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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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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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理解它的含义。有时仅理解词语的本义是不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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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狐狸斗智斗勇》
这一节中，安德烈对塞索伊奇说：
“你还真行啊，这些事情到底是哪
个多嘴多舌的女人告诉你的？”这
里的“行”字就不是我们平时理解
的“行走、前进”的意思，而是
“厉害，有能耐”的意思。

2.联系上下文体会关键词语的作用

了解了词语的含义，我们还要联系文章的具体内容，仔细体会其作用。一
些关键词语既可以表达人物的感情、心情，又可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

比如：当大家决定使用后备
射手时，那个人又傲慢地显露出
一副很不屑一顾的样子，耸了耸
肩膀，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这
里用“不屑一顾”一词表现出这
位城里人的自负和傲慢，也为下
文写由于他的轻敌造成打猎时的
失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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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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我们就不怕写作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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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色欲滴   沉寂   滴溜溜   忍痛割爱   纤弱   矫健   不约
而同   欣喜若狂

 2.好句

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优美的句子，有描写人物外貌的，有描写美丽风光
的，有展开精彩对话的 。这些句
子描写准确，大多运用了比喻、拟
人、排比等修辞手法，都是值得我
们积累的好句子。

比如：啊，你快看呀，它现在
还在温暖的雪花被下顽强地鼓出花
朵和花蕾呢；它这是在积蓄力量准
备以最美丽的面容迎接春天的到来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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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只大狗熊正十分香甜地睡着觉呢，突然被从天而降的庞
然大物吓得跳出大坑来，这样一来，掩盖在大坑上的冰呀、雪呀、树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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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往四周纷纷乱射，简直和炸弹爆炸了
差不多。这样的场景把狗熊吓得肝胆俱裂，
它发疯般地冲向树林，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逃
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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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清了字词的障碍后，我们就可以整体地来把握文章的主
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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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析、概括和认识的能力。

《森林报·冬》以来自森林的各种新
闻信息为主要内容，向读者朋友们展示了
寒冷冬季里自然界各种动物、植物等一切
生命对抗严寒和饥饿的神奇力量和智慧，
这一系列的小故事有时会让人对生命产生
敬畏，有时会让人感觉凶险，有时又让人
内心充满温馨……总之，来自大自然的知
识无穷无尽。比如款冬在寒冷冬季里绽放
的情节。

2.了解作品所表达的主题

作者写文章总有他的目的性，
当我们能够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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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作者在文
章中阐明的道理、主张和流露的思
想感情概括起来，就能准确地把握
文章的中心思想，也就能更深刻地
理解文章的主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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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在看似沉寂的冬季里，其实一切生命仍然活跃在森林
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内心对生命的顽强和韧性产生敬畏和震撼。

四 把握描写对象的形象特点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描写对象，有人物、动物、植
物，他们有的可爱、有的勇敢、有的懦弱等等。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要

注意了解这些描写对象最突出的特点，
抓住他们与其他同类不同的地方，这样
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

比如：集体农庄附近有5只狼出没，
一会儿叼走了一只绵羊，过了一会儿又叼
走了一只山羊，它们逃离村子时，地面上
却只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原来后面的狼
总是踩着前面狼的脚印行进的。从这些可
以看出狼的凶残、大胆和狡猾，是一群不
容易对付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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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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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那只小鸟的黑色脊背浸泡在透明的冰水里，映衬着波光粼粼的
水面，闪着银色的光芒，简直就像
是一条在水里嬉戏的小银鱼。”这
句话运用比喻修辞，形象地写出了
水雀在水里敏捷游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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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每个读者对作品的体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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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有自己的体会，
这样才能有收获。 

比如对《与狐狸斗智斗勇》这一
节的理解：那只老狐狸太狡猾了，不
仅多次从猎人的围捕中逃脱，而且这
次还骗过了经验丰富的塞索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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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12个月的欢乐诗篇——十二月

十二月——严寒。十二月铺冰砖，十二月钉银钉，十二月大地沉睡，

十二月冰封一切。（ 排比：排比的句式把12月所具备的天气特征详尽而生

动地描写了出来，充分体现了冬季开始后的严寒。）十二月是一年的结束，

是冬天的开始。

把水凝结成晶莹的冰块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平时汹涌澎湃的河流此

时被冰冻了起来，变得安静了许多；大地和森林全被雪被子包裹了起来；连

太阳也悄悄躲到乌云后面去了。白昼变得一天比一天短，黑夜变得一天比一

天长。

厚厚的积雪下到底埋藏了多少尸体呀！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按期完成了

一生的使命，它们经历了开花、结果，最后枯萎了，又重新回到了大地的怀

抱——那里曾是它们的出生地。无脊椎小动物们都是一年生的动物，它们也

按期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虽然都结束了生命，可植物留下了种子，动物产了卵。到了固定的时

间，太阳就会用自己温热的吻来唤醒它们的生命，如童话中的王子挽救死去

的公主一般。（ 拟人：把太阳的照耀比拟成人的热吻，形象化地刻画出了太

阳光线的温柔，以及它对一切生物的重要性，语言传神，富有感染力。）它

将再一次从泥土中创造出新的生物体。对于那些多年生的动植物，它们有足

够的能力在酷寒难耐的漫长冬季里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一直到来年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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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降临。现在冬季还没完全发威，12月23日——太阳的生日，这一天却

已经悄悄临近了！

太阳就要重返世间，它回来的时候，一切生命都将复活。

希望虽然不再遥远，但还是先想办法把冬天熬过去吧！（ 动词：“熬

过去”一词准确地把冬天里一切生命对严寒的忍耐程度所到达的极限刻画了

出来，用词生动形象。）

尼·巴甫洛娃

 

晶莹  汹涌澎湃  春暖花开  酷寒  枯萎  温热

平时汹涌澎湃的河流此时被冰冻了起来，变得安静了许多；大地和森林全被
雪被子包裹了起来；连太阳也悄悄躲到乌云后面去了。

现在冬季还没完全发威，12月23日——太阳的生日，这一天却已经悄悄临近
了！

我的好词好句积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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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之 书

大地换上了洁白耀眼的冬季礼服。（ 拟人：把大地比拟成人，形象地

描写出了冬季里大地的特征，语言充满趣味性。）空旷的田野和大片的林间

空地，就像是一本巨大的书本里的空白书页，显得那样洁净、整齐。如果有

谁曾途经此处，那它就一定会在这本巨大的书本上留下它的签名：“某某到

此一游。”

经过白天的一场大雪，书页就又会恢复成洁白无瑕的样子。

如果你在清晨出来散步，那么，你会在地面的积雪上发现一些稀奇古怪

的神秘符号，它们或整齐或凌乱地印在洁白完整的书页上——有的像逗号，

有的像冒号，还有的似乎是句号。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猜着了！

这些就是森林里的居民们留下的，或许它们只是出来散散步，或者跳跃了一

会儿，或是舒活了一下筋骨，反正是在这里做了点儿什么。（ 排比：用排

比的修辞手法把清晨里动物们在雪地上的各种活动列举了出来，也解释了积

雪上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符号，充满想象力。）

那么，都有哪些居民来过了呢？它们又各自有哪些活动呢？

那就赶紧来研究探讨一下这些符号吧！赶紧来破解这些神秘的签名吧！

如果不快点行动，那么另一场大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临了，这些书页就会

被重新翻过去，眼前的雪书就又变得洁白无瑕了。

谁——怎么样去读？

在冬季这本大书里，森林中的居民各自有着属于自己风格的签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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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笔迹很有差异，符号也各有特色。人们要是来阅读这本冬之书，那肯

定是要用眼睛来辨识的，不然，不用眼睛看，那还怎么读书呀？

但就是有那么一些很特别的居民，他们偏偏不用眼睛，就比如说狗，它

就是用鼻子来辨认冬书上的各种符号的：（ 对比：把狗和其他居民对比，

突出狗以鼻子来辨识地上动物痕迹的与众不同，对比鲜明，特征明显。）它

只是低下头，用鼻子仔细闻一闻那些签名，就会立马知道是什么——这里曾

有狼经过，或者是小兔子刚离开此地。

野兽们的鼻子可不能小瞧，它们的学识渊博得很呢！读起各种符号，不

会出一点儿差错。

谁——用什么写？

当然，更多的野兽选择用爪子写字。有些动物写成四爪字，有的写成五

爪字，有的写成蹄字。（ 排比：用排比一一列举不同动物在地面上留下的

不同痕迹，体现动物们的不同特色。）也有一些很特殊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的笔体，比如尾巴字、鼻子字，甚至是肚皮字。

鸟通常用两种字体，即爪字和尾巴字，当然，也有的鸟更有特色一些，

会写翅膀字。

签名里的真相

冬季这本书相当复杂，但我们勤劳的森林记者已渐渐掌握了阅读它的本

领，冬书里告诉了他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可是，鉴于这门科学的复杂性，

能正确读出来可真是需要非凡的本领呀！毕竟，森林里的居民并不是各个诚

实可靠，它们有的相当狡猾，甚至在签名的时候都耍花招的。

当然，老实的森林居民也为数不少，松鼠就是其中之一，它签名的时候

就很诚实，因此也就很容易辨认：在洁白耀眼的雪地上，它像玩跳背游戏似

的，蹦蹦跳跳，可爱至极。（ 比喻：把松鼠的蹦跳比作孩子们常玩的跳背游

戏，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松鼠的可爱形象，也让小读者感到很亲切。）在跳跃

的时候，它短短的前爪支撑在地上，相对较长的后腿伸开，由于前后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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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它一蹦就能跳出很远。跳过之后，雪地上就会留下小小的前脚印，

犹如两个圆圆的小点并排在一起。它的后脚则分得很开，像拥有细长手指的

人的手掌似的。

老鼠的字体也很容易分辨，虽然字迹较小又有些模糊，但基本上还算

是普通字体。它的奔跑是很有规律的：悄悄钻出洞口，在周围快速地绕几

圈儿，好像是在侦查敌情，确定安全后才径直冲向目的地。（ 动作描写：

“钻出”、“绕”、“冲向”等动作，把老鼠奔跑的特征和它们天生的警惕

性充满趣味性地刻画了出来，也给人一种可爱有趣的滑稽之感。）跑回洞里

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同样的举动。它的字体在雪地上基本呈现为一些冒号，

这些冒号长长的，而且两个冒号之间还有着相等的距离。

辨认起来相对容易的还有鸟的笔迹。比如喜鹊的笔迹，喜鹊每只脚上有4

个脚趾，签名的时候，前3个脚趾负责画个小小的十字形状，位于后面的第四

个脚趾就会画出一个破折号；翅膀则把签名放在小小十字的侧面，形状像一

个手指印。有时候，它可能要体现一下自己签名的个性，就用尾巴上那长长

的纷繁错落的羽毛在平整洁白的雪地上添加上最后一笔。

这些签名都很诚实而且特征明显，人们一眼就能读懂：这里曾有一只松

鼠从高高的树上一跃而下，接着调皮的它又在雪地上愉快地玩了一会儿，累

了就又重新跳上树，回家休息了； 那里曾有一只老鼠悄悄地从厚厚的积雪下

钻出小脑袋，小眼睛滴溜溜的，左瞅右瞧了一会儿，就绕着圈子跑了几圈，

好像是在活动筋骨，一转眼又重新钻回软绵绵的白雪棉被下小憩去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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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松鼠从高高的树上一跃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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