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七  名著阅读

第二部分　阅读

（《昆虫记》《傅雷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青诗选》）



  六、昆虫记

读书方法指导——科普作品的阅读

　　一、借助前言、后记或附录中有关作家作品的介绍,了解作家的

生平事迹、科学成就和全书的大致内容,为阅读整本书做准备。

　　二、在阅读中,遇到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概念、术语,要查找工具书

或相关资料,把握其含义;要运用自己在课内外学到的知识加强理解,

深化认识;如果科普作品的内容是你非常感兴趣或比较熟悉的,也可以

质疑问难,拓展延伸,把阅读引向更深层次。

八 年 级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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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昆虫记

　　三、体会科普作品蕴含的科学思维、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扩大

我们的知识领域,锻炼我们的思维,在阅读中汲取人生智慧,让科学的

光芒照亮自己。

　　四、关注科普作品的艺术趣味。科普作品,一般都是结构严谨、

逻辑严密、语言幽默,兼有理趣和情趣的。

Ø 作者简介

　　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作家,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
的维吉尔”,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为“掌握田间无数小虫子秘密的
语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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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内容概述

　　《昆虫记》是法布尔花了足足三十年时间写就的十卷本科普巨

著。这部昆虫学巨著被认为是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有“昆虫
的史诗”之美誉。
　　法布尔毕生从事昆虫研究,他把他的研究成果用文字记录下来,详

细描述了昆虫的生活及其为生存和种族繁衍所进行的斗争,他一反常

规,用野外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昆虫世界的

一个又一个奥秘通过法布尔的笔展现在读者面前:蝉在地下“潜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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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钻出地面,却只能在阳光下活五个多星期;螳螂善于利用“心理战

术”制服敌人;切叶蜂能够不凭借任何工具,精确地“剪”下大小适当

的圆叶片来做巢穴的盖子……

　　《昆虫记》除了真实地记录昆虫的生活外,还透过昆虫世界折射

出社会人生。对昆虫的形态、习性、劳动、繁衍、死亡等的描述,无

不渗透着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对自然万物的赞美。鲁迅评价这

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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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动物特点

昆虫 外形特征 生活习性

蝉
(夏天阳光下
的歌唱家)

从壳中蜕变出来后,双翼湿润,

沉重、透明,上面有一条条的浅
绿色脉络,胸部略呈褐色,身体
的其余部分呈浅绿色,有一处处
的白斑。经过两个半小时,体色
终于变黑。成虫的蝉有非常清
晰的视觉,有五只眼睛。

幼虫生活在土中四年,

靠吸食植物根部汁液
而活,出洞后,寻找到枝
杈类的支点,便从壳中
蜕变而出。蜕皮的整
个过程需要半个小时
左右。



  六、昆虫记

螳螂

( 美丽的

“杀手”)

体形矫健,体色淡绿,薄翼修长。小嘴尖

尖,脖颈柔软,头可以朝任何方向自由旋

转。腰肢长而有力,大腿前半段内侧有

两行尖利的齿刺,外面只有四颗齿刺,小

腿与大腿有关节相连,也是一把双排刃

口的钢锯,齿刺相较于大腿上的钢锯短

些,但数量更多更密。

善于利用“

心理战术”

制服敌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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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蝈蝈

(蠡斯)

身轻体健,一对罗纱

大翅膀,有极强的下

颚和利爪。

嗜食昆虫,尤其爱吃没有过硬甲胄保

护的昆虫;喜欢吃含糖浆蜜饯的食物;

存在同类相残的情况;夜幕降临时分,

最为活跃;吃饱之后很安静;白天的大

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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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

(田园中的提

琴家)

瘦弱身体的大小各有

不同。居无定所,直到

10月末,初寒来临,它

才开始筑巢做窝。

生性孤僻,善鸣好斗,歌声出自

它的翅膀,翅膀是发声器。蟋

蟀通常选择排水条件优良,有

充足阳光的地方做窝,自己动

手建造且不停修整,直至去世

为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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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

(食肉的

猎人)

身体呈棕色,胸部呈粉红色,环形服

饰的边缘点缀着两个红红的小斑

点,长着略为坚韧的外皮。有六只

短足,喜用足走路,还有两片作为武

器的钩状的颚。雄性萤火虫成虫

时会长出鞘翅和翅膀。雌性萤火

虫终生保持着幼虫的形态。

捕食对象主要是蜗牛,捕捉时,先要

用颚给猎物注入毒液,将其麻醉,再

将消化液注入其身体,将肉分解为

液体。萤火虫无论雌雄、长幼,最

后一个体节上的尾灯都可发光;雌

性萤火虫到婚育年龄前两节光带会

发光,有时肚子里也发光。萤火虫

发光的原因是氧化作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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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甲虫

身材小巧玲珑,穿戴庄重而且无可挑剔,

身子胖乎乎的,呈短壮体形,额头和胸廓

上佩戴着奇异饰物。头部宽大扁平,上

有六个细尖齿,既是挖掘、切割工具,又

是叉耙,还可以把好吃的耧过来。前腿

扁平,呈弓形,上有粗壮的纹脉,外侧配

备五个硬齿。

食粪虫中个头最大最负盛名的

一种。储备食物的第一步是选

料,剔除杂质,收拢成堆,然后清

理一块场地,制作粪球。接着,

把储备的食物运到一个安全地

方。运送技艺令人拍案叫绝。

消化力很强,可以不停进食,一

直把储备粮吃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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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动物特点

章节 内容顺序 内容概括

论祖传

遵从兴趣→
寻找鸟巢→
采集野菌→
建实验室

①作者认为我们的才能和性格不都是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
的,要遵从自己的兴趣,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②法布尔小时候第一次找鸟巢,他把一只蓝色的鸟蛋带回
去作为纪念,但牧师的话让他懂得了偷鸟蛋是件残忍的坏
事;第一次挖野菌,学到了关于真菌的知识;

③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他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
荒石园”,实现了早年的愿望。在观察昆虫和植物中,作者
学到了许多东西,和它们交朋友,获得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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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的

灯

萤火虫闻名天

下的最主要原

因:身上带有一

盏灯

①雌性萤火虫一直保持着幼虫的状态,发光器在身体的

最后三节处,前两节呈带状,第三节只有两个小小的点;

②雄性萤火虫则只有尾部最后一节处的两个小点可以

发光;

③萤火虫的光亮是由呼吸器官产生的,而且可以随心所

欲地调节身上的光亮;

④萤火虫从生到死总是发着光亮,就是在土壤里,它也

时刻铭记为自己留一盏希望的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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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螂的巢

如何建巢,幼

虫的孵化及

面临的危险

①螳螂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建造精美的巢穴,

母螳螂将卵产在自己排出的黏性泡沫中,同

时制作出遮盖用的薄片和幼虫通行的小道;

②虽然螳螂威风八面,但在生命的开端却受

到昆虫界的侏儒——蚂蚁的威胁,这使得螳

螂产卵虽多 ,最后长大的却很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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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蜂

壮观的蜂巢

→工蜂与幼

虫→重建家

园

①黄蜂利用一种薄而柔韧的材料包裹自己

的巢,一层一层重叠起来;

②它们可以利用空气来保持家里的温度,这

样它们的巢既保暖,又经济;

③只要在它们的洞口扣一个玻璃瓶就能把

它们困住,它们完全想不到去开辟一条新路;

外面的黄蜂可以凭本能开辟新路回家,然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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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的网

织网过程→

不被粘住的

秘诀

①蜘蛛织网:先打牢地基,再在中央做一个丝

垫子,最后绕微型的圈子;

②不同的蜘蛛织网方式不同;

③蜘蛛身上有一层特别的“油”,可以在网

上自由走动不被粘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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蝎子的

免疫力

蝎子的毒
液→公平
的造物主

①蝎子的毒液对于部分昆虫的成虫有致命杀伤力,

但是它们的幼虫貌似有天生的免疫力。作者用金

匠花金龟、天牛、蚕、大孔雀蝶等进行实验发现,

它们的幼虫对蝎子的毒液有免疫力,成虫却没有;

②大自然是公平的造物主,有些昆虫逐渐进化得高

级了,但是它们却失去了对蝎毒的抵抗力;有些昆

虫虽然低级,但却具有很强的毒素免疫力。

续表

提醒：请完成知识集训9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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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方法指导——选择性阅读

　　一、兴趣选择。感兴趣的地方可认真去读,陌生的地方可略而不

读。

　　二、问题选择。在阅读时,可以分门别类,以问题的形式梳理一下。

　　三、目的选择。根据不同的读书目的,可以选择不同的阅读内容。

　　四、方法选择。阅读不同的文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

八 年 级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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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作者简介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

论家。傅雷早年留学法国,一生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30余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丹纳的《艺术哲学》等,为中法之间的文化交

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七、傅雷家书

Ø 内容概述

　　《傅雷家书》主要是傅雷及其夫人在1954到1966年间写给两个

儿子傅聪、傅敏(主要是长子傅聪)的家信摘编,共收录100多封。《傅

雷家书》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充满着父爱的

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更是平凡而又典型的现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深刻写照。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

沥血地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

英语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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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傅雷家书》反映了傅雷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它是傅雷毕生最

重要的著作,体现了傅雷对儿子浓浓的爱。在信中,傅雷常以自己的经

历为例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

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做

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要学会劳逸结合、正确理财、

正确处理恋爱婚姻问题。他还始终关注儿子在音乐艺术道路上的成

长,不时给予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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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人物形象分析

★傅雷:长者的形象,人生阅历丰富、有良知、为人坦荡、禀性刚毅、

善于说教、慈祥仁爱,爱子深切、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和文化底蕴。

★傅雷夫人(朱梅馥):贤惠知性、因材施教,教育思想非常先进。

★傅聪:热爱音乐、执着追求理想,热爱祖国,不断努力奋斗的年轻艺

术家。

★傅敏:正直、善良、勤勤恳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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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信件内容

傅雷     傅聪→

1.如何做人

①时时检讨、反省自己,正视错误,戒骄戒躁,学会谦虚。 

②谨言慎行,处处小心,待人要和气。

③平静地对待人生的起伏,淡然处事。

④拓展自己的人生格局,从狭隘的“小我”的苦闷中解脱出来。 

⑤珍惜自己当下的生活,努力工作,报答祖国,永葆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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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对待生活 

①对自己的学业有规划,提高效率。 

②抓紧时间学习,寻找合适的学习方法。 

③学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④对爱情郑重,对爱人温柔,夫妻要相互谅解。

⑤理智大于情感。 

⑥劳逸结合,保重身体,保持健康,融入大自然。 

⑦关于生活中的礼仪问题,要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 

⑧重视理财,做好经济上的规划,总结一套预算、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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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修养 

①将自己的感情投入艺术中,技巧应为艺术服务。 

②保持心胸开阔和新鲜感就不会对艺术厌倦。 

③多读名家音乐论著,多向他人学习艺术。 

④艺术的养成首先要体会到“自然”的境界。 

⑤适量举办音乐会,为保持艺术完整性而奋斗。 

⑥艺术家要一心一意,不能分心。多接触自然。

主题思想:凝聚着傅雷对祖国、对儿子深厚的爱。

提醒：请完成知识集训9的训练。



  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读书方法指导——摘抄与做笔记

　　一、摘抄,就是选摘、抄录原文中的词语、句子、段落等。摘抄

的内容可以是原作的典故、警句、精彩片段等,一般要根据学习、借

鉴的意图来选择。

　　二、做笔记,主要有写提要和写心得两大类:写提要,就是用精练

的语言准确概括全书的基本内容或要点。所写的提要,可以是语意连

贯的成段文字,可以是按层次和要点罗列的提纲,还可以是能够体现作

品结构思路的图表。写心得,则是记录自己阅读时产生的体验、感想、

八 年 级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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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评价以及在阅读中生发的新认识、新观点。

Ø 作者简介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作家。写作该书时作者已经双目失明,

全身瘫痪,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进行斗争,并坚持文学

创作。历时三年,以他的革命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问世,该小说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励了

无数的革命青年。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

《暴风雨所诞生的》,1936年完成,同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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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内容概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过描写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生活经历,展现

了从1915年到1930年前后苏联广阔的历史画面和人民艰苦卓绝的斗

争生活,歌颂了青年一代在斗争中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展现了他们

的成长历程和精神风貌。同时,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它赞扬

了主人公在绝望中仍坚强不屈、勇敢向命运挑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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