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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阅 读

梨乡的三月特怪，既不同于北方的酷寒，也不同于南方的

燥热。山梁上还有些许白雪，而春天踮着脚尖已悄然来临！金

川江水此际正纯，水中游荡着三三两两黄鸭和一只只白色的

鹅。不时有飞鸟自水面掠过，荡起圈圈涟漪。

江边除了青色的草和一两树粉白色的杏花外，其余应该

全是雪白的梨花了。这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玉树琼枝啊！你

看那一树树争相怒放的梨花，就那么毫无顾忌地开了。银装素

裹，满目清芳，那么高贵，那么纯洁……大路旁，田埂上，一树

树，一行行。

沿江而下，到处都是踏青的人们。有的在抓拍这春日晨

景，有的围坐品尝藏胞们带来的酒，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跳

“锅庄”的少男少女了。他们头上戴着柳丝编制的帽子，身上穿

着红边黑底的藏装，一袭水袖，翩然起舞。你看他们是那么自

在、快乐、悠闲，连我这个郁郁已久的人都被深深感染了。

这是三月，梨乡的三月。如果你久居城市，被高楼大厦禁

锢，乍见这人间胜景，你会不欣喜，不庆幸吗？面对这美景，面

对这些无拘无束、热情好客的藏胞们，面对他们为你奉上的奶

子茶、青稞酒、手抓肉和那翩然而舞的“锅庄”，聆听他们那一

声声诚挚的扎西得勒，你会不感激，不心动，你会不年年都来，

不月月都来吗？

（节选）

1.下列词语理解不正确的是（ ）。

A.“禁锢”是指束缚、限制 B.“乍见”是指刚刚见到

C.“聆听”是指集中精力认真听

2.第 2自然段中写梨树多的成语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写

梨花白的成语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品读美文，想象画面，如果你能给文章配画，你觉得可以画几幅？

你会给你的每张画作分别取什么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读文中画“____”的句子，你从中体会到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舟在垂柳荫间缓泛———

一阵阵初秋的凉风，

吹生了水面的漪绒，

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

静看着一河的波幻，

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

这是清脆的稚儿的呼唤，

田场上工作纷纭，

竹篱边犬吠鸡鸣：

但这无端的悲鸣与凄婉！

白云在蓝天里飞行：

我欲把恼人的年岁，

我欲把恼人的情爱，

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

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

像山谷里的冷泉一勺，

像晓风里的白头乳鹊，

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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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远离城市的喧

嚣，置身于乡下的环境，

闭上眼睛细听，你一定

能 听 到 乡 村 里 的 音

籁———有稚儿的呼唤，

有田间农忙的热闹声

音，还有犬吠鸡鸣……

这一切充满了自然气

息，能让我们忘却烦恼，

让心灵回归纯净、质朴。

突然，我的耳边传来一阵嬉闹声。原来是一群孩子朝

这边跑了过来。他们欢快地跑着、跳着、追逐着，他们的目

标是那几只金色的蝴蝶。蝴蝶飞累了，落在野花丛中。

瞧！他们开始行动了。有的孩子直接上手捕捉，眼睛盯

着一只最大的蝴蝶扑了过去，没想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扑了个空。还有的孩子拿着网瞅准时机一扣，原以为得手

了，哪知蝴蝶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这群孩子还不罢休，继

续穷追不舍。金色的蝴蝶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飞到油菜

花地里藏起来。这下，孩子们愣住了，这要去哪儿找蝴蝶的

踪迹呢？

指导老师 高仰娟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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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是对诗句“儿童急走

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扩写。

小作者抓住“急走”这个关键词，给

大家呈现了不同的追蝴蝶儿童的

动作、神态。最后，小作者发挥想象，想到孩子们在油菜

花地里找不到蝴蝶着急的样子。这段描写充满了童真童

趣，给我们呈现了欢乐、有趣的乡下景致。

初入乡村，我立刻感受到

了乡村的静谧。首先，映入我眼

帘的是一间茅草屋。那茅屋又

低又小，简陋极了。突然，我的

耳边传来潺潺的水声，那么美

妙、悦耳。原来是一条小溪在茅

草屋旁边轻快地流淌着。溪边

的青草翠色欲流。

茅屋里时不时传来阵阵悦

耳的谈笑声。原来是有人带着

满满的醉意，用柔媚的吴地方

言谈笑。谈的是什么？是为丰收

高兴呢！说话的是谁呢？我往茅

屋里一看，原来是一对坐在窗

边的白发夫妻。

白发夫妻有三个儿子。大

儿子正在小溪东边的豆子地里

劳动。豆苗郁郁葱葱，长势很

好。瞧，他流着汗、喘着气，努力

地锄田里的杂草。

二儿子也不甘示弱，正在

树下织着鸡笼。你看他，低着头，凝神地看着手中的东西，努

力地织着，生怕编错一点儿。

小儿子在哪儿呢？哦，原来他躺在溪边剥着莲蓬。他是

多么调皮可爱啊！你看他时不时把一颗散发着诱人香味的

莲子放入嘴中嚼。顿时，莲子的香气弥漫开来。

啊，乡村生活是那么美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令我十

分向往！

指导老师 陈肖芳

勇敢的知了
翌四川眉山市东坡区眉师附小 汤一苇

八月七日，太阳依旧火辣辣地烤

着大地，知了在小区的树上发出烦人

的叫声：“知了、知了……”

我正做作业，忽然听到弟弟兴奋

的叫喊：“姐姐，快出来看！”我放下笔

飞奔到客厅，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矿

泉水瓶，瓶子里装着一只知了。我迫

不及待地把知了从瓶子里倒出来。只

见它六脚朝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十分虚弱。过了一会儿，它似乎想挣

扎着爬起来，六只脚不停地在空中乱

舞，但无济于事。不过，它并没有放

弃，一直在那儿挣扎着……我和弟弟

都为它捏了一把汗。

过了好久，功夫不负有心“知

了”，它终于飞了起来，但它没飞几

下，又停下来了。爸爸说：“这只知了

被捉之前，已经躺在地上了。它本来

就快要死了。”我不由得感到它有点

可怜。

爸爸后来给我介绍了知了的知

识，还让我和弟弟看了关于知了的视

频。原来，“知了”还有个名字叫“蝉”。

它的幼虫从出生那天起，就要钻到漆

黑的土里，靠吃树根的汁为生。这样

暗无天日的时间要持续三到十七年，

然后它才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上，

蜕皮羽化，从幼虫变为成虫。可是它

们只能再活一到两个月。

看着眼前小小的蝉，我不再可怜

它，而是敬佩它。它不怕黑暗，不怕风

吹雨打，生命力是如此顽强。我们应

该学习它积极向上的精神。

炎炎夏日，我再听到小区的蝉鸣

时，已不觉烦人，因为那是一首首生

命的赞歌！

指导老师 王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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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画，猜汉字。每图一字，都是“冫”部的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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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A

2.蜻蜓 徐徐 稀疏

篱 翁 锄 蹲 构 谐

B bo 去掉外面的

皮或壳 剥皮 b佟o

二、1.（1）于 （2）盂

（3）于

2.（1）节令

（2）假若

3.（1）搭种种攀爬

（2）走过 瞧见 率领

觅食

三、1.拟人 示例：绽

开了笑脸

2.房前屋后的场景

和一年四季、白天傍晚

人与动物活动的情景 总

结全文 示例：生活中的

强者 遇到多少挫折失败

遇到任何艰难险阻 不

会退缩

3.夏天日长，篱落边

无人过往，大家都在田

间忙碌，只有蜻蜓和蝴

蝶在款款飞舞。

4.这句话运用了对

比、比喻的修辞手法，体

现出青、红的瓜以及碧

绿的藤和叶把农家小屋

装点得别致生动、亲切

可爱、自然和谐。

四、1.按照规定时间

2.画去：支 杆 阴

3.芍药，凤仙，鸡冠

花，大丽菊

4.花 竹 笋 笋 多

5.空间 生机勃勃

乡村生活

6.鲜花轮绽 雨后春

笋 略

五、略

22期 1版部分参考答案

《梨乡的三月（节选）》

1.B

2.漫山遍野 铺天

盖地 玉树琼枝 银装

素裹

3.两幅 示例：漫山

梨花盛开图 踏青赏花

群像

4.看见这人间胜景，

面对热情好客的人们，

你一定会年年来，月月来。

22期 2版部分参考答案

《汉字猜猜猜》

净 冯

一、快乐的乡村序曲———基础知识。

1.我会用“____”画出下面加点汉字的正确读音。

稀
·
疏（sh俦 s俦）

·
杂（z佗 zh佗）乱

·
锄（ch俨 c俨）头

朴
·
素（sh俅 s俅） 鸡

·
冠（gu佟n gu伽n）花 应

·
和（h佴 h侉）

2.我会看拼音，写字词。

周末，我和爸爸妈妈去动物园，看到了倒挂在树枝上休息

的（ ）

bi佟n f俨

、在浅（ ）

t佟n

上戏水的河马，还有（ ）

b伽

气十足

的猫头（ ）

y侃ng

。

3.我能照样子，写词语。

闪闪烁烁（粤粤月月式）：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天高地阔（含有反义词）：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卜落卜落（粤月粤月式的拟声词）：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4.我能按要求完成句子练习。

（员）成群的笋从土里探出头来。（仿写拟人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屋子里很黑。（改成夸张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仿照例句描绘一下右图。

例：飞翔的海鸥，金色的沙滩，带着

泡沫的浪花，构成了迷人的海岸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美丽的小河景色———课文积累。

员.我能根据积累填空。

（员）儿童急走追黄蝶，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麦花雪白菜花稀。

（猿）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溪头卧剥莲蓬。

（源）待到山花烂漫时，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我能根据课文完成练习。

（员）《宿新市徐公店》是宋代诗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写的，描绘了

一幅 赃赃赃赃赃（季节）景图；《清平乐·村居》是一首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词

牌名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题目是 赃赃赃_____赃赃赃赃赃，作者是宋代词人

赃赃赃赃赃赃。读诗句，我们似乎可以听到 赃赃赃赃赃赃带着醉意在溪边

相互逗趣、取乐，看着他们的大儿子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二儿子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最小的孩子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真是一幅其乐融融

的乡村生活图。

（圆）“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

特、迷人的风景。”《乡下人家》最后一句话是文章的中心句，表

达了作者对乡下人家美丽迷人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和朴实欢快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的赞美。

（猿）《天窗》是我国著名作家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先生的作品，主要

表现了孩子们对大自然奥秘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与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表

现了孩子们丰富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和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三、热闹的乡村集会———口语交际。

王老师因有急事需马上动身去北京，托你带口信，请他的

母亲下午 缘:园园去幼儿园接乐乐。请你将自己对王老师母亲说

的话写出来。要求：简明、得体，不超过 猿园个字。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

四、恬静的溪边小景———阅读理解。

乡村记忆———晒场

晒场最热闹的时候是麦收时节，村子里的劳动力除了在麦

地里收割的外，差不多都聚集在晒场里，一村子的生机和活力

都集中在这里了。

你看那边扬场的，手拿木锨，站在上风头，不紧不慢地把麦

子向空中抛撒，撒落的麦粒在半空中像天女散花一样，迎着阳

光，哗哗散落。站在下风口的人包着头巾，戴着帽子，站在被扬

出来的麦堆旁，用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清理掉麦堆上的杂物。

渐渐地，清理出了一座“金山”。趁大人们歇息的空儿，孩子们跃

跃欲试，学着大人的样子，拿木掀铲起麦糠朝空中撒去，麦糠被

风一吹，全都撒在自己身上，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最紧张的是抢场了。麦收季节刚刚迈入雨季，有时是一天

几次摊场又几次收场。晒场已经铺满了小麦，正在太阳底下晾

晒着，突然飘来一片乌云，阵雨骤降，满晒场的人立即行动起

来，地里忙活的人一路小跑地向麦场奔去，本不是劳动力的老

人、小孩也都会从四面八方跑向麦场。远处沉闷的雷声，人们的

呼喊声，拉板和木锨摩擦地面的声音，晒场像开锅了一样。等人

们收盖完粮食返回家，往往被淋成了落汤鸡。

员援短文描写了麦收时的哪两个场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我能用“赃赃赃赃”画出描写抢场时紧张气氛的句子。

猿援“晒场像开锅了一样”形象地写出了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援读读文中画“ ”的句子，说说“不紧不慢”给了你怎样

的感觉，这句话好在哪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读完短文，你体会到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美丽的丰收场景———习作展台。

身处童年，我们每天都在编织着奇妙的梦想。一只昆虫、一

个玩具、一次发现……都可以承载我们的快乐、梦想和追求。现

在，请你把童年生活中奇妙的幻想写出来，和同学们分享吧！题

目自拟，字数在 400字左右。

温馨提示：你知道《卜算子·咏梅》

的来历吗？请看 2版《知识卡片》栏目。

姓名：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

本单元语文园地中“日积月累”给我

们展示的是毛泽东写的《卜算子·咏梅》。

其实这首诗是毛泽东“读陆游咏梅词，反

其意而用之”。陆游以梅自况，表示要坚守

爱国情操，至死不向恶势力屈服。他笔下的梅花寂寞高

洁，孤芳自赏，引来群花的羡慕与嫉妒，继而萌生出“愁”。

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则完全相反。他用拟人的修辞手法，

写出了梅花的美丽、积极、坚贞。

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毛泽

东笔下的“梅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更代

表了乐观向上的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卜算子·咏梅

［宋］陆 游

知 识 卡 片

范成大是南宋诗坛四大家之一，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

名。范成大早年受江西诗派影响，喜欢拟古求巧，刻意出奇。后

来他在创作实践中另辟蹊径，向农村题材发掘，在描绘田园风

物的领域内独拓新境，赋予田园诗以丰富的社会内容，终自成

一家。

范成大写成的《四时田园杂兴》《腊月村田乐府》不仅是他

最广为传诵、最有影响的诗作，也堪称我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

成。更为可贵的是，范成大不仅能倾注全力描绘山川田园美

景，而且在山光水色、竹篱茅舍的图画中加入了自己对国事的

忧虑和民生疾苦的关注，这是范成大田园诗的空前创举。

《四时田园杂兴》是范成大晚年退居家乡吴县（今属江苏）

后写的一组大型的七绝田园诗，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

日五部分，每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生动地绘制了一幅田

园农作动态图，宛如农村生活的长幅画卷。诗歌不仅描写农村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

民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可谓范成大的传世名篇之一。

课文选用的这首诗为全诗的第二十五首，也是“夏日田园

杂兴”的第一首。

郝雪：刘老师，《天窗》中

的孩子们对天窗的感受十

分强烈，这是为什么呢？

刘老师：郝雪同学能提

出这个问题，说明她深入体

会到了课文的思想感情。要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当

时的时代背景说起。茅盾爷

爷的《天窗》写于 1928 年，

那时中国不像现在这样富

强、开放。当时中国社会比

较落后，尤其是农村，社会

闭塞，孩子们很少接触外部

世界。而家长则把管孩子看

作是必须尽到的责任。天黑

了，必须让孩子回家；下雨

天，不能让孩子出门，免得

淋出病来。

孩子的身体被禁锢了，

但他们爱玩的天性不会被禁

锢。于是，那小小的天窗就让

孩子发现了又一个好玩的世

界。他们透过天窗看到雨脚

跳动，想象到风雨雷电猛厉

地扫荡这个世界；看到一粒

星，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

爱的星；看到一朵云，想象到

无数像山、像马、像巨人似的

奇幻的云彩；看到掠过的一

条黑影，想象到那可能是蝙

蝠、夜莺、猫头鹰……总之，

只要看到一点点，就能想象

到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

更确实的世界。这是多么快

乐的事情啊！你说他们的感

受能不强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