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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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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提示

1.理解文中的基本概念。自然科学类的文章,总是要运用科学概

念。而文中基本概念的含义,就是文中的重要信息。在具体的文章

中,基本概念的含义有时是用下定义的形式来集中表述的,有时是

分散表述的。如果是前者,理解基本概念就是对有关句子的理解;

如果属后者,就需要有一个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提取、整合的过

程。

2.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这里所谓“重要句子”主要是从表
达的内容上说的,是指突出体现文章的主要内容、含意比较丰富的

句子。与理解文学作品重要句子不同的是,它着重考查对句子表达

内容的理解、分析,较少涉及表达技巧。

3.筛选并整合文中的重要信息。文中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来传达

的,辨别语言信息,要读懂语句本身的意思。在此基础上,或需要抽

象概括,或需要排除干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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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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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建筑作为建

设的重要内容,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如果城市建设千篇一律,难

免单调,也缺乏一定的文化内涵,如何设计、布局、建造城市,成为

一个新的难题。

1962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5篇文章,总题为“拙
匠随笔”,他从各个角度对建筑这门学科进行介绍,希望普及一些知
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建筑之美,懂得保护古代建筑,懂得设计建造新

建筑必须遵循基本的审美和实用规律。同时,作者对当时建筑中存

在的问题也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

就是其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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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1.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中国现代建
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曾主持“人民英
雄纪念碑”等重要建筑设计。其著作有《梁思成文
集》。

2.通感:又叫“移觉”,就是在描述客观事物时,用形象的语言使感觉
转移,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沟通、

交错,彼此挪移转换,将本来表示甲感觉的词语移用来表示乙感觉,

使意象更为活泼、新奇的一种修辞手法。如朱自清《荷塘月色》

里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但在本文中“通感”一词的内涵与上述情况不同,它是指不同艺术门
类之间相通的艺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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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1.注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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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2.写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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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3.解词义

(1)千篇一律:诗文公式化,泛指事物只有一种形式,毫无变化。本

文中指的是艺术创作中的重复。

(2)万变不离其宗:形式上变化很多,本质上还是没有变化。

(3)引人入胜:引人进入佳境(指风景或作品等)。

(4)惨淡经营:①下笔之前竭力劳神构思。②苦心谋划、经营。

(5)眼花缭乱:眼睛看见复杂纷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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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4.辨近义

(1)熟悉　熟习

辨析:二者都有“不陌生”的意思。“熟悉”,知道得清楚,其对象可
以是具体的人或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理;“熟习”,学习得很熟练
或了解得很深刻,常用于某种技术或学问等。

例句:①在中国青藏高原的另一侧,“居住”着一位熟悉的邻居——
印度。

②取得文凭后,他继续潜心研究电厂各类技术,进一步熟习电厂

的机组特点、设备状态和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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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2)悠然自得　泰然自若

辨析:二者都形容不慌张、不紧张的神情。“悠然自得”,形容悠闲、
舒适、不紧张的神情,多指平常的悠闲情态;“泰然自若”,形容镇定、
毫不在意的样子,多指非常情况下或面对非常事件所采取的态度。

例句:①在这座浪漫之城,人们可以在海岛上悠然自得地享受海

天一色的美景。

②有的人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泰然自若地面对各种刁难

和不如意,在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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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篇自主预习

背景助读 相关链接 知识梳理

(3)荒谬绝伦　荒诞不经

辨析:二者都有“荒唐、不可信”的意思。“荒谬绝伦”,指没有比这
更荒唐更不合情理的了,偏重在超出同类,语意较重;“荒诞不经”,指
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偏重在不合理,语意较轻。

例句:①他在现场发表了一段荒谬绝伦的言论后,见无人回应,只

好灰溜溜地走了。

②这部话剧荒诞不经、意外重重,被各种欲望、幻觉、废话所充

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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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篇探究学习

问题导思 多维探究 文脉图解 技法赏鉴

【目标一】 理清课文层次结构,概括各部分内容

1.课文第一到七段讲了哪些内容?与文章的主要内容各有什么关

系?

提示:第一段是全文的总纲,谈的是在有“持续性”的艺术作品中,
重复与变化缺一不可。第二至七段是说作为有持续性的艺术创作,

音乐、舞蹈和绘画都是重复和变化的统一。第二、三段说音乐,第

四段说舞蹈,第五、六、七段说绘画。音乐是一种时间持续的艺术

,音乐的重复是指它的主题,变化是指它的变奏,作者以舒伯特的

《鳟鱼五重奏》为例加以说明。舞蹈多是时间与空间综合持续的

艺术,几乎所有的舞蹈都在变化中有重复,这种重复就是指动作的

重复。绘画中的手卷也多是时空综合持续的艺术,都有重复和变化

的统一,作者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李公麟的《放牧图》为

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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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篇探究学习

2.文章第八至十四段谈重复与变化统一的审美原则在建筑上的

体现,作者提到的建筑各有怎样的特点?请从文中找出来并加以概

括。

提示:

问题导思 多维探究 文脉图解 技法赏鉴



-16-

课堂篇探究学习

问题导思 多维探究 文脉图解 技法赏鉴

3.全文结构体现了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的艺术原则,请加以分析。

提示:音乐、舞台艺术、绘画、建筑,变化着的是不同艺术独特

的表现方式,相同的是相通的艺术规律;一项项、一节节按顺序说

来,结构稳重、朴实,却通过一次次重复强调了在“千变万化”的艺术
创造中“千篇一律”的艺术规律。
4.本文脉络清楚,原因之一是多处采用了段首概括的方法。请举

出三处段首概括的例子。

提示:(1)音乐就是一种时间持续的艺术创作。(2)舞台上的艺术

大多是时间与空间的综合持续。(3)宋朝名画家李公麟在他的《放

牧图》中对于重复性的运用就更加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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