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悦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最悦读>>

13位ISBN编号：9787503159237

10位ISBN编号：7503159235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地图出版社

作者：《最悦读》丛书编写组 编

页数：1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悦读>>

内容概要

　　在学习的要素中，阅读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容易产生疲劳。
为了提高广大学生的阅读效率，适应新课程标准下中考、高考的要求，增强人文关怀和情感意识，扩
大知识视野，本丛书以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为支撑，用“另类文章”（篇目前有“★”号）调节阅读
节奏，在经典选文之后，适当加入“另类文章”，加入讽刺、幽默、哲理、寓言、另类奇文等具有“
新奇”元素的文章，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形成“阅读兴趣和阅读刺激”的循环，以平衡阅读心理，
实现快乐阅读和激情阅读，有效提高阅读质量。
　　我们曾在1000名中学生中进行“最悦读”与“普通阅读”的分组对比实验，结果证明，经过“另
类文章”的刺激，“最悦读”组在长时间持续阅读中，仍能保持轻松、愉悦的情绪和清晰、流畅的思
维，而“普通阅读”组随着阅读时间的延长，就会产生头晕、记忆模糊、思维迟钝的感觉。
　　阅读不仅是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心情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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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家，那屋，那风景　　今年春节，我又一次回到了可爱的故乡。
　　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回去了，母亲也老了，或许是因为长时间不见，母亲头上的白发明显是多了
，在阳光照耀下是那么的刺眼，让我不由得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院子西角落的那棵黄皮树竟然有几个人头高了，记得那是我从嘴里吐出来的果核栽培出来的，母亲曾
笑着对我说：“多少人专心致志栽种都种不活这东西，如果你这样就可以栽种出果树的话，那真的是
神话了。
”事实上我也只是几天的热情，以后的日子里都是母亲帮我照顾这果树的。
　　顺着后院那条通向外面的小路一直走，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了那棵菠萝树。
那曾经是我童年世界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树已经很大了。
站在它的下面，整棵树的树枝笼罩了你的整个世界，你抬头能看到黑压压的树叶，每到暑假的时候，
菠萝树上就结了很多大大的菠萝，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上，那也是最吸引我们这些小馋猫的地方。
　　一座老房子俨然站立在菠萝树的后面，那是我家的祖屋。
一个人站在菠萝树下，细细地看着这座仿佛被遗忘了的老房子。
我也只是听母亲说过，祖屋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建好了，连父亲也不知道祖屋
确切是哪一年建的。
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每个人路过我家的时候都会把目光投向那祖屋，离开的时候是那么的不舍，从
他们的眼神可以看出对于这祖屋他们是多么的羡慕不已。
祖屋是村中第一间用火砖砌成的房子，屋顶上的瓦也是村中房子里最密的，与其说它是一座房子，不
如说它是一群建筑。
它由几排的房子组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没有空隙的，围成了类似四合院的东西。
我爸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我家就住了偏西的那间房子。
祖父祖母住在正中的顶房，大伯家住在我家的对面。
这样八叔就没有自己单独的房子了，结婚后就与我们住在了一起。
后来姐姐和我陆续出生了，叔叔接着也做了爸爸，我们还是住在一起。
尽管那么挤，但祖父从来就没有叫叔叔搬到他那间空荡荡的大屋去住，父亲和叔叔也没有向祖父开口
的意思，在我们这辈人看来，那正中的顶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现在站在这座建筑前，看到门前青砖砌成的台阶已经破破烂烂了，有些地方还下陷了。
门前那扇大门早就不在了，那大门扣在墙上的铁片还在，黑黑的，看起来年代很久的样子。
当年在晚上保护着我安全的大门已经朽烂，那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在大门上面的墙上贴着几张红色的字符，这是母亲今年春节刚贴上去的，周围一片寂寥，大红的“福
”字红得那么耀眼。
　　我踏上破破烂烂的台阶，走进了屋子。
里面堆满了杂物。
但往往就是在这些破烂中能发现一些值得你去珍惜和怀念的东西。
　　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在屋子的中央放着一个石磨，那石磨是在还没有机器碾米之前用来把谷子
磨成米的，母亲把女人最宝贵的几年时间都花在了那上面。
在南面的窗下还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大圈椅，是祖母当年的嫁妆。
如果祖母还健在的话，应该有一百多岁了。
当年17岁的祖母，带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嫁给了16岁的祖父。
风风雨雨，两人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五十多年。
如今祖父祖母都已作古，人去楼并不空，这里还有属于他们的东西。
　　老屋里还有很多被人几乎遗忘了的东西：量米用的木制的升，酿酒的坛子，装东西的竹篮子，煤
油灯，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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