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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ВЕДЕНИ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указания разработаны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амо-

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на продвинутом этапе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амках дисциплины «Иностранный язык (вто-

рой) в сфер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ий)». Основ-

ная цель 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указаний –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чте-

ния текстов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освоение новых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в рамка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текстов, повышение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к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и куль-

тур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указания включают 15 разделов. Основа каждо-

го из разделов –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После каждого текста дают-

ся два вида тестовых заданий на понима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я текста и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задание в виде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Цель упражнений – 

закрепить полученные из текстов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знания, а 

также продолжит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говорения, чтения и 

письм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Тексты,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в 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указаниях, могут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в качестве заданий п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или в виде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теку-

щего контроля знаний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н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или лабора-

торных занятия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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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课文 

武松打虎 

中国人大概没有不知道武松是谁的。他是古代小说“水浒传”中的一位

英雄。“武松打虎”是这部小说中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有一年秋天，武松到山东去找哥哥，走了半天，又渴又饿，中午才遇到

一家小酒店。他一口气就喝了十五碗酒，还吃了四五斤牛肉。交了钱以后，

他站起来就想走。店主拦住他说，最近，前边景阳冈上来了一只大老虎，一

到晚上就出来伤人，已经有二三十个人被这只老虎吃了。现在天已经黑了，

最好先住下来，等明天人多了，大家一起走。武松认为店主在骗他，就头也

不回地走了。 

上了景阳冈，没走几步，武松便觉得酒劲儿上来了，全身酸软，醉得连

路也走不了了，只好躺在石头上休息。 

突然，他听到一声虎叫，接着一只大老虎从树林里跳出来。武松立刻从

石头上跳起来，酒也吓醒了。这只老虎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见到高大

的武松，大吼一声，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武松会武术，反应很快，一闪

身，就躲过去了。老虎第一下没扑到，又转身高高跳起，从武松头上压下

来，武松又躲过去了。老虎又挥起铁棒一样的尾巴，想打倒武松，结果，又

没打着。老虎三次进攻都失败了，力气却已用了一大半。武松见老虎趴在地

上喘气， 就冲过去骑在老虎身上，按住虎头，举起拳头，用尽全身力气，拼

命地打，一连打了六七十拳，终于把老虎打死了。 

第二天，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武松打老虎的事，纷纷赶来感谢武松，称赞

他是了不起的打老虎英雄。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 武松是哪部小说的人物？ 

A 红楼梦                                 B 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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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西游记                                 D 三国 

2.店主拦住武松对他说什么 

A 听说景阳冈上来了一只凶猛的大狮子                 

B 一百多个人被狂犬病的狗咬了 

C 附近建设了一家银行                     

D 最近，在森林中发现了一只大老虎 

3. 武松为什么躺在石头上休息了？ 

A 因为酒喝多了，全身酸软            B 因为想给他住在山东的哥哥写信 

C 因为在小酒店里没休息好             D 因为晚上睡得不好 

4. 武松怎么把老虎打死了？ 

A 武松把老虎拼命地打                 B 武松用弓箭射死了老虎 

C 武松用网抓住了老虎                  D 武松没打死老虎 

5. 武松为什么是一个英雄？ 

A 他喝了十五碗酒                       B 他救了店主的命 

C 他吃了四五斤牛肉                    D 他打死了老虎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 中国人都不知道武松是谁。（ ） 

2. 武松是用铁棒把老虎打死的。（ ） 

3. 武松能打死老虎，是因为他喝了很多酒，吃了很多肉。 （ ） 

4.  武松是中国现代小说里的一个英雄人物。（ ） 

5. 武松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所以大家称他是英雄。（ ） 

三、汉语中有许多与动物有关系的成语和俗语，下面的这几个你是否知

道？试着讲一讲： 

虎毒不吃子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画虎不成反类犬                狐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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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哭耗子假慈悲                盲人摸象 

守株待兔                                     鼠目寸光 

 

第二篇课文 

仓颉造字 

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地面上还是一片混沌。人同野兽一样生活，活着就

是为了吃饱肚子，吃饱了肚子就只懂得生儿育女，做过的事情也马上就会忘

记，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年纪，甚至分亲跟儿子也不认识。至今有句俗语“年

纪活在狗身上”，就是从这个典故而来，意思是一个人虽然年纪很大，却不

明白事理，白活了一大把年纪。 

当时，天上有个天神叫伏羲大帝，他不愿看着人们这样生活，就派了一

个仓颉的弟子，造几个可以拼拆的简单文字教给人们。人只要学会拼拆，一

个字就能变成八个字，八个字就能变成六十四个字，字越变越多，人也就越

变越聪明。 

天上的另一个天神洪钧老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认为人一旦学会认字计

算，就要变成人精，今后会把天地搞得乱七八糟，就派了他的弟子太上老君

来劝阻仓颉说：“人变聪明了，他的良心会坏，聪明人一多，天下就不安宁

了。”仓颉没有听他的劝告，说“我必须听从大帝的命令，让人类获得智

慧。” 

太上老君知道劝说无效，就召集神灵和鬼魂，命令他们去吓散跟着仓颉

学字的人们。由于神灵和鬼魂常常捣乱，仓颉不能专心地教人们认字，于是

仓颉画了个“阴阳太极八卦图”来镇压鬼魂。因为仓颉把天神才拥有的“阴

阳太极八卦图”泄露给了人类，违反了天神的戒律，所以仓颉不得不回天上

接受大帝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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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没有完成教人认字的任务，所以人们只学到了一半，一个字最多只

能变化四个，也只能发四个音。又因为各个地方的学生学的程度不一样，所

以直到今天，同一个字在各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的读法和不同的用法。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世界刚开始的时候是以下哪种情况？ 

A 人像动物一样生活               B 人和狗一起生活 

C 人的年纪都很大                 D 吃过饭就忘记别的事 

2.伏羲大帝派仓颉 

A 做大帝的主人                   B 学习文字的变化 

C 和人类一起生活                 D 教人们认字 

3.洪钧老祖知道这件事后，认为 

A 人类学会字后有好处             B 人类学会认字后后变坏 

C 他的弟子也应该学认字           D 人类会更有良心 

4.仓颉为什么要接受大帝的惩罚？ 

A 他没有完成任务                 B 他违反了天神的戒律 

C 他镇压了鬼神                   D 他教学不专心 

5.仓颉画“阴阳八卦图”是为了 

A 帮助认为认字                   B 召集神灵和鬼神 

C 执行大帝的命令                 D 镇压鬼魂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盘古开天辟地后，人类没有什么智慧。（ ） 

2.大帝不同意把“阴阳八卦图”给人类。（ ） 

3.教什么学会文字是为了多变一些字。 （ ） 

4.“年纪活在狗身上”是说够帮助人记年纪。（ ） 

5.仓颉没有完成任务。（ ） 

三、回答问题： 



9 

 

1.世界刚开始时，人们的生活情况如何？请举例说明。 

2.仓颉想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人类？ 

3.太上老君是如何劝说仓颉的？ 

4.仓颉是否听从了太上老君的劝告，为什么？ 

5.今天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方言？ 

 

第三篇课文 

“过年”的由来 

春节俗称“过年”。然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并不这样过年。 

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它头长尖角，不像龙、不像狮、不像

虎，但却凶猛异常。一到冬末春初的寒冷黑夜，“年”兽就要到山下村里横

冲直撞，见牲畜咬牲畜、逢人就吃人，很多人都遭到了它的残害。 

“年”兽闹得人心惶惶，家家闭户。人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准备活猪

活羊供奉它，希望它在吃了活猪活羊之后，就不在进村吃人了。可是，

“年”兽的食量很大，它吃完了供奉的牲畜，仍旧要闯进村里吃人。因此每

到除夕，村里的人们都要带上老人和孩子，逃到深山里去，躲避＂年＂兽的

伤害。 

今年的除夕，像往常一样，乡亲们都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往深山。这时

候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人，他对一位老婆婆说只要让他在她家住一晚，他

一定能将＂年＂兽赶走。 

大家都不相信这位白发老人有那么大的本事，老婆婆也劝他还是上山躲

避的好，老人却坚持留下，众人看到不能说服这位老人，便纷纷躲进山里去

了。 

只听见院里一阵骚动，凶恶的＂年＂兽又来了。它刚刚靠近老婆婆的屋

门，就被屋里冒出的青烟呛了两眼泪水。“年”兽强睁泪眼，这样要破门而

入，这时火堆里有几根竹子被烧得爆开了，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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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兽吓了一大跳，正当他惊魂未定时，屋子里又突然传出“哐当”的爆

响，这下真把“年”兽吓坏了，只见“年”兽夹起尾巴仓惶逃跑了。 

这时大门大开，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原来＂年＂兽最怕

红色，火光和炸响。 

第二天，当人们从深山会到村里时，发现村里安然无恙。这才恍然大

悟，原来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 

人们同时还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从此，每年的除

夕，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 

这风俗越传越广，后来，这原本驱赶凶恶的“年”兽的日子成为了中国

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年”兽的的外貌有什么特点？ 

A 像狮子                    B 像猎豹 

C 温柔驯服                  D 凶狠可怕 

2.白发老人驱赶“年”兽时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A 白色                      B 红色 

C 蓝色                      D 灰色 

3.“年”兽不吃什么？ 

A 活猪                      B 死猪 

C 人                        D 活羊 

4.村里人们对白发老人的态度有什么转变？ 

A 一直相信                  B 开始不相信然后相信 

C 开始相信然后不相信        D 一直不相信 

5.以下哪项不是过除夕的方式？ 

A 贴对联                    B 放爆竹 

C 守岁                      D 观赏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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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自古以来，过年就是指庆祝新年。（ ） 

2.“年”兽是食草动物。（ ） 

3.人们给“年”兽准备活猪活羊，为了使“年”兽不伤害他们。（ ） 

4.村子里的人们一直相信白发老人能制服“年”兽。 

5.红色、火光和炸响是驱赶“年”兽的法宝。（ ） 

四、回答问题： 

1.“年”兽常常什么时候出来伤害人们和牲畜？ 

2.为什么每到除夕，村里的人们都要到山上去？ 

3.白发老人为什么要住在老婆婆家？ 

4.“年”兽看到红色、火光，听到炸响后是什么反应？ 

5.现如今，人们怎样过除夕？ 

 

第四篇课文 

神农尝百草 

在远古时代，人们靠打猎过日子，但由于工具非常简陋，所以捕捉到的

野兽往往不够吃。传说有一位炎帝，教大家耕田播种庄稼，还带领大家制作

各种农具，大兴水利，教大家识别五谷，种植百果，使人类能够世世代代地

生存下去。因此，人们称炎帝为神农。 

神农教会人们耕田种粮食后，看到人们经常因为乱吃东西而得病，甚至

丧命；他决心要亲自尝遍所有的植物。这样，就可以知道哪些可以吃，哪些

不能吃；哪些有害，哪些能够治病。因此，神农做了两个大口袋，一个挂在

身子的左边，一个挂在身子的右边。他每尝一样东西，觉得可以吃的，就放

在左边的口袋里，将来给人吃；觉得能治病的，就放在右边的口袋里，将来

当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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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一出门，就见前面一片矮绿树丛中长着许多可爱的小嫩叶，他采了

一片，刚含进嘴里，就滑到肚子里去了。那片小嫩叶在神农的肚子里漂来漂

去，把他的内脏都擦洗得清清爽爽。神农觉得舒服极了，于是他把它放进左

边的口袋里，并给它取名“查”，也就是我们现在用来泡茶的茶叶。 

有一次，神农发现了许多淡红色的小花，它们的形状像一只只飞舞的蝴

蝶。神农采了一朵花放进嘴里，只觉得浓香四溢，给它取名为“甘草”，把

它放进了右边的口袋。就这样，神农每天不停地走啊走，他的足迹遍布了江

河山川，高山峻岭。他尝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叫臣

民带回去，用它们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有一次，一个人得了急病，他需要的药草很难找。最后终于发现它长在

一座陡峭的岩壁上，可是这岩壁又高又陡又光滑，难以攀登。人们见了都叹

息这药草生长的地方实在太高太险，人想上去，比登天还难。神农救人心

切，他动手搭起了一个木头过架，顺着这个架子慢慢地攀缘上去，终于采到

了草药，救了这个病人。相传神农搭架子采草药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神农

架。 

神农仍在不停地采摘、品尝。有时偶尔尝到毒草，他就赶快拿出第一次

采到的“查”，吞下肚去，毒就解掉了。可是有一次，神农不幸尝到了“断

肠草”。这种毒草实在太厉害了，神农还来不及吞“查”解毒，毒性就发作

了，神农临死前还紧紧地抱着他的两口袋药草。人们隆重地安葬了神农，尊

他为农耕和医药之祖。 

当然，上面讲的仅仅是民间的传说。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物

质文明发展的由来。 

二、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以下哪项不是神农帮助大家做的事情？ 

A 耕种庄稼                  B 尝各种植物 

C 种植百果                  D 学习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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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农通常不会在哪些地方寻找草药？ 

A 高山                      B 峻岭 

C 河边                      D 城市 

3.神农是如何找到“查”的？ 

A 苦苦寻找                  B 偶然发现 

C 根据书中的描述            D 别人帮助 

4.神农因何而丧命？ 

A 查                        B 甘草 

C 断肠草                    D 神农架 

5.《神农本草》是谁编写的？ 

A 大臣们                    B 神农 

C 古代的人们                D 现代的人们 

五、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神农被后人敬仰的农耕之祖。（ ） 

2.神农发现“甘草”是人可以吃的食物。（ ） 

3.神农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得急病的人需要的草药。（ ） 

4.按照《神农本草》，可以治病。（ ） 

5.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可以了解中国物质文明发展的由来。（ ） 

四、回答问题： 

1.远古时代，人们是怎么解决吃饭的问题？ 

2.人们为什么称炎帝为神农？ 

3.“查”有什么功效？ 

4.相传《神农百草》是怎么写成的？ 

5.后人采用哪些措施纪念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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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课文 

饺子的来历 

饺子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食品。它的制法是先用面粉做成薄而软的饺

子皮，再以鲜肉、蔬菜等切碎，拌以佐料为馅，包成后下锅煮至饺子浮上水

面即可。其特点是皮薄馅嫩，味道鲜美，形状独特，百食不厌。 

饺子原名“娇耳”，是中国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东汉末年，各地灾

害严重，很多人身患疾病。南阳有个名医叫张仲景，自幼苦学医书，博采众

长，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人。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手到病

除，而且医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认真医治，挽救了无数的性命。 

张仲景在长沙为官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盛行，他在

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

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他心里

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回到家，求医的人特别多，他忙的不可开

交，但他心里总挂记着那些冻烂耳朵的穷百姓。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

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

舍药治伤。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

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

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

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冻烂的耳朵就好

了。 

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

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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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饺耳”、“饺子”或偏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

和治愈病人的日子。 

张仲景距今已近 1800 年，但“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

传。每逢冬至和大年初一，人们吃着饺子，心里仍记挂着张仲景的恩情。今

天，我们用不着用娇耳朵来治冻烂的耳朵了，但饺子却已成了人们最常见、

最爱吃的食品。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以下关于饺子的叙述正确的是： 

A 是由画圣张仲景发明的               B 来源“祛寒娇耳汤” 

C 中国的现代美食之一                 D 皮厚馅大，味道鲜美 

张仲景在哪为官？ 

A 南阳                               B 长沙 

C 汉口                               D 东关 

“祛寒娇耳汤”医治哪些症状？ 

A 浑身发热                          B 血液通畅 

C 两耳变暖                          D 冻烂的耳朵 

张仲景因哪一职业而家喻户晓 

A 衙门官员                          B 医生 

C 美食家                            D 旅行者 

中国人初一吃饺子是由于 

A 庆祝新年                          B 纪念张仲景 

C 饺子受到人们的喜爱                D 饺子美味 

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张仲景是中国中医学的奠基人。（ ） 

张仲景在冬至和初一的这两天救治冻烂耳朵的穷苦百姓。（ ） 

病人吃下祛寒汤后，冻烂的耳朵就好了，是因为汤里有辣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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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治了很多得瘟疫的病人。（ ） 

今天人们仍然用吃饺子的办法医治冻烂的耳朵。（ ） 

回答问题： 

饺子的特点有哪些？ 

“祛寒娇耳汤”因何而得名？ 

张仲景为什么被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连续多少天舍药给穷苦百姓？ 

中国人为什么冬至要吃饺子？ 

 

第六篇课文 

牛郎织女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成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

之一。传说天上的织女和牵牛情投意合，可是，天条律令不允许男女私自相

恋。织女是王母的女儿，王母便将牵牛贬下凡尘，令织女不停地织云锦以作

惩罚。 

一天，几个仙女向王母请求想去人间碧莲池看一看，她们见织女终日以

泪洗面，便一起向王母求情让织女共同前往，王母也心疼受惩后的女儿，便

令她们速去速归。 

牵牛被贬以后，出生在一个农民家中，起名叫牛郎。父母去世后，哥嫂

待牛郎非常刻薄，与他分家后只给了他一只老牛和一辆破车。从此，牛郎和

老牛相依为命，他们耕田种地，盖造房屋。可是，除了那条不会说话的老牛

以外，家里只有牛郎一个人。 

有一天，老牛突然开口对牛郎说：“牛郎，今天你去碧莲池一趟，那儿

会有些仙女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

的妻子。”牛郎见老牛口吐人言，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牛大哥，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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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池旁的

芦苇里。 

不一会儿，仙女们果然翩翩飘至，脱下衣裳，跃入清流。牛郎便从芦苇

里跑出来，拿走了红色的仙衣。仙女们见有人来了，忙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

了，只剩下没有衣裳无法逃走的织女。织女又羞又急，却也无可奈何。这

时，牛郎要她答应做他妻子，他才能把衣裳还给她。织女定睛一看，才知道

牛郎便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牵牛，便害羞的答应了他。这样，织女便做了牛郎

的妻子。 

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日子过得非常美满幸福。不久，他们有了一

儿一女，十分可爱。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马上派遣天神仙

女捉织女回天庭问罪。 

这一天，牛郎匆匆赶回家，眼睛红肿着告诉织女：“牛大哥死了，他死

前告诉我他死之后，将他的牛皮剥下放好，披上它，就可飞上天去。”织女

明白，老牛就是天上的金牛星，只因替被贬下凡的牵牛说了几句公道话，也

贬下了天庭。于是，便让牛郎剥下牛皮，好好埋葬了老牛。 

正在这时，天兵天将从天而降，押解着织女飞上了天空。牛郎喊道：

“织女，等等我！”织女回头一看，牛郎用一对箩筐挑着孩子，披着牛皮赶

来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孩子们都大声喊着“妈妈”。眼看，牛郎

和织女就要相逢了。可就在这时，王母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

划，一条天河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 

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也哭得

死去活来。在旁观望的仙女、天神们都觉得心酸难过，于心不忍。王母见此

情此景，也稍稍为牛郎织女的坚贞爱情所感动，便同意让牛郎和孩子们留在

天上，每年七月七日，让他们相会一次。 

从此，牛郎和他的儿女就住在了天上，隔着一条天河，和织女遥遥相

望。在秋夜天空的繁星当中，我们至今还可以看见银河两边有两颗较大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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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晶莹地闪烁着，那便是织女星和牵牛星。和牵牛星在一起的还有两颗小

星星，那便是牛郎织女的一儿一女。 

传说，每年的七月七日，若是人们葡萄藤中静静地听，可以隐隐听到仙

乐奏鸣，织女和牛郎在深情地交谈。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姑娘们就会

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

天能让自己拥有称心如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亦名乞巧节。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天条律令禁止天神 

A 结婚                     B 私自恋爱 

C 生儿育女                 D 外出 

2.哥哥和嫂子对待牛郎怎么样 

A 吝啬                     B 大方 

C 宽容                     D 同情 

3.老牛用什么帮了牛郎大忙？ 

A 牛眼睛                   B 牛尾巴 

C 牛皮                     D 牛腿 

4.王母允许牛郎和孩子住在哪？ 

A 银河上                   B 回到家中 

C 天上                     D 和织女生活在一起 

5.银河两边有几颗晶莹闪烁的大星星？ 

A 2 颗                     B 3 颗 

C 4 颗                     D 1 颗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王母很不心疼女儿，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惩罚。（ ） 

2.牛郎是一个小偷，偷走了织女的衣裳。（ ） 

3.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听到织女和牛郎深情地交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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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牛郎织女一家人的爱只感动了仙女和天降。 

5.乞巧节就是每年的七月初七。（ ） 

三、回答问题： 

1.织女为什么答应嫁给牛郎？ 

2.故事中的天河是怎么出现的？ 

3.为什么和牛郎在一起的老牛能够说话？ 

4.织女为什么答应做牛郎的妻子？ 

5.为什么七月七日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第七篇课文 

嫦娥奔月 

传说中，后羿和嫦娥都是尧时候的人。当时天上有十个太阳，把土地烤

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天气酷热，一些怪禽猛

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常俊命令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

协助尧解除人民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

的箭，还带着他的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 

后羿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余的太阳。

后羿的丰功伟绩，却受到了其他天神的妒忌，他们到天帝那里去进谗言，使

天帝最终疏远了后羿，把他贬斥到人间。受了委屈的后羿和妻子嫦娥只好隐

居在人间，靠后羿打猎为生。 

后羿立下盖世神功，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

艺。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求

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

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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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被蓬蒙看到了。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

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

嫦娥交出不死药。 

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

口吞了下去。 随后她的身子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

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广寒宫里寂寥难耐，于是

就催促吴刚砍伐桂树，让玉兔捣药，想配成飞升之药，好早日回到人间与后

羿团聚。 

傍晚回到家后，后羿知道了事情的经过非常愤怒，抽剑去杀恶徒，但是

蓬蒙早逃走了。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

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 

后羿急忙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

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月母为二人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允

许嫦娥每年在月圆之日下界与后羿在月桂树下相会。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

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后羿为什么受人尊敬？ 

A 射太阳              B 教人们打猎   

C 本来是神仙          D 有智慧 

2.隐居人间的后羿靠什么为生？ 

A 教徒弟              B 打猎     

C 什么也不做          D 种田 

3.谁令后羿下界射日的？ 

A 月母                 B 常俊    

C 蓬蒙                 D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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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羿向谁求取的不死药？ 

A 常俊                B 尧    

C 王母娘娘            D 吴刚 

5.嫦娥在广寒宫的生活怎么样？ 

A 舒适                B 自由 

C 开心                D 寂寞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后羿射下了十个太阳。（ ） 

2.后羿杀了蓬蒙。（ ） 

3.嫦娥吃了仙药去到了月亮上成仙。（ ） 

4.月母允许嫦娥每年在月圆之日下界与羿在月桂树下相会。（ ） 

5.尧因为感激后羿给了后羿一份仙药。（ ） 

三、回答问题： 

1.为什么一些怪兽出来残害百姓？ 

2.为什么天帝最终疏远了后羿？ 

3.蓬蒙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抢药？ 

4.为了能和后羿团聚，嫦娥做了哪些事情？ 

5.中秋节拜月的风俗从何而来？ 

 

第八篇课文 

精卫填海 

炎帝有一个女儿，叫女娃。女娃十分乖巧，黄帝见了她，也都忍不住夸

奖她，炎帝视女娃为掌上名珠。 

炎帝不在家时，女娃便独自玩耍，她非常想让父亲带她出去，到东海—

—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看一看。可是因为父亲日日忙于公事：从日出忙到日

落；总是不能带她去。这一天，女娃没告诉父亲，便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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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不幸的是，海上突然起了狂风大浪，像山一样的

海浪把女娃的小船打翻了，女娃不幸落入海中，终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永

远回不来了。炎帝固然痛念自己的小女儿，但却不能用太阳光来照射她,使她

死而复生，也只有独自神伤嗟叹了。 

女娃死了，她的魂魄化作了一只小鸟，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发出

“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人们便叫此鸟为“精卫”。 

精卫痛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要报仇雪恨。因此，她

一刻不停地从她住的发鸠山上衔了一粒小石子，展翅高飞，一直飞到东海。

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翔着，悲鸣着，把石子树枝投下去，想把大海填

平。 

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嘲笑她：“小鸟儿，算了吧，你这工作就干一百

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 

精卫在高空答复大海：“哪怕是干上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干到宇宙的

尽头，世界的末日，我终将把你填平的！”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 

“因为你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你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

我要永无休止地干下去，总有一天会把你填成平地。” 

精卫飞翔着、鸣叫着，离开大海，又飞回发鸠山去衔石子和树枝。她衔

呀，扔呀，成年累月，往复飞翔，从不停息。后来，一只海燕飞过东海时无

意间看见了精卫,他为她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但了解了事情的起因之后,海燕为

精卫大无畏的精神所打动,就与其结成了夫妻，生出许多小鸟，雌的像精卫，

雄的像海燕。小精卫和她们的妈妈一样，也去衔石填海。直到今天，她们还

在做着这种工作。 

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善良的愿望，宏伟的志向，受到人们的尊敬。晋

代诗人陶渊明在诗中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热烈赞扬精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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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敢于向大海抗争的悲壮战斗精神。后世人们也常常以“精卫填海”比喻志

士仁人所从事的艰巨卓越的事业。 

人们同情精卫，钦佩精卫，把它叫做“冤禽”、“誓鸟”、“志鸟”、

“帝女雀”，并在东海边上立了个古迹，叫作“精卫誓水处”。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女娃死于 

A 海浪                      B 滑坡 

C 疾病                      D 太阳光 

2.女娃死后，变成了 

A 花蝴蝶                    B 白嘴鸦 

C 红鲤鱼                    D 小鸟 

3.“精卫填海”这一成语不表示以下哪个意思 

A 大无畏的精神            B 伟大的志向 

C 艰难的事业              D 好高骛远 

4.精卫在哪衔石子和树枝？ 

A 东海边                B 发鸠山 

C 南海边                D 雀山 

5.以下哪项不属于人们对待精卫的态度 

A 敬佩                    B 同情 

C 轻视                    D 喜爱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黄帝非常喜欢自己的女儿女娃。（ ） 

2.由于女娃死后发出“精卫、精卫”的啼叫，所以人们便叫此鸟为“精

卫”。（ ） 

3.精卫填海只是为了报仇。（ ） 

4.海燕一直不能理解精卫填海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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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海边上的古迹“精卫誓水处”出自于精卫填海。（ ） 

三、回答问题： 

1.女娃为什么独自一人驾船去东海？ 

2.如何理解陶渊明的诗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3.精卫为什么要填平大海？ 

4.小精卫们支持妈妈的做法么？ 

5.精卫填海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第九篇课文 

鲁班造木鸢 

鲁班是敦煌人。他小时候，双手就很灵巧，会糊各种各样漂亮的风筝。

长大后，跟父亲学了一手好木匠活，修桥盖楼，建寺造塔，非常拿手，在河

西一带很有名气。 

这一年，他成婚不久，就被凉州的一位高僧请去修造佛塔，两年后才完

工。他人虽在凉州，但想念父母，更想念新婚的妻子。怎样既不误造塔又能

回家呢？他在天空飞旋的禽鸟启发下，造出了一只精巧的木鸢，安上机关，

骑上一试，果然飞行灵便。于是，每天工作以后，他就乘上木鸢，在机关上

击打三下，不一会就飞回敦煌家中。 

妻子看到他回来，自然十分高兴，但怕惊动父母，就没告诉他们。第二

天清早，又乘上木鸢飞回凉州。这样，时间不长，妻子便怀孕了。 

鲁班的父母早睡晚起，根本不知儿子回家之事。看见儿媳怀孕，还以为

她行为不轨。婆婆一查问，儿媳只好告诉了她丈夫乘木鸢每晚回家的事，但

是二老听了不相信，晚上要亲自看个真假。 

晚上，鲁班果然骑着木鸢回到家中。二老终于相信了。老父亲高兴地

说：“儿子，明天就别去凉州工地了，在家歇上一天，让我骑上木鸢，去开

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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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老父亲骑上木鸢，儿子告诉他：“若飞近处，将机关木楔

少击几下；若飞远处，就多击几下。早去早回，别误了我明天的工作。”老

父亲把这些话记在心中，骑着木鸢上了天，心想飞到远处玩一趟吧。就把木

楔击了十多下，只听耳边风响，吓得他紧闭双眼，抱紧木鸢任凭飞翔。等到

木鸢落地，睁眼一看，一家伙飞到了吴地。 

吴地的人见天上落下一个怪物，上骑白胡子老头，还以为是妖怪，围了

上去，乱棒把老头打死，乱刀把木鸢砍坏。鲁班在家等了好多天，不见父亲

回来。他怕出事，又赶快做了一只木鸢，飞到各处寻找。到了吴地以后，才

知道父亲已经身亡。他气愤不过，回到肃州雕了一个木头仙人，手指东南

方。木仙人神通广大，手指吴地，大旱无雨，当年颗粒无收。” 

三年以后，吴地百姓从西来的商人那得知，久旱无雨原是鲁班为父报仇

使的法术。便带着厚礼来到肃州向鲁班赔罪，并讲了误杀他父亲的经过。鲁

班知道了真情后，对自己进行报复的做法深感内疚，立即将木仙人手臂砍

断，吴地立即降下了大雨，解除了旱灾。 

之后，鲁班左思右想，认为造木鸢，使父亲死亡；造木仙人，使天大

旱，百姓苦，做了两件蠢事。便将这两样东西扔进火里烧了。木鸢和木仙人

便就此失传了。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鲁班从事什么职业？ 

A 木匠              B 泥瓦匠 

C 铁匠              D 石匠 

2.木鸢有什么作用？ 

A 陆地上行驶        B 水中航行 

C 天空飞行          D 佛塔的结构 

3.父亲击了木鸢几下飞到吴地？ 

A 三下              B 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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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九下              D 十下 

4.以下哪项不属于木仙人的特点？ 

A 神通广大          B 形状像人 

C 木制的            D 会飞 

5.谁烧毁了木鸢和木仙人？ 

A 鲁班              B 吴地百姓 

C 西来的商人        D 白胡子老人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鲁班手很巧，为了旅行方便造了木鸢。（ ） 

2.鲁班和妻子很恩爱。（ ） 

3.鲁班造木仙人是为父亲报仇。（ ） 

4.吴地的百姓故意打死鲁班的父亲。（ ） 

5.木鸢和木仙人已经不存在了。（ ） 

三、回答问题： 

1.父母为什么不信任鲁班的妻子？ 

2.鲁班的父亲为什么要骑木鸢？ 

3.鲁班为什么制作第二个木鸢？ 

4.吴地为什么大旱，颗粒无收？ 

5.最后鲁班做了什么弥补自己的错误？ 

 

第十篇课文 

粽子和龙船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

传统节日之一。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

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

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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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时，许多人都要举行赛龙舟、吃粽子。但是赛龙舟和吃粽子为什

么要在端午节举行？它们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原来，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由于对社会的不公，所以自沉于汨

罗江，人们争先恐后地划船打捞屈原，可是并没有捞到。人们很惋惜屈原。

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每逢端午节那天，大家都驾着船、带着饭，

划到汨罗江中，把饭投入江里来祭祀屈原。 

这样过去了一两年。一天晚上，他们忽然梦见屈原来了：头上带着高高

的砌云冠，腰间挂着一柄长长的宝剑，身上还佩戴着一些珍珠和美玉。大家

都很高兴，一一向他行礼。屈原笑着对大家说：“乡亲们，非常感谢你们对

我的好意。从你们的行动可以看出我们楚国人民都是爱国的，也都是爱憎分

明、坚持正义的。”大家见屈原仍很消瘦，就关心地问：“三闾大夫，我们

给您的米饭，您都吃到了没有？” 

“谢谢你们！”屈原感激地说，可是“你们送给我的米饭，都被那些鱼

虾龟蚌等水族吃了”。于是大家就问：“要怎样才不致于食物被水族吃掉

呢。”屈原说：“如果你们用箬叶包饭，做成有尖角的角黍（即粽子），水

族见了，以为是菱角，也就不敢吃了。” 

第二年端午节，人们就照着这样做了。可是，端午节过后，屈原又给人

们托了一个梦，说：“谢谢你们送给我的角黍，我吃到了不少；可是还有不

少仍然被水族吃了。”人们又问：“那还有没有什么法子呢？”屈原说：

“你们在用舶送角黍的时候，可以把船装扮成龙的样子。因为一切水族都属

龙王管辖，它们看见是龙王送来的，就一个也不敢吃了。” 

以后，人们一年一年就照着这样去做。于是就留下了端午节吃粽子，划

龙船的风俗。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端午节是哪一天？ 

A 阳历五月初五            B 农历五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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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农历八月十五            D 农历五月十五 

2.屈原是怎么死的？ 

A 病死                    B 自然死亡 

C 投江                    D 遭迫害而死 

3.屈原出现在人们的梦中时，是什么样的形象？ 

A 身上没佩戴任何装饰品    B 腰间系着一把长刀 

C 形体消瘦                D 萎靡不振 

4.粽子有什么特点？ 

A 尖角形状                B 椭圆形 

C 方形                    D 用普通叶子包饭 

5.最后人们划的船是什么样子的？ 

A 狮子的样子              B 龙的样子 

C 老虎的样子              D 豹的样子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各地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庆祝端午节。（ ） 

2.端午节被称为诗人节是为了纪念屈原。（ ） 

3.屈原非常感激人们为他做的一切。（ ） 

4.楚国的人民想到了把饭做成角黍投入江中的办法。（ ） 

5.龙王是一切水族的首领。（ ） 

三、回答问题： 

1.楚国的老百姓怎么样？ 

2.为什么米饭要做成角黍的样子投入江中？ 

3.为什么送角黍时船要装扮成龙的样子？ 

4.人们是如何称呼屈原的？ 

5.端午节时，人们用什么方式纪念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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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课文 

完璧归赵 

战国时，赵王得到了一块名贵的宝玉“和氏璧”。秦王知道了这件事，

就派使者对赵王说,自己愿意用十五座城来换“和氏璧”。 赵王想:秦王一向只

占便宜，不肯吃亏。这一次怎么这么大方?要是不答应他，怕他派兵来进攻；

要是答应他，又怕上当。他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大臣们也想不出什么好办

法来。  

蔺相如知道了这件事，对赵王说:“大王，让我带着‘和氏璧’去见秦王

吧。如果秦王不用十五座城来交换，我一定把‘和氏璧’完整地带回来。”

赵王知道蔺相如既勇敢又机智，就同意他去了。  

蔺相如到了秦国，双手把“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接过来左看右看，

非常喜爱。又传给大臣们一个一个地看，然后又交给后宫的妃子们去看。蔺

相如一个人站在旁边，等了很久，也没见秦王提割让十五座城的事情，就知

道秦王根本没有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宝玉的诚意。    

可是宝玉已经到了秦王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他想出了一个计策，走

上前去，对秦王说:“这块‘和氏璧’虽然看着挺好，可是有一点小瑕疵，让

我指给大王看。”秦王一听"和氏璧"有瑕疵，赶紧叫人把宝玉从后宫拿来交给

蔺相如,让他指出来。  

蔺相如拿着宝玉往柱子那退了几步，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当初大王差人

送信给赵王，说情愿拿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和氏璧’。没想到大王拿到宝

玉，却不提换十五座城的事情。现在宝玉在我的手里，如果大王硬要逼迫

我，我情愿把自己的脑袋和这块宝玉一块儿撞碎在这根柱子上!”说着，蔺相

如举起“和氏璧”，面对柱子，就要摔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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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本来想派人去抢，可是又怕蔺相如真的把宝玉撞碎，连忙说:“你不

要着急，我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于是叫人把地图拿来，假惺惺地指着地图说:

“从这儿到那儿，一共十五座城，都划给赵国。”蔺相如心想，秦王常常会

耍鬼把戏，可别再上他的当!于是说:“这块‘和氏璧’是天下有名的宝贝。赵

王送它到秦国来的时候，斋戒了五天，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赠送宝玉的

仪式。现在大王要接受这块宝玉，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廷上举行接受宝玉

的仪式，我这才能把宝玉献上。”秦王本不想这样做，但见蔺相如态度坚

决，只得无奈地说:“好!就这么办吧!”说完，他就派人送蔺相如到旅店去休

息。  

蔺相如拿着那块宝玉到了旅店。叫人打扮成一个买卖人的样子，把宝玉

包着藏在身上，偷偷地从小道跑回到赵国去了。至于秦王会把他怎么样，他

一点也没有考虑。  

后来秦王发觉这件事，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想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在军

事上作了准备，恐怕打不赢。最后，秦王见蔺相如机智勇敢，是位难得的人

才，也没有为难他，便放他回到赵国去了。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就叫作“完璧归赵”。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 

A 春秋               B 战国 

C 北宋               D 南宋 

2.以下哪项不属于蔺相如的性格特点 

A 机智               B 勇敢 

C 爱国               D 鲁莽 

3.蔺相如准备把宝玉撞向哪？ 

A 自己的脑袋         B 柱子 

C 秦王               D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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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蔺相如提出举行接受宝玉的形式，秦王什么态度？ 

A 高兴               B 伤心 

C 情愿               D 不情愿 

5.谁把宝玉送回赵国？ 

A 蔺相如             B 秦王 

C 蔺相如派人         D 秦王派人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秦王是一个贪婪、爱耍把戏的人。（ ） 

2.“和氏璧”上有瑕疵，所以秦王还给了蔺相如。（ ） 

3.送走“和氏璧”后，蔺相如一点也没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危。 

4.赵国根本打不过秦国。（ ） 

5.“完璧归赵”这个故事体现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 ） 

三、回答问题： 

1.秦王提出用城换“和氏璧”，为什么赵王左右为难？ 

2.秦王喜华这块宝玉么，为什么？ 

3.蔺相如想到什么办法从秦王手中拿回了宝玉？ 

4.蔺相如为什么提出让秦王戒斋，举行接受宝玉的要求？ 

5.“和氏璧”最终是如何回到了赵国？ 

 

第十二篇课文 

牧人教子 

很久以前，有个孩子很不孝顺父母，父母没有办法，只能去找他的舅舅

商量。 

舅舅是个放羊的人，他对孩子的父母说：“把外甥交给我吧，过一段时

间他就会回心转意的。”第二天，孩子的父母就把孩子送到了舅舅那里。舅

舅见了，什么话也没说，只把一个赶羊的鞭子交到了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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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一个中午，太阳像烈火一样烤着山坡，鸟儿都藏在树阴里不出

来，舅舅也把外甥带到一棵大树下乘凉，只有几只小乌鸦在头顶上不停地飞

过来飞过去，飞过去就飞过来。 

“小乌鸦不怕热吗？”外甥问。 

“怎么不怕呢？”舅舅回答。 

“那他们还忙什么呀？” 

舅舅指了指树上的乌鸦窝，里面正有一只老乌鸦，仰着头，张着嘴，由

小乌鸦一口一口喂食呢。外甥问：“大乌鸦怎么还怎么让小乌鸦喂呢？”舅

舅叹口气说：“大乌鸦老了，飞不动了，要没有这些懂事的孩子喂它，它会

饿死的呀！这就叫“乌鸦反哺”。”外甥听了，默默地低下了头。 

又有一天，外甥看见小羊羔都是跪着吃奶，感到奇怪，又问舅舅：“小

羊羔不怕累吗？” 

“怎么不怕呢？” 

“那它们怎么老是跪着吃奶呀？” 

舅舅说：“这就叫“羔羊跪乳”。它知道妈妈是用奶喂它长大，跪着吃

奶是在感激妈妈的养育恩情哪！”停了一会儿，舅舅又说:“乌鸦还知道反

哺，羊羔还知道跪乳，人难道不知道孝敬父母吗？”外甥听了，懊悔地哭

了。舅舅安慰他说：“快不要哭了！知道错了，改了就好了。快回家吧，你

的父母正惦念着你呢。”说完，就送给外甥一只羊羔，让他抱回家去。一路

上，羊羔“妈—妈—”地叫个不停，这孩子的泪水也一路掉在乱石里、草丛

里。 

从此，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 

三、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舅舅送给了外甥什么？ 

A 鞭子                   B 羊羔 

C 乌鸦                   D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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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男孩回家的路上心情怎么样？ 

A 高兴                   B 懊悔 

C 忧愁                   D 兴奋 

3.舅舅做什么工作？ 

A 教师                   B 牧人 

C 职员                   D 作家 

4.小羊羔是如何吃奶的？ 

A 站着                   B 跪着 

C 躺着                   D 侧卧着 

5.老乌鸦如何生存？ 

A 自食其力               B 由小乌鸦喂食 

C 借助其他动物的帮助     D 借助人的帮助 

六、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这个孩子很不听父母的话。（ ） 

2.舅舅狠狠地批评了外甥。（ ） 

3.小乌鸦一点也不怕热。（ ） 

4.羊羔很懂得感激羊妈妈的养育之恩。（ ） 

5.舅舅教育孩子的方式很成功。（ ） 

五、回答问题： 

1.为什么父母拿自己的孩子没办法？ 

2.舅舅采用什么方式教育这个孩子？ 

3.解释成语“乌鸦反哺”和“羔羊跪乳”。 

4.这个孩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5.这则故事给了我们哪些启迪？ 

 

第十三篇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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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的传说 

从前，海南岛上并没有五指山，那地方原来是一片平原。在这块平原

上，住着一对夫妻。他们生下五个儿子。这一家子人同住在一起，不分昼夜

地干活。当时什么工具都没有，他们把木棍、石头当做锄头、刀斧，种植野

生禾的种子。 

一天夜里，全家人在茅屋里休息，母亲和孩子都睡着了，只有父亲在想

着第二天耕种的事情。夜深了，他昏昏沉沉地正要睡去，忽然梦见一个长着

白胡子的老人站在他床前，对他说：“你们拿出力气来开辟这块肥沃的大地

吧。在你们家附近埋有一把宝锄和一把宝剑，你们就把它挖出来使用吧。只

要你把那把宝锄高高地举在头上叫一声‘挖’，这平原上的荒地便会变成良

田；只要你把那把宝剑举起来挥动一下，叫一声‘砍’，大树就会应声倒

地；要是坏人来侵犯你，你只要叫一声‘杀’，坏人就会断头落地。”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梦中的话告诉了全家大小，他们个个听了都很兴

奋，便拼命在茅屋的周围挖起来。挖呀，挖呀，一直挖到中午，大儿子忽然

“哎哟”叫了一声，从土里拿出一把黑油油的宝锄和一把发亮的宝剑。父亲

按照白胡子老头的话，高举宝剑叫了声“砍”，果然，一声巨响，许多古老

的大树都一齐倒在地上，惊得大伙发了慌。母亲又高举宝锄叫了声“挖”，

平原上果然变出了一片片良田，全家人乐得哈哈大笑。 

从此以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坏人却很眼红，想霸占他们

的土地；但是却因为他们有宝剑，都不敢来侵犯。 

很多年以后，年老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嘱咐五个儿子好好地种植这块肥

沃的土地。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合上眼睛死了。父亲死后，五个儿子遵从父

亲的遗嘱，依照母亲的话，在埋葬父亲的时候，把宝剑作为陪葬，同时埋下

土去了。 

这个消息传到坏人亚尾的耳里，他便悄悄地跑去告诉海贼，叫他们派数

百个人来，霸占了这块肥沃的土地，并且包围了母子，后来还杀死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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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尾用铁链锁着五个儿子，审问拷打了十天十夜，逼迫他们交出宝剑。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出埋宝剑的地方。亚尾发怒了，便用火烤他

们。他们流下来的泪水把平原冲成了五条溪。他们断气死去的时候，四面八

方的熊、豹、白蚁、毒蜂、恶鸟，都成群结队地奔来，把亚尾和海贼通通咬

死了，并搬来了许多泥土和大岩石，把五个儿子的尸体葬起来，堆成了五座

高高的山。 

后来，人们为了怀念这五个儿子，便把这座山叫做五子山，又因为五子

山直竖着，好像五根手指一样，人们就把它改称为五指山了。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五指山位于哪？ 

A 秦皇岛                B 海南岛 

C 葫芦岛                D 蓬莱岛 

2.白胡子老人在哪出现？ 

A 父亲的梦里            B 母亲的梦里 

C 母亲的床前            D 平原的荒地上 

3.父亲死后，什么用来陪葬？ 

A 宝锄                  B 宝剑 

C 锄头                  D 刀斧 

4.亚尾是怎么死的？ 

A 被动物咬死             B 被五个儿子打死 

C 被海贼弄死             D 被诅咒死 

5.儿子们的泪水把平原变成了什么？ 

A 溪水                   B 江水 

C 河水                   D 湖水 

七、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他们一家七口人的生活一直很不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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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父亲用宝锄把平原变成了一片片良田。（ ） 

3.五个儿子宁死不屈，一直没有说出宝剑埋在哪。（ ） 

4.父亲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后才死去。（ ） 

5.五个儿子死去的地方现在称为“五指山”。（ ） 

三、回答问题： 

1.父亲是如何得到宝锄和宝剑？ 

2.宝锄和宝剑有什么作用？ 

3.母亲是如何死的？ 

4.动物们为了死去的五个儿子做了哪些事情？ 

5.“五指山”因何而称名？ 

 

第十四篇课文 

三顾茅庐 

汉末，黄巾事起，天下大乱，曹操坐据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豫

州牧刘备听徐庶（三国时著名谋土）和司马徽（三国时著名谋士）说诸葛亮

很有学识，又有才能，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现今湖北襄阳县）

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来帮助他替国家做事。恰巧诸葛亮这天出去了，刘备只

得失望地转回去。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看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

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

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

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 

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吃了三天素，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

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此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

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地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和他俩第

三次访诸葛亮。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

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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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见到刘备有志替国家做事，而且诚恳地请他帮助，就出来全力帮

助刘备建立蜀汉皇朝。 

“三国演义”把刘备三次亲自敦请诸葛亮的这件事情，叫做“三顾茅

庐”。诸葛亮在著名的“出师表”中，也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之句。于是后世人见有人为请他所敬仰的人出来帮助

自己做事，而一连几次亲自到那人的家里去的时候，就引用这句话来形容敦

请人的渴望和诚恳的心情。也就是不耻下问，虚心求才的意思。 

四、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三顾茅庐的历史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 

A 东汉    B 西汉 

C 三国    D 春秋 

2.刘备都和谁一起去隆中请诸葛亮？ 

A 孙权和曹操    B 孙权和张飞 

C 关羽和张飞    D 曹操和关羽 

3.刘备第几次去拜访诸葛亮的时候给他留下一封信？ 

A 第一次         B 第二次 

C 第一次和第二次 D 第三次 

4.诸葛亮为什么肯帮刘备？ 

A 因为刘备是一国之首   B 因为刘备很聪明 

C 因为刘备去找了他三次 D 因为刘备为人诚恳且身怀大志 

5、诸葛亮在自己的哪篇文章中讲述了三顾茅庐这件事？ 

A 三国演义   B 出师表  

C 三国传     D 三国论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孙权是汉室的首领（  ） 

2.三国的首领分别是孙权、刘备、曹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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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备第三次去找诸葛亮的时候，他外出游玩去了。（  ） 

4.刘备是个为人诚恳并且胸怀大志的领导。（  ） 

5.诸葛亮是个有智慧，有才能的人。（  ） 

六、回答问题： 

1.刘备为什么要去求见诸葛亮？ 

2.诸葛亮的住处在哪/ 

3.起初关羽是如何看待诸葛亮的？ 

4.诸葛亮为什么肯帮助刘备？ 

5.三顾茅庐都包含哪些意思？ 

 

第十五篇课文 

白蛇传说 

白素贞原是在山野中修炼的一条小白蛇，一日小白蛇被捕蛇老人所捕

获，险遭杀身之祸，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素贞暗自起誓，此救命之恩永

志铭心，素贞经过一千七百年的修炼，终于蜕尽蛇身，得以化作人形，本欲

往峨嵋山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士指点，方忆起人间还有一段情缘未了，素

贞依照观音大士的指引，来到杭州西湖寻找前世救命恩人——许仙。 

途中遇见青蛇，两人结为主仆，青白二蛇在西湖的断桥上找到了许仙，

两人一见钟情，白素贞以身相许，与许仙结为夫妻，而小青与白素贞虽名为

主仆，却和素贞情同姐妹，婚后许仙、素贞夫妻恩爱。 

端午佳节，白素贞饮下雄黄酒，却现出原形吓死许仙，素贞救夫心切而

赶至瑶池求取仙丹，仙丹求取不成，只得硬抢，王母震怒，欲处死白素贞，

幸观音大士出手相救，救了夫妻两人。其后，许仙因为医术高明而得罪同行

三皇祖师会的成员，成员设计陷害，但都为素贞一一化解。白素贞令小青偷

盗梁王府四件宝物供出展览，梁王虽有查觉，素贞却以宝物为蛮邦贡品要胁

梁王爷，王爷自知理亏，遂令知县轻判许仙至镇江。而素贞亦怀了许仙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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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可惜好景不常，如今已成为得道高僧法海，曾经正是一千八百年前捕捉

白蛇的捕蛇老夫、六百年后被白蛇偷去仙丹的僧人。法海为一己之私，欲除

去白素贞，将许仙强留于金山寺，目地为逼白素贞触犯天条，白素贞为救夫

婿，联合小青前往金山寺要人，法海咄咄逼人，素贞忍无可忍，发动水族，

水漫金山，誓和法海一较高下，不料却使无辜镇江百姓沦为波臣，因而犯了

天条。  

事后许仙知晓素贞的身份，但俩人却是更加恩爱，许仙和素贞开设保和

堂，济世活人。但就在素贞生下孩子仕林之后，法海以昔日素贞因帮夫心

切，和小青数次偷盗库银及珍宝，而将素贞镇于雷峰塔下。许仙伤心欲绝，

将仕林交予姐姐抚养，独自前往金山寺出家，以弥补罪过，为素贞赎罪早日

出塔。  

二十年后，仕林已长大成人，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仕林便发奋图强，立

誓必救回生母白素贞， 仕林不负众望，夺得状元，祭拜于雷峰塔前，孝感动

天，素贞得以出塔，重见天日，仕林与表妹碧莲结为夫妻。而素贞、小青、

法海及许仙四人也因因果已解，功德圆满，得归天界。 

一、根据故事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 白素贞为什么要到杭州西湖？ 

A 为了修炼成仙  B 为了欣赏杭州的美景 

C 为了寻找许仙  D 为了寻找小青 

2.青白二蛇是在哪找到许仙的？ 

A  山野中  B 峨眉山 

C 西湖边上 D 西湖的断桥上 

3.许仙为什么在端午节突然死去？ 

A 因为妻子喝了雄黄酒 B 因为妻子吃了仙丹 

C 因为妻子变成了白蛇 D 因为小青吃了仙丹 

4.法海为什么将许仙留在金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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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为白素贞在六百年前偷了他的仙丹 B 因为他是补蛇老夫 

C 为了捉住白素贞     D  为了要回仙丹 

5.徐仕林是谁？ 

A 许仙姐姐的孩子   B 小青的孩子 

C 小青和许仙的孩子  D 许仙和白素贞的孩子 

二、根据故事内容，判断正误： 

1.白蛇经过一千六百年的修炼，终成人形。（  ） 

2.幸观音大士出手相救，白素贞才没被处死（  ） 

3.许仙因为医术高明而得罪其他同行并遭人陷害。（ ） 

4.事后许仙知晓素贞的身份，就独自前往金山寺出家。（  ） 

5.仕林与表妹碧莲结为夫妻。（  ） 

三、回答问题： 

1.白素贞为什么要去西湖寻找许仙？ 

2.白素贞联合小青前往金山寺要人，为什么触犯天条？ 

3.许仙知晓素贞的身份后，为什么俩人更加恩爱了？ 

4.许仙为什么独自前往金山寺出家？ 

5.白素贞最终得以出塔的原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