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实用9
篇)

高三教案不仅是一份教学计划，更是教师对学生学习任务和
教学方法的思考和总结。高三教案是在高考冲刺阶段，整理
总结学科知识和复习方法的重要工具。那么我们该如何制定
一份高质量的高三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三教
案范本，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一

a卷：

1.d2.a3.b4.a

5.(1)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和创立红军(2)八一
建军节(3)1928年4月，“四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军，“建奇功”是指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坚强队伍，
取得很多胜利。

b卷：

1.b2.a3.b4.b5、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c卷：

1.b2.d3.d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二

一.选择题



1.公元前209年夏，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领导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是()

a.陈胜b.吴广c.刘邦d.项羽

2.秦末农民战争中，对推翻秦朝统治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役()

a.长平之战b.巨鹿之战c.城濮之战d.马陵之战

3.秦朝灭亡的时间是

a公元前209年b公元前207年c公元前206年d公元前202年

二.论从史出

4.公元前209年，有900多贫苦农民，被征发到渔阳戍守边境。
他们走到蕲县时，遇上大雨，道路被冲毁，不能按期到达。
按照秦法，误期都要处死。他们中的两个小队长，杀死了两
个押送军官，领导大家举行起义。

阅读上面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这次起义中提出了什么口号?

(2)两位小队长是谁?

(3)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大雨，起义还会爆发吗?

(4)这一次起义有什么意义?

答案

一、1.a2.b3.b



二、(1)“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陈胜、吴广。

(3)会。

(4)中国历史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
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永远闪耀光辉。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三

也许是在题海里浸泡得太久，有些浮肿，我披星戴月而归，
脸上总是挥不去“疲倦”二字。

打开灯，书桌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把小小的房间点缀着，
格外温馨。我并不奇怪，一点也不，奶茶在每天的这个时候
都会准时出现在那儿，风雨无阻。何况此时的我正为另一件
事而烦恼。

曾经，我可以挥笔如行云流水，开卷成文。可如今，小小一篇
《母爱》却让我的思绪停滞不前，心中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可
怕的空白。

我不住地问自己，终是把头弄得胀痛无比也没有答案。招手
间，我碰到了奶茶，香气四溢的奶茶，一仰脖，奶茶倾刻入
肚，一股暖流立即自下而上升起，我浑身一颤，立扫所有烦
恼，抛之于九霄云外。母亲知道我需要的一切。

轻轻地，我听见门被开启，一回头，妈妈抱着一床被子走了
进来。棉被满是阳光的味道，似乎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
内，又升起了一轮小小的太阳。妈妈见我手握空杯，呆呆地
望着她，脸上立时漾起笑容，那是一种只有在母亲脸上才会



荡漾的微笑，叫人无法抗拒。我点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望着母亲转身出门。

就在她出门的那个瞬间，我突然灵光一闪：难道这就是母亲
的爱?但人们说母爱是伟大的，又怎会如一杯奶茶般平凡?我
追出房去，想要寻找答案，然而在看到母亲的刹那，我止住
了脚步，妈妈问“还要一杯是吗?”我笑了，终于明白母爱的
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平凡，于是那轮小小的太阳又升起在
我的心田，我的漫长旅途之上。因为我懂得了珍惜，珍惜花
花草草，平凡的奶茶之中浓浓的爱。也就此明白，爱妈妈，
我可以做到的就是珍惜。

细细一品，那杯浓浓的奶茶真的好暖……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四

我的青春屈指可数，我浪费的光阴必须要自己去承受。花式
生活可以说从现在就可以远离我了，我对它说再见，但愿它
能对我说再也不见。

一放假的我，想到的是什么，做作业?并不是而是想如何去哪
里玩。自己也太搞笑了吧，荒废了那么长的时间，还不知道
收手，就让这一切结束吧。放弃现在的`生活，也许会远离朋
友们吧，但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整天过着糜烂令人作
呕的生活。愿这一切结束，朋友皆安好。

泡台球厅、迷恋电影、唱ktv、沉迷电脑...远远不止这些，我
荒废在这方面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该停止了，应该说结束吧。
竟然为了这些，放弃了许多陪亲人的时间。奶奶，老的沧桑，
很久没去看她了，今天中午去看她的时候，心里有说不清的
酸痛。年幼的妹妹好久也未陪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叫我一
声哥哥。二弟没去上海之前多次喊我出去陪他练琴、打球、
游泳，我都一一借故拒绝了。现在呢，很想二弟，一个人在
上海的他，不知道过得是否充实。三弟不怎么董事，但我还



是会接受他，那天不该教训他的，因为自己也曾经沉迷于电
脑。外公外婆也渐渐的开始沧桑，外婆还好，要减肥了，外
公还在日夜操劳着，而我也不曾去看望他。所以，该回到从
前了。

退出那样的世界了，不会夜不归宿，每天都很晚才回家。我
会一个人，一个人的独来独往，也可以成大业。还好还好，
有相机陪伴着我，按下快门，记录下平凡的我，记录下我所
热爱的生活。

回到从前吧，远离城市的喧嚣，安宁的世界对我来说就足够
了。愿我那些最好的朋友们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珍惜我们
所现有的青春年华，只要多少年以后我们不会说遗憾就好。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五

1.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个党，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
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此语总结的是()

a.“一国两制”的构想

b.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c.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d.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1978年以后，我国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
的责任制。下列对这一政策的评述，准确的是()

a.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b.我国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变革

c.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d.是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全盘否定

3.“大包干，犬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
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农民赞扬下列哪—政策的
歌谣()

a.土地改革运动

b.“大跃进”运动

c.人民公社化运动

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4.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描述道：田福堂太痛苦了!当年搞合
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左邻右舍拢合在—起，
做梦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都散伙了。小说中描
述的“拢合在一起”和“都散伙了”分别是指()

a.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b.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c.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5.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一副对联：“三十年前分田地，
耕者有其田;三十年后又分地，耕者有其责。”“又分地”的
意义是()



a.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b.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c.纠正了““””的错误

d.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6.小云同学带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搜集了“政企分
开”“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等资料。根据这些信息，判
断他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是()

a.土地改革

b.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c.民主与法制建设

d.固有企业改革

7.我国没有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是()

a.广东

b.福建

c.海南

d.浙江

8.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
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新局面，在这一格局中，首先开放的
是()



a.经济特区

b.沿海港口城市

c.经济开放区

d.内陆大城市

9.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再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
物，并被评选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他能够获选是因为
()

a.率军挺进大别山

b.指挥淮海战役

c.领导改革开放

d.发表南方谈话

10.某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次大会
是()

a.中共一大

b.中共七大

c.十一届三中全会

d.中共十五大

1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六

1、在诵读吟咏中感受本词的语言特色。

2、体会词的意境，感悟词人所表达的深刻感受。

说明：

作者是北宋时期的太平宰相，在他的词中多以表现“闲愁”
为主题。但本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赋
予深刻的哲理，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去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
题，这和作者其它的“闲适”词有所不同。同时，词中涉及
到时间永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十分含蓄，
而这些深邃的思考对于人生阅历尚浅的中学学生来说，他们
很难有深刻的体会，故学习本文的过程中，老师指导学生加
强对本词语言的体味和欣赏，在对语言的感悟中引导学生去
不断地挖掘本词的深刻内蕴，多角度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
思想感情。

1、重点：在读读背背中感受语言清丽自然的特点。

2、难点：理解词中“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所蕴含的深邃内涵。

说明：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情中有思。而对本词中所蕴涵的丰富的思想感情，学生在
理解的过程中因认知程度即他们的知识结构、人生阅历、对
生活认识的深度等比较有限，所以在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尤其是本词所表现出的对人生、对宇宙的深邃认识时，
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在教学中应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使学生能结合自身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进一步
地去感受，在思索感受中获得不断提升感悟生活的能力，并



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朗读中体会本词的语言美、意境美。

交流导入，激发兴趣

1、在你们积累的古诗词中，你还记得哪些?能背给大家听听
吗?

2、记得李白有诗《黄鹤楼》，其中有一句是“黄鹤一去不复
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中表达了作者对世事的变迁、人
生没有永恒的感慨。那么在曾经贵为一国宰相的宴殊笔下，
会留给我们一些怎样的思考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浣溪
沙》。

1、学生交流自己积累的古诗词。

2、引导学生对《黄鹤楼》中“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
悠悠。”一句的体会，学生可自由发表见解，并由此导入对
晏殊之《浣溪沙》的学习。

1、从学生积累的古诗词入手，意在引导学生对本词学习的兴
趣。

2、由学生小学时即积累过的《黄鹤楼》中慨叹时间的茫远、
人生变化无常的诗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
悠。”导入对本词主题的理解与探讨。

朗读体会，初步感知

1、学生自由散读，结合书下注释，初步理解本词中重点词语
的含义。

2、教师范读，引导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词中所表现出的
感慨抒怀之情。

在朗读中使学生能结合自己的理解初步感知本词的字面意思。



这节课主要呈现出两个板块，即在朗诵中体会，在学生创造
性地描摹中感悟，使学生初步了解词中所表现的深邃的思想，
进而感受词本身所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该环节主要体现学
习过程中的第一个板块。

深入文本，

感悟深邃内涵

1、请学生再读本词，并请学生简单描述一下对本词的理解。

2、在诵读中引导学生对“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
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句作深入的体会，因为这几句蕴涵
深刻的哲理，内涵广泛，学生有充分想象的思维空间。

1、学生可以结合书下注释，并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来谈谈自
己的感受。

2、引导学生学会抓住关键性的句子来思考体会，但必须在结
合文本的基础上作深入地思考。

“无可奈何”、“夕阳西下”，看似凋衰消逝，但眼前的
景“花落”、“燕归”都“似曾相识”，引导学生在关键词
句的玩味中认识到作者所要传递给我们的生活哲理：一切美
好的东西都会消逝，但新的事物总是以新的面貌在不断地出
现，生活不因消逝而变得虚无。

学生在诵读中感受全词语言的圆转流利、通俗畅晓、清丽自
然的特点，同时全词所表现出的启人神智、耐人寻味的深刻
内涵的理解，可在学生结合自身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
认识中，进一步地去感受，在思索感受中获得不断提升感悟
生活的能力。

创造性的描摹



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如写、画、唱等形式)描摹词的意境，在
创造性的描摹中加深对词中所表现出的对人生、宇宙的认识。

1、学生自主思考，并采用适合自己的形式，个性化地再现自
身对本词的感受与领悟。

2、学生交流、探讨，加深对全词的认知与理解的程度。

在该阶段的活动中，融合自主、合作、交流、探究的学习方
式，并呈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身独特的认识和感受(即学
习过程中的第二个板块)，意在使学生对词中深刻内涵的深层
理解可水到渠成。

布置作业

1、网上查阅有关宴殊的资料，了解其生平。

2、自由积累宴殊的其它《浣溪沙》词作2首，读读背背，感
受词中所蕴涵的思想感情。

1、完成作业。

2、可在课外讨论交流自己对作业中两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通过网络资源、与同学的交流互动，拓展视野，增加积累，
并在自我学习中增强语文能力。

思路点拨

还可以教给学生学会对比归类的学习方法，让学会举一反三
地进行诗词的学习，比如在与作者其它词作【《浣溪沙》(小
阁重帘有燕过)】所表现的不同感情的比较中，领悟词中蕴涵
的思想情感;另外还要让学生明白诗歌的解读不是单一的，用
自己既有的生活体验去解读诗歌才是最好的学诗方式。“一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歌的解读也同样如此。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七

莲，花之仙子者也。

清晨的西湖是安静的.，莲花盛开，西湖边的祠堂与荷花相互
衬托，显得格外清新。

莲花穿着素青色的长袍，脸上红白分明，黄色的长发上面带
着一顶金色头冠。莲花在池中摇曳，有些花才刚刚张开害羞
的脸，慢慢地从池中探出头。

咦，怎么有朵火红的莲花？

一朵红莲平静的卧在荷叶上，只是还是个花芭。它的花瓣上
清楚的勾勒出了一条条细细的纹路。莲花尖上被阳光晕染出
了一层粉黄色的光晕，显得更与众不同了。

天上的乌云开始翻滚，雨打在莲花上，一片片花瓣开始掉落；
原已开过了的花，露出了一个一个莲蓬。莲蓬上有多小洞，
里面是一颗颗莲子，莲子外衣是青绿色的，还没有显出白嫩
的果实，也没有阵阵清香，莲蓬这时还是金黄色，与耀眼的
雷峰塔很搭配，但这用不了多久就会枯萎。

雨过天睛，天上出现了彩虹，寺庙祠堂的钟声也陆续响起来
了。

荷叶上的水珠开始调皮，它们围着淡绿色的叶脉转来转去，
又一不留神，蹦到了莲花上，莲花一摇一摆，和莲叶玩起
了“多来诺骨牌”，转眼之间，莲花便像被风刮乱了一般，
摇摆不定，水珠“叮叮咚咚”落到水里，像在演奏欢乐的音
乐。

天气变凉，太阳变得火红。



晚霞把天边染红了，莲花被小舟分开了，从莲花池中开辟了
一条小道。鱼儿从碧绿的水中窜出，围着花梗转。一阵阵清
凉的风吹来，带着微微的苦味儿，是采莲的人载着满船的清
香归来了。这情景在夕阳中飘动，更动人的是叮咚的水声与
莲花的舞蹈摇曳成一片。

这美丽的景象把我心中所有的愁情都吹散了。

莲，花之仙子者也。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八

(展示过春节的有关图片或视频)

师：看到这些画面，你一定不会陌生，这是什么时候的景象?

(学生一般都知道是春节的景象)

师：大家说说你们家是怎样过春节的?你过春节时心情怎样?

(两三个学生谈谈)

师：确实，说到过节，大家都很兴奋，都很激动。我们中国，
过节的习俗由来已久。在过去人们是怎样过节的，他们的心
情会和我们一样吗?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林语堂先生去感受感
受上世纪30年代他“庆祝旧历元旦”的氛围吧!(打出题目
《庆祝旧历元旦》)

请大家默读课文，思考：

1、文中的“旧历元旦”究竟是什么节日?

2、“旧历元旦”有哪些习俗?



这一环节通过学生读书，老师用两个问题引导学生整体把握
文章内容。学生读后基本上能回答：“旧历元旦”就是现在
的春节。文章写到的“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
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红色春联贴满在每家门
上”“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春联、
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橘子、清晨拜年”等等，这些
景象和我们现在的春节景象基本一样。

1、再读课文，思考全文可分为几部分?

(主要引导学生把握文章层次，理清文章思路。具体是几层不
是很重要，但通过学生的回答可以看出其是否把握文章脉络。
分两部分可以，分三部分也可以)

第一部分(1-3段):总的写过旧历新年的习俗。

第二部分(4-5段：政府及我对旧历新年的态度。

第三部分(6段-末尾)：具体记叙廿四年过旧历新年的经过。

(或者：第一部分：(1-5段)：总的写过旧历新年的习俗。

第二部分：(6段-末尾)：具体记叙廿四年过旧历新年的经过。
)

2、精读重点段落(6段-末尾)，理解作者情感。

(1)文章6段之后具体记叙廿四年过旧历新年的经过，是按什
么顺序记叙的，勾出表明顺序的标志性词语!

(2)在第5段中作者说“我在过新年时大失所望”。他真
的“失望”了吗?作者过新年的情感态度是怎样的?勾出表明
作者情感态度的词句!

(3)怎样理解作者过新年时的矛盾纠结的情感?



这一点对于学生应该是一个难点。可以分两步引导学生理解：

a.结合林语堂《纪元旦》一文理解。学生阅读《纪元旦》一
文，看看当时作者写此文时的情感。

学生可理解到是作者既想玩耍又想工作，所以内心烦躁矛盾。

——读后不难发现，课文中多次提到“科学”“理智”“守
旧”等词句，如“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
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
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不懂遵守旧历，而且还喜欢倡行十
三个月的年历，每月只有四个星期或二十八天。换句话说，
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就是这点科学的骄傲，使我
在过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似
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
虚空了。”“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由此可想，作者写此文一定有深刻的意图，那他究竟要表现
什么呢?那就要看看林语堂所处的时代吧!也许会帮助我们理
解。

b.结合时代背景理解文章的主旨。

师问：课文写于那一年?(提示学生在《纪元旦》一文中找到
写作的时间!)

写于廿四年(民国二十四)，即1935年，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
是怎样的呢?

老师介绍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
剧,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日益加强,在亡国灭种的外
患内忧催化下,中国知识界先进分子的民族和民主意识被唤醒了
(林语堂就是其中一员)。在五四运动后，即20世纪30-40年代



又发生了一个“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倡导自由、理性，
主张科学的逻辑思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求以西方文化代
替中国旧有的文化，但是新启蒙运动者则是力求辩证对待中
西方文化，他们认为，一种新的文化的出现，是综合了多种
不同的文化产生出来的。新启蒙运动是一场民族的科学的民
主主义文化运动，运动中对中西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区别对
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辩证的继承，并结合符合中国
特色的外来文化，促进了新的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它所
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
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鼓手中国文化，而拒绝西洋文化;而应
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部分摘选自
《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浅论》)

课文其实就可见到当时时代的印记：“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
除阴历新年”“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科学的理
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

了解了时代背景，那同学们觉得本文要表明什么思想呢?

(学生探讨发言)

老师总结归纳：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科学的理智
无法镇服心灵深底的荡漾，是应该做理智的动物呢，还是应
该做近情的人呢?作者在文中一直矛盾纠结，但最终理智抵制
不住节日的浓厚气氛，被周围人们的欢愉所感染而不自觉地
沉浸在愉悦之中。可见，我们的民俗文化、传统文化早已深
入人心。走进新时代，接受新思想不是要否定旧的一切文化
一切思想，尊重人们的思想情感，尊重传统文化是在20世
纪30年代处于新启蒙运动中的作者所要倡导的吧!

(5)拓展延伸

请同学们再读课文，通过作者对人们过旧历元旦的描述，探
讨春节这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学生交流后，可归纳出几点：

a.热闹喜庆;

b.寄予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愿望;

c.是生命复归的日子;

d.有着自由、民主、平等

是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
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
的生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
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影响、制约
着今天的中国人。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
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现在，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传
承我们的民俗文化的观念也越来越强，比如，每年清明节、
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国家要放假，我们的“二十四节
气”申遗成功，都表明我们国家及人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的
尊重。

3.体会本文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的特点。

师：请同学们再看课文，看看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哪几种表达
方式?作者运用有何特点?

表达方式：用了记叙、描写(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生动形象)、
抒情等表达方式。(举文中语句说明!)

特色：记叙：既有概括叙述又有细致描写;

描写：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生动形象;



抒情：作者情感的抒发多和记叙描写相结合。举具体语句分
析!如：

a.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
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
出去看电影。”

b.“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
能坚持。

c.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
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
了。

d.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
进攻。

e.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的感觉到
很愉快。

我们通过作者对过旧历元旦的习俗及自己过旧历元旦过程中
的矛盾复杂的心情的描述，感受到了新春佳节浓浓的节日气
氛，看到了中国传统习俗及传统文化的魅力，懂得了应该尊
重并传承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

八年级语文第三单元教案篇九

高楼一个接一个拔地而起，上海正日益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我记得我的父母提到了前上海，那是一个非常活泼和谐的城
市。它将回到上海的老街时代

那时，上海到处都可以听到哭喊声。栀子花，白兰...”“修
理雨伞......”现在，这些都成了老上海胡同的象征。以前



的每个晚上，每个人都搬出他们的藤椅和长凳，坐在门口享
受凉爽的空气。就这样，每个人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挤满了
小巷。祖父母和祖母聚在一起喝茶下棋，母亲和父亲聚在一
起谈论家庭事务，孩子们聚在一起玩一些我们现在甚至不能
提及的游戏。这是一个快乐的场景。

我还听到父母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吃饭时要跑几次。每
次吃饭时，孩子们都端着饭碗回家，去雇主那里买蔬菜，去
贾茜买肉。不一会儿，饭碗上的菜堆得像丰收的小山。

邻居过去常常互相帮助。下雨时，你帮助邻居收集被子和衣
服，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衣服被弄湿了。当我看到邻居的门脏
了，我也会帮忙打扫。

现在，这些和谐的场景被一扇又一扇坚固的安全门隔开。人
们相信“如果你在自己家门前扫雪，不要担心别人的.瓷砖会
结霜”的原则，变得不再相信任何人，处处提防别人，以免
别人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消失的风景和谐的老上海胡同在哪
里？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以前这座城市的风
景怎么样？这些城市前的景色已经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旧上海胡同将从人
们的记忆中彻底抹去。

这些上海老街小巷的风景真的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