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的语言（第一课时）
》



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

                        ——吴融《金桥感事》

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

                     ——钱起《赠阙下裴舍人》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了解作者

竺可桢，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中国物候学的创始
人，中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建立观测站后，带头撰写物候学专著，普及物候知识。

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提出“学生毕业后工作，不求地位之
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之辽远和困苦”，以自己学问
和技术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



布置任务

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科学素养，于近期举办科

技周活动。你所在的班级承担介绍物候学的任务，现

在班委向同学们征集讲解词。



完成任务的步骤



完成任务的步骤

（一）读文章，勾画中心句等关键信息，确定讲解主题。

（二）细读文章相关内容，勾画关键词句，确定讲解的
具

      体内容。

（三）梳理文章段落间、段落内语句间的关系，确定讲
解

      主题和内容的顺序。

（四）斟酌语言，撰写讲解词。



完成任务——确定主题

通读全文，勾画出各段中心句、过渡句、引出下

文的疑问句，确定主题。



确定主题一



确定主题一

第1段：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

       复始。

第2段：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第3段：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

       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
， 

   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



确定主题一

第1段：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

       复始。

第2段：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第3段：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

       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
， 

   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

主题一：什么是物候和物候学



确定主题二



确定主题二

第6段：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

第7段：首先是纬度。

第8段：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

第9段：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

第10段：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



确定主题二

第6段：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

第7段：首先是纬度。

第8段：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

第9段：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

第10段：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

主题二：决定物候来临的因素



确定主题三



确定主题三

   第4段：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
子。

第5段：例子。

第11段：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
日期。

        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12段：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
言，

        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确定主题三

   第4段：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
子。

第5段：例子。

第11段：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
日期。

        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12段：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
言，

        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主题三：研究物候学的意义



总结——确定主题

主题一：什么是物候和物候学

主题二：决定物候来临的因素

主题三：研究物候学的意义

方法：勾画出各段中心句、过渡句、引出下文

的

      疑问句



确定内容——主题一



确定内容——主题一

①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
草木萌发……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
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
了秋天，果实成熟……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
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
如是，周而复始。



确定内容——主题一

①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
草木萌发……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
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
了秋天，果实成熟……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
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
如是，周而复始。

内容：年年四季更替，景物变化，周而复始。



确定内容——主题一

②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
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
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
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
阿婆，割麦插禾。” 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
是大自然的语言。



确定内容——主题一

②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
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
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
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
麦插禾。” 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
语言。

内容：花香鸟语，草长莺飞等自然现象有特定的意义，是
大自然的语言。



确定内容——主题一

③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
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
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
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



确定内容——主题一

③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
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
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
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

内容：自然现象就是物候，物候学记录动植物随着时节
推移的气候变化，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
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



主题一示例：什么是物候呢？这个大家不熟悉的科学知识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春天，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夏天，燕子
翩然归来，布谷鸟也叫起来了。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自然现象，
而这些现象仿佛大自然在跟我们对话，杏花开了，好像大自然
在传语要赶快耕地。这些有特定意义的自然现象就是物候，研
究物候的科学就是物候学。它记录动植物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
变化，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
的影响。



主题一方法总结

       讲解词

读懂内容是关键。

介绍新概念要从熟
悉的事物入手。

读懂内容

中心句+关键词

中心句中有代词时，细
读语段，找到具体指代内容。



确定内容——主题二



确定内容——主题二

⑦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
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
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
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



确定内容——主题二

⑦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
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
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
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

内容：纬度决定物候现象来临，越往北物候现象来临越
晚，物候现象南北差异日数因季节差别而不同。



确定内容——主题二

⑧⑧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凡是近海的地
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所以沿海沿海
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如…………又如又如…………



确定内容——主题二

⑧⑧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凡是近海的地
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所以沿海沿海
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如…………又如又如…………

内容：内容：经度的差异影响物候现象来临，沿海地区物候现经度的差异影响物候现象来临，沿海地区物候现
象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象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



确定内容——主题二

⑨⑨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植物的抽青、
开花等物候现象在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而到秋天秋天乔木的乔木的
落叶则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特殊的情
况况。。例如例如……      ……      



确定内容——主题二

⑨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
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
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
况。例如……      

内容：高下的差异影响物候来临，一般春夏越往高越迟，
秋天越往高越早，要考虑特殊情况。



确定内容——主题二

⑩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
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十年平均的
春初七种乔木油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
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
九天。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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