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亲爱的同学们：  

         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当你拿到崭新的语文课本时，你心
里一定会想，中学的语文学习会是怎样呢？  

        你将走进一片神奇的天地：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
人生、社会、自然……生动优美的语言向你展现丰富多彩的

大千世界。一篇篇短小精美的课文，是一道道精神的美味，
散发着芳香，让你尽情享受；一次次综合性学习，又是一次
次精神的探险，让你流连往返。  



你将看到，语文的含义丰富了，语文的外延扩大

了。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广阔。不仅要在课堂

上学语文，还要在生活中学语文。一个提示，一篇课

文，一个问题，就是千里之行的一小步，生活的广阔

天地有无限风光在召唤着你。  



你将看到，语文与其他学科更加密切了。在新的

语文课本中，语文与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在学习其他学科的时候，一定能

找到语文的“丝丝缕缕”。 

你将看到当代信息社会的“投影”。课本将提醒

你借助各种媒体，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拓展学习视野

，搜集信息，并学会与人互助、共享。  



一、“语文”一词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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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有一门功课叫“国文”

，教的都是文言文。“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兴起，小
学国文已改称“国语”，侧重白话文教学。1949年采纳

叶圣陶先生的建议将“国文”和“国语”两个名称一律
称为“语文”，所以语文一词一直延用至今。 



语文是滋味甘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  

语文是清凉可口的泉水，让人清甜解渴；  

语文是芳香浓郁的咖啡，让人温馨浪漫；  

语文是新鲜味美的果汁，让人滋心润肺；  

语文是香气扑鼻的绿茶，让人神清气爽；  

语文是神态悠闲的白云，让人浮想联翩；  

语文是浪花飞溅的大海，让人心潮澎湃；  

二、语文是什么 

有人曾这样形容语文： 



语文是历史悠久的名胜，让人留恋往返；  

语文是久别重逢的故友，让人难舍难分；  

语文是美妙绝伦的音乐，让人陶醉其中；  

语文是意境深远的油画，让人惊叹不已；  

语文是蜿蜒流淌的河流，让人敞开心怀。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语文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

至地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我们的言谈举止，衣食

住行，处处离不开语文，所以生活即语文。 



三、怎样学好语文 

        进入初中，语文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听、说、读、写、译。
既然生活即语文，我们就应在生活中学语文。 

       观察——观察生活 

       品味——品味生活 

       感悟——感悟生活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勤于思考，准确表达。 



         听说读写译是中学语文培养的重要能力， 

特别是读(阅读)，写（写作），更是重中之重！ 

        下面以“读”为例，说说进入初中后，阅读能力培养的
重点和方法。 

        请看丰子恺的漫画“取苹果”，说说你从这幅漫画中所
读到的信息和感悟。 



         读——个性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共性——个性 

       下面以黄冈市中考语文阅读试题《痴心石》为例，进一步谈

谈中学语文阅读的考查。 



痴   心  石 

         ①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时，看见街上有人

因为要盖房子而挖树，很心疼那棵树的死亡，就站在路边呆呆的
看。树太大了，不好整棵的运走，于是工地的人拿出了锯子，把
树分解。就在那个时候，我鼓足勇气，很不好意思的问，可不可
以把那个剩下的树根送给我。那个人笑着看了我一眼，说：“只
要你拿得动，就拿去好了。”我说我拿不动，可是拖得动。  

        ②父母看见当时发育不良的我拖回来那么一个大树根，不但

没有嘲笑和责备，反而帮忙清洗、晒干，然后将它搬到我的睡房
中去。 



        ③以后的很多年，我捡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回家。

父母并不嫌烦，反而特别看重那批不值钱但是对我有意义
的东西。我和父母，其实很少一同欣赏同样的事情。他们
有他们的天地，我，埋首在中国书籍里。 

  

       ④我的父母并不明白也不欣赏我的那些怪癖，可是他们

包涵。我也不想父母能够了解我对于“美”这种主观事物
的看法，只要他们不干涉，我就心安。 



        ⑤有一次，我答应了跟父母和小弟全家去                       

海边。结果前一天晚上又去看书，看到天亮才睡去，全家人
次日早晨等着我起床一直等到十一点，母亲不得已叫醒我，
又怕我不跟去会失望，又怕叫醒了我要丧失睡眠。总之，她
很为难，半醒了，我只挥一下手，说：“不去。”醒来发现
父亲留了条子，叮咛我一个人也得吃饭。 

        ⑥中午起床，奔回不远处自己的小房子去打扫落花残

叶，弄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再回父母家中去。妈妈迎了上来，
责我怎么不吃中饭，我问爸爸在哪里，妈妈说：“嗳，在阳
台水池里替你洗东西呢。”我拉开纱门跑出去喊爸爸，他应
了一声，也不回头。用一个刷子在刷什么，刷得好用力的。
过了一会儿，爸爸又在厨房里找毛巾，说要擦干什么的，他
要我去客厅等着。 



        ⑦一会儿，爸爸出来了，妈妈出来了，两老手中捧着
两块石头。 

  

        ⑧爸爸说：“你看，我给你拣的这一块，上面不但有

纹路，石头顶上还有一抹淡红，你觉得怎么样？”妈妈说
：“我挑挑拣拣，才得了一个石球，你看它有多圆！”我
注视着这两块石头，眼前立即看见年迈的父母弯着腰、佝
着背，在海边的大风里辛苦翻石头的画面。 

  



        ⑨看着比我还要瘦小的父母，看着这两块没有任何颜

色可以配上的、世间最朴素的石头，一时里，我想骂他们
太痴心，可是开不了口，只怕一讲话声音马上哽住。父母
的爱——一生一世的爱，都藏在这两块不说话的石头里给
了我。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2分） 

       A．文中第①②段写的是少年时拖树根回家的故事，这与
标题“痴心石”无关，应该删除。  

      B．品读第③段画线句，这些语句表现了父母对我个性和
爱好的尊重，是痴爱的表现。  

      C．第④段加点词“包涵”的含义是：父母对于“我”的
那些怪癖，认为情有可原，而选择了理解与尊重。  

      D．第⑨段画线句中，作者说“可是开不了口”的原因是

：“我”深深感受父母的爱，“我”怕一开口就会泪流满面
。 



        2．面对父母的浓浓爱意，作者却在第⑨段中说“一时里

，我想骂他们太痴心”，这是为什么？（2分） 

        作者一方面深深感受到父母的爱，他们想把“我”想

得到的一切都给了“我”；另一方面因为父母为“我”付

出太多而愧疚，“骂”实际上是反语。（答出大意即可）  



3．品读下列语句，分析作者表达的情感。（4分） 

（1）爸爸说：“你看，我给你拣的这一块，上面不但有纹路，
石头顶上还有一抹淡红，你觉得怎么样？” 

  

 

（2）我注视着这两块石头，眼前立即看见年迈的父母弯着腰、
佝着背，在海边的大风里辛苦翻石头的画面。 

作者通过语言描写，细致地表达了父亲为“我”挑石头、洗石
头的良苦用心和浓浓爱意。（答出大意即可） 

作者描写“我”的心理活动（或：通过“我”的联想与想象）
，细腻地表达了“我”对父母“痴心之爱”的醒悟、感动和自
责。（答出大意即可） 



4．理解：作者用“痴心石”作为文章题目的原因是什么？（3分
） 

  

 

 

5．文中“我”的父母理解、尊重孩子的“怪癖”，对此，你肯
定有感受，请结合你的生活实际，谈谈你的看法。（2分） 

“石头”是文中传递情感、表达爱意的物品，用“痴心”修
饰“石头”，表达了父母对“我”的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切中文章主题。（意近即可） 

提示：肯定或否定这种做法均可，但必须写出充足的理由。  



写——书写 

         这节课主要强调书写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谈到写作），

书写的要求：工整、规范、美观，不“涂脂抹粉”，不“扯皮
拉筋”，不写错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