性和魔性。

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水井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更是丰富多彩，在历史、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其

特定的符号概念，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也许这可以成为你探索的一个起点。

（节选自《百科知识》，２０１０年第８期，有删改）

１．通读全文，说说“井”具有哪几重文化符号的内涵？

　

　

２．解释第③段中加点词语“中围制造”在文中的特定含义。

“中国制造”： 　

３．本文引经据典，表现了作者丰厚的文化底蕴，请从文中找出一例并说明其作用。

　

　

４．下面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Ａ．水井伴随岁月的积淀，其功能意义远远不如文化意义。

Ｂ．水井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意义。

Ｃ．水井因它的文学性而成为文学家借以虚构和想象的最好工具。

Ｄ．水井文化符号涉及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

５．联系上文，结合下面链接材料，说说你对水井文化的探索发现。

链接一：据《汉书》记载，有一个叫孟通的县令，挖井得到一块白石，石头上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

红色字样。后来，王莽以“新井自出”等十二符瑞出现为理由，堂而皇之地当起了皇帝。

链接二：世博园内的智利馆巧思妙想，馆内挖井。从井口向内张望，智利的风土人情，清晰可见，两园

情谊，“一井相连”。

链接三：古井是最富有中国文化意味的建筑。我们要保护好井遗迹，做好井文章，把历史馈赠的这笔

丰厚的遗产用好、用活。这样，乡土中国才有她的乡土气、市井味。

　

　



１２　　　 　　　　　　　
一个人炫耀什么，往往说明内心缺少什么。———沉默有时也是一种自信

没有标准答案的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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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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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已渐行渐远了么？发散思维训练最终也会有一个聚焦点———让我们坚信，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只要你我心中有爱，有阳光。

老师年纪不大，但是位好老师。不光盯着分数不放，还强调素质教育。经常在课堂上开展讨论，猜谜语，讲

笑话，出一些脑筋急转弯什么的。用老师自己的话说，既活跃了课堂气氛，还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老师在书上看到一道分析题，觉得很适合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就把题出给了同学们。分析题下面写着“答

案见封底”，但老师自己也没看答案。他也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发散思维，暗中和同学们比一比，老师还是有些童

心的。另外，看见前面有一个女人没带雨具，怀里抱着孩子，胳膊上挎着包，就主动把自己的雨伞借给女人，接过

孩子抱在怀里。请问，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先站起来回答的是班长，他是公认的好学生，成绩好，口才好，模样好，没啥不好的地方。班长说：“因为这

个男人是人贩子，用这样的方法抢孩子，他接过孩子，马上就会拔腿而逃。”

老师笑笑，点点头。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班里的调皮鬼，他成绩不错，但经常搞一些恶作剧。他不直接回答，反问老师：”那个女人

长得漂亮吗？”老师愣了愣，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含糊其词地说：“你就当她漂亮吧！”调皮包摇头晃脑地说：“答

案很简单，因为那个女人长得漂亮，那个男人早就看上了她，却一直找不到机会，故意用这个办法套近乎。”

教室里一阵大笑。

数学课代表站起来说：“因为这是那个男人的职业，他借伞、帮女人抱孩子都要收费。前几天下大雨。铁路

桥下一片汪洋，就有一个男人靠来回背人挣钱，一次收十块，不讲价。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天天下那样的雨，他很

快就能成为万元户。”

老师点点头：“同学们回答得都不错，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话音刚落，又有一个同学站起来，有些得意地说：“你们可能都忽略了女人胳膊上挎着的那个包，我想，那个

男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为了取得女人的信任后，抢东西。”

一个女生站了起来，怯生生地说：“老师，那个男人会不会是搞推销的？”老师疑惑不解，用眼神鼓励她说下

去。女生接着说：“那个男人是卖伞的，女人用了他的伞，就不得不买了。”

老师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再站起来，笑笑说：“我也有一个答案，那个男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是那个

女人的丈夫。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

同学们哄堂大笑，纷纷说老师的答案最巧妙。但也有几个同学不服气，要求老师公布书上给出的答案。

老

师不太想公布答案，同学们回答得都很踊跃，锻炼思维能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类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正

确答案


。

这时候，老校长走进了教室，他是被教室里的讨论声引来的。校长先对同学们说：“大家的发言都很好。”然

后又对老师说：“不妨公布一下答案，我也想听听书上是怎么说的。”老师找到答案，大声地念道：“不为什么，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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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人的名字叫雷锋。他不仅把伞借给女人，最后还把她送回了家。”

教室里一片大乱，同学们纷纷说这不可能，这不现实。调皮鬼喊得最响，他大声说：“那个女人的丈夫呢？如

果一个陌生男人送自己的老婆回家，他会怎么想？”

校长听到答案后一直沉着脸，最后他抬起手示意同学们静一静，问身边的老师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老师

低下头，想了想说：“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答案不太现实，于情于理，都说不太通。”

校长点点头说：“你们大概都不相信，二十年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不仅仅是我，那时候，很多人都做过如

今我们看来不现实的事情。”

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都没有再说话，因为大家看到校长的脸上已经流下了两行泪水。

１．文章开头说“老师年纪不大，但是位好老师”。联系全文，说说这位老师“好”在哪里。

　

　

２．读读文中加横线的句子，请简要分析这两次“笑”的原因。

第一次： 　

第二次： 　

３．学生的答案分别是　　　　、　　　　、　　　　、　　　　、　　　　，老师的答案是　　　　，书上的正确

答案是 　

为什么师生的答案与书上的正确答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

　

４．文中加波浪线的句子中，老师认为“这类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正确答案”，老师的这种认识有什么偏差？

　

　

５．如果你是这个班的一名学生，目睹参与了整个过程，当听了校长的话，看到校长的泪水，你会作何感想？

　

　

分苹果的启示

蔡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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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次随便的闲聊，每一个平常的举止，每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在父母的不知

不觉中，都可能对孩子产生影响。教育其实存在于构成孩子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孩子在打骂中学会谴责，

在包容中学会接纳；在自私中学会吝啬，在分享中学会慷慨；在谎言中知道欺骗，在坦诚中懂得诚信。

①美国一位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母亲对人一生的影响，在全美选出５０位成功人士，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中获

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又选出５０位有犯罪记录的人，分别去信，请他们谈谈母亲对自己的影响。有两封回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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