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东方中考小 Z 杨老师每日一题之说明文

说明文阅读四篇及答案汇总

【考试要求】

阅读一般说明文，能捕捉重要信息，指出说明对象的特征，概括说明的中心, 理解说明

的顺序；理解常见的说明方法（如下定义、打比方、分类别、举例子、作比较、列数字、用

图表等）及其表达作用，理解说明性语言平实、简明、准确的特点；阅读科技作品，能领会

作品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

说明文阅读答题技巧

说明文主要考查考生从文中准确获取信息的能力，设题主要围绕准确认读、准确理解、

准确筛选来考虑。解题的程序，有句顺口溜：“先读原文通大意，再读题做标记，找出范围

对应句，比较选项看差异。”

先读原文，完成 3 个任务：(1)了解文章大意，即说明的对象，各段之间的联系，作者

的见解及相关材料。(2)给段落标上序号。(3)给重要句子和关键词语做上记号。其次，读题

很重要，要给重要词语做上标记。第三，找出答题的范围和对应句是答题的实质性阶段。一

般来说，答案的检索区间应在命题点的附近。

一、、说明文的类型：事物、事理说明文（从内容角度，根据说明的对象和目的）。

事物说明文一般标题就是说明的对象；事理说明文找准开头结尾的总结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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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说明对象是一篇文章所要介绍的事物或事理，一般是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可以从

两个方面入手：一看文题二看首尾段。事物说明文指出被说明事物即可。事理说明文指出说

明内容，形成一个短语：介绍了……的……(对象加内容) 。

二、说明文的语言：平实、生动说明文（语言表达角度） 。

三、说明文基本知识

1、概念：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用来介绍或解释事物的状态、性质、

构造、功用、制作方法、发展过程以及内在事理的一种实用文体。

2、与其它文体的区别：

议论文以理服人，哲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

记叙文以情感人，形象性是它的主要特点；

说明文以知授人，知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

3、说明文的类型：事物说明文、事理说明文（从内容角度，根据说明的对象和目的）。

四、说明对象：指文章说明的主要人或事物（一般不必答人或事物的特点）。

事物说明文一般标题就是说明的对象；

事理说明文找准开头结尾的总结句。

答题技法：其一，要看懂题目，不少说明文题目本身就表示说明对象，如《中国石拱桥》、

《苏州园林》等。其二，抓住首括句和中心句。说明文往往需要运用首括句和中心句来提示

说明重点，包括说明事物的特征。反之，如果需要为说明文的语段加一个标题，也可以用说

明对象作为标题。因为说明对象是一篇文章所要介绍的事物或事理，一般是一个名词或名词

短语，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看文题二看首尾段。事物说明文指出被说明事物即可。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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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指出说明内容，形成一个短语：介绍了……的……(对象加内容) 。例：《看云识天气》

介绍云和天气的关系及怎样看云识天气。

五、说明方法：

1、常见的说明方法有：

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引用、打比方、分类别、下定义、画图表。

2、常见说明方法的作用：

①举例子：通过列举……的事例，具体明确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

②列数字：具体而准确地说明该事物的××特点，使说明更有说服力。

③打比方：把……比作……，生动形象地说明该事物的××特点，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

④作比较：将……和……加以比较，突出强调了被说明对象的××特点（地位、影响等）。

⑤引用：

A 通过引用具体的数据，准确地说明该事物的××特点，使说明的内容更具体、更有说

服力。

B、通过引用名言（格言、谚语），说明了该事物××特点，使说明更有说服力。

C、通过引用神话传说（新闻报道、谜语、轶事趣闻等），说明了该事物××特点，增

强说明的趣味性。

D、引用说明在文章开头，还起到引出说明对象的作用。

⑥、分类别：条理清楚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分门别类加以

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

⑦．画图表：使读者一目了然，直观形象地说明的事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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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下定义：用简明科学的语言对说明的对象/科学事理加以揭示，从而更科学、更本

质、更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特征/事理。

六、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1、时间顺序：说明事物发展、演变，一般都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例如介绍工作程序的

文章，

2、空间顺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外到内，前到后，左到右，整体到局部（建筑物

布局），一般都有常用方位词。例如介绍建筑物或实体。

3、逻辑顺序：主——次、原因——结果、现象——本质、特征——用途、一般——

个别、概括——具体、整体——局部等，常用表因果、表事理顺序的词，如“因为、所以”

“首先、其次”。

4、说明建筑物、景点等通常按照空间顺序说明。

介绍事物各阶段的特点或制作过程时，往往采用时间顺序。介绍抽象事理时，则往往需

要采用逻辑顺序。

5、近几年说明文选段多为科技类说明文，此类说明文一般是事理说明文居多，故多用

逻辑顺序。

七说明文的结构

常见的形式有：“总—分”式（或由总到分，或由分到总，或总分总）、并列式、递

进式等。分析文章结构，抓中心句及连接词，如“首先”“其次”“还”“也”“此外”等

词语

八、中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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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位置开头或结尾，有时在句中。判断多为概括性较强的句子。叙述句、描写句、

阐释句、疑问句一般不宜作中心句。（其他文体文章也如此）

概括文段的中心句对策：（1）思考该段说明的内容，不仅要注意主要的，还要注意次

要的。（2）紧扣表秩序的词语，如“首先”“其次”“还有”等词语，参照上下段落的中

心句的句式进行概括。

九、 说明文的语言品析

1、对整篇文章语言的品析，一般从二个角度谈：A、准确形象生动；B、准确简明平实。

准确是一般说明文的共同特点。形象生动、简明平实是针对不同语言风格的角度谈。做

这种评析整篇文章语言特点的题目，一定要结合文章具体内容谈，比如可以选择一句话为例

子。

规范性的答题格式如下：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说明文准确、生动形象（简明平实）的

特点，如“……”一句，就准确、生动形象（简明平实）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事

理）。

2、字词作用有以下考查形式：

类型 1：加点字词有何作用？抓住说明文语言准确这一特点答题。

答：准确、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事理）。

类型 2：能否替换为另一个词语？并说明理由。

对策：答：（1）不可以。（2）原词的意思或内容。

（3）所换词语的意思或内容。（4）换了后意思有何改变，与不符合实际。

类型 3：限制性词语能否删去？

对策：答：（1）表态（删还是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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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性。如：“比较”“几乎”“相当”等词表程度修辞；“大约”“可能”“左

右”等表估计，“多”“有余”等表数量。

（3）若删去，原来什么样的意思就变成了什么样的意思了，不符合实际，太绝对了。

（4）xx 词体现了语言的准确性、周密性、科学性。

类型 3：限制性词语能否删去？

答：（1）表态（删还是不删）。

（2）定性。如：“比较”“几乎”“相当”等词表程度修辞；“大约”“可能”“左

右”等表估计，“多”“有余”等表数量。

（3）若删去，原来什么样的意思就变成了什么样的意思了，不符合实际，太绝对了。

（4）xx 词体现了语言的准确性、周密性、科学性。

类型 4、从文章中找出一个能体现说明文语言“准确”特点的词句，并体会。

类型 5：指代——“这些条件”、“这种现象”“同样道理”等在文中具体指代什么。

对策：一般指的就是代词前面的那句话，找最近的一句话。有时要注意可能不是整句话，

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十、说明文写法分析

1、结合说明方法谈

规范性的答题模式如下：这篇文章主要运用了……的说明方法，说明了……（内容：事

物特征或事理），使说明……（作用：参考前面说明方法，明确其作用）

2、结合修辞手法谈

规范性的答题模式如下：这是一篇生动的说明文，大量地使用了各种修辞手法，说明

了……（内容），使文章的说明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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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表达方式谈

答题的规范性格式如下：这篇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除了说明外，还有……（从

“记叙、描写、说明、议论”根据内容选择），如……（具体举例），就是……（表达方式）

的运用，使说明更具体形象/充满感情。

十一、说明语段的作用

这种题目答题的角度：

（结构、内容作用：引出下文、承上启下、总结全文/前文。

有时在文章在开头，还起着引出说明对象/说明事理的作用。

十二、说明文阅读常见题型及答题技巧如下：

题型一：分析说明文的句子作用

这种题型的特点是：在文中抽出一个句子或一个文段，要求分析这个句子或文段在全文

结构上的作用。这种题型解法很简单：首先判断句子或文段是在文首、文中、还是文末；然

后再按如下规律答题即可。一般情况下，句子或文段在文中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作用：在文

首，作用多是统领全文、总起全文或引出下文；在文中，作用多是承上启下；在文末，作用

多是总结全文。

题型二：提出说明文说明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种题型的特点是：开放性强，要求针对文中所说明的某种现象或某个问题，提出合理

的解决办法或应对措施。命题的形式通常有：

①应如何正确看待或防范“……”﹖请你略作分析。

②从上文对“……”的说明中，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③针对文中所提到的“……”问题，请你提出几条合理的建议。

解答这种题型的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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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原文中寻找答案。作者有时会在文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我们可以直

接摘录这些句子答题。

（２）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去提建议。在说明文中，一般情况下都会对所说明的某种现

象或某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针对这些原因去提建议会更加准确、快捷。

（３）依照常识回答。我们依据所掌握的常识回答就可以了。

题型三：段落语句顺序：为什么不能调换段落顺序？

不能调换：原文采用由……到……的顺序介绍事物，调换后不合逻辑。

《向沙漠进军》5、6 段照应上文游击战、阵地战顺序。

题型四、段意概括：

句式：说明了……介绍了……

方法：找中心句；结合本段说明特征概括，摘要联合，结合标点，尤其注意分号，认真

提炼。

题型五、“这样”的指代义：指代上文距其最近的一句或几句内容。

【专项训练】

（一）

①你见过一个能炒一盘菜的巨型青椒吗?你尝过长 1 米、重 1500 克的特大黄瓜吗？你

听说过一亩地能产一吨优质稻谷吗？这些农作物并非神话而是事实，它们的种子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即经过太空之旅后而变得神奇无比。到太空中去培育更多更好的良种成为人类的

新希望。空间生物学的发展为人类的这一希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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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太空，物体的重量只有地面的百万分之一，被称为微重力状态，生物极易发生遗传

变异，对细胞、蛋白质、微生物的培养十分有利。太空还剥去了大气层的“外衣”，太阳光

辐射比地面强得多，宇宙高能重粒子极其丰富，将使种子、微生物等细胞中的遗传密码发生

有益突变，产生新物种。另外太空环境近似真空，没有污染。专家们认为，看不见、摸不着、

甚至感觉不到的这些环境条件，为发展新材料、新物种、新医药等提供了理想的实验场所和

生产基地。在太空环境里，生物的变异和进化要比地面快成千上万倍。

③率先提出空间植物和微生物变异理论的美、俄科学家，多年来却与航天育种这一领域

失之交臂，捷足先登的是“太空俱乐部”的后来者——中国。

④我国返回式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发射成功，为空间育种和生物学科研提供了契机。早在

1986 年，王大珩教授就提出运用航天搭载进行生物科学研究的建议。1987 年我国首次利

用卫星进行了植物种子和微生物材料的搭载试验，它拉开了我国航天育种研究的序幕。

⑤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在 9 颗卫星和两艘宇宙飞船上搭载了 500 多种植物、微生物等，

培育出一批生物新品种、新品系、新种源。我国的空间育种成果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美、俄、

保加利亚等国科学家们纷纷表示了要求合作的愿望。

⑥1996 年 10 月，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精选处理的杂交水稻种子被放入返

回式卫星，在太空中“修炼”了 15 天后返回地球。这些种子在海南繁育基地种植了 44987

株。经实验分析发现，一些水稻发生了高频率的变异，个别植株的性状分离变异率高达 12％，

比用射线辐射变异率高 100 倍，比自然变异率高数万倍。如今这批航天水稻已经进入第六

代，形成了新品种，单季亩产达到 800 公斤。

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空间育种的总种植面积已超过 100 万亩。

1、本文的说明对象是

2、第⑵段加点的“这些环境条件”具体指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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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3、请用简明的语言概括⑷至⑺段的主要内容。(不超过 15 个字)

4、文章开头划线句子如果去掉，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

答：

（二）“空气长寿素”——负氧离子

⑴每当我们来到原野、漫步海边或走进森林的时候，总感到那里的空气特别的新鲜，浑

身充满了轻松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些地方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长寿素”

——负氧离子。

⑵负氧离子是一种带电的颗粒。早在一百多年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了空气带电现象。空

气之所以带电，就是因为其中含有负氧离子。那么负氧离子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知道，

大气中时常发生高压放电现象——闪电，就在闪电发生的瞬间，其周围的空气即被电离，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负氧离子。

⑶研究表明，树木、花卉释放出的芳香挥发物质具有增加负氧离子的功能。此外，喷泉

本身就是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甚至海里的浪花、喷花的淋浴头也都会产生负氧离子。这就

是原野、海边、森林里的负氧离子格外多的原因。

⑷负氧离子在空气中不会无限增多，也不会长期停留，而是不断产生、不断消亡。据测

定，北京北海公园每立方厘米的空气中含有负氧离子 800 多个，而在行人拥挤的王府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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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仅 200 个左右。负氧离子惧怕灰尘、细菌、病毒，一旦碰到这些小的颗粒，就会发生电

荷的传递，致使灰尘和细菌的颗粒变大，当空气托不住它们时便降至地面。这就是负氧离子

多的地方有毒颗粒少、空气格外清新的原因。

⑸负氧离子对人的健康非常有益。它不仅能使空气清新，还可以灭菌、除尘、治病。当

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很高时，能抑制多种病菌的繁殖，降低血压，消除疲劳，促进肌体的新

陈代谢，调节和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称负氧离子为“空气长寿素”。

⑹据最新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报道，世界上三个有名的“长寿村”——巴基斯坦

东部的芬扎、厄瓜多尔南部的毕路卡其巴以及前苏联高加索的一个村庄，仅百岁以上的寿星

就有数百人。这三个长寿村皆是群山环抱、绿树成荫，负氧离子浓度很高。

⑺懂得了负氧离子的有关知识，我们就要在工作、学习之余经常到郊外、海边去放松放

松，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本文从 、消亡、 三个方面介绍负氧离子的知识。

2、.第⑶段中加点的“研究表明”能否去掉，为什么？

答：

3、第⑷段中画线的句子运用了 和 的说明方法。

4、第⑹段举三个“长寿村”的例子，具体说明了什么？

答：

5、要增加我们校园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可采取哪些措施？（应不少于两项，措施

合理均可）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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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纹——未来的万能钥匙

⑴世界上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虽然唇纹、眼睛里的虹膜视网膜也人人不同，但

指纹识别是生物识别技术中最常用最方便的一种。

⑵指纹识别技术其实分警用和民用两大类，思路是很不同的。派出所里给犯罪嫌疑

人录指纹，不但要十个指头都录，而且都要旋转 180 度，因为犯罪现场找的指纹往往只是

残缺不全的小片，所以指纹算法上用残缺指纹在指纹库里找嫌疑人，往往会找到很多个“可

能是”的结果，需要专家一一比对排除。民用指纹则不然，录指纹只录一个或两个平面指纹

用于身份识别，用的时候也要求完整无缺的平面指纹，算法比对只有“是”或“不是”两种

结果。但民用指纹库也可以为刑侦破案服务，比如广州市外来人口指纹库就为抓通缉犯作了

不少贡献，有的还是在广州隐藏了几年的重案犯呢，改了名字改了相貌却改不了指纹。

⑶指纹识别技术最核心的是算法，通过分析指纹的全局特征或局部特征，如脊、谷

和终点、分叉点或分歧点，就可以从特征值中非常可靠地确认一个人的身份。指纹虽然从出

生到老不变，但小时候的成长发育会使指纹变长，中年发福会使指纹变宽，所以指纹算法是

一种高难度的技术。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指纹算法，在处理指纹变形等方面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国一公司前不久还花了十万美元购买了该算法的使用权呢。

⑷指纹识别的另一关键技术是指纹图像采集技术。以前基本上用光学技术，即用一

个光源从棱镜反射按在一个取像头的手指，光线照亮指纹从而采集到指纹。现在越来越多采

用的是电容方式的半导体技术，按压到采集头上的手指的脊和谷，在手指表皮和芯皮之间产

生不同的电容，芯片通过测量空间中的不同电容场得到完整的指纹。

⑸第二种方式也叫“活体指纹”，采集时你把手指头涂黑了也一样可以取到清晰的

指纹，但只能手和身体连着才有生物电流，否则就无法采集到。前不久西安天气很冷，某单

位装了这样的指纹系统做考勤，有个女员工骑单车上班，结果指纹仪不认她那“冰冷的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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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用温水洗了洗手再来，指纹仪就认得她了，别人都笑她被冻得不是“活体”了。这种采

集技术的设备比光学方式小了几十倍，甚至可以做进你的手机里，使用很方便。

⑹现代人身上现金少了，因为信用卡得到了广泛应用。信用卡是采用密码和签名方

式确认身份的，每年犯罪分子窃取信用卡号和密码造成卡主的损失非常惊人。现在指纹技术

成了电子商务的“金钥匙”，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最近开始为一些用户提供指纹识别服

务，一些美国的国际贸易公司也正在积极试用指纹识别软件进行交易身份确认，国内也有银

行等部门在积极试用。

⑺好好保护你的手指吧，你的指纹在未来社会用途将越来越广泛。

1、本文的说明对象是什么？说明的中心是什么？

说明对象： ；说明的中心：

2、第⑵节主要运用了 、 和 的说明方法。

3、根据第⑶⑷两节提供的信息，选出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 ）

A、指纹算法是通过分析指纹的全局特征或局部特征，来确认人的身份的一种指纹识别

技术。

B、因为成长发育会使人的指纹完全改变，所以用指纹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不一定可靠。

C、指纹图像采集可以采用光学技术，也可以采用半导体技术。

D、算法和图像采集技术都是指纹识别的关键技术。

4、联系上下文说说“活体指纹”是怎样采集的。（摘引原文回答）

答：

5、指出第⑸节中别人调侃她“被冻得不是‘活体’”的言外之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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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你根据文章内容，展开合理想像，从“日常起居”、“经济生活”、“社会活动”

等方面，设想指纹在未来社会中有哪些用途。（试举三例，表述要简洁、清楚、完整）

①

②

③

（四）昆虫与音乐

无论是在深深的幽谷，还是花木掩映的河边；无论是瓜棚连着豆架的茅舍，还是窗明几

净的校园，处处可闻虫鸣。蝉的歌声嘹亮，蟋蟀叫声悠扬，螽斯嗓音清脆，蝗虫声音深沉，

蜜蜂飞响热烈，使人感到欢欣！

温煦的春，炎热的夏，凉爽的秋，不知疲倦的昆虫歌手们总是在廉价地演奏。甚至在那

寂静的寒冬，在室内，尤其是在厨房里你也会偶尔欣赏到灶蟋动听的歌声。其实很多昆虫都

能歌唱。据不完全统计，发音昆虫有 16 目之多。有人曾经灌有一盘名为《昆虫》的音乐磁

带，听着其作品，自然地便把人融入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笔下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

长的草地上，“闭着眼睛，听那个看不见的乐队合奏”的情景：“一道阳光底下，一群飞虫

绕着清香的柏树发狂似地打转，嗡嗡的苍蝇奏着军乐，黄蜂的声音像大风琴，大队的野蜜蜂

好比在树林上飘过的钟声……”昆虫的歌，如果加以放大，那就更有意思了。有的似马嘶，

有的像鸟鸣，有的如风吹，有的又像……北京农业大学杨集昆教授那里有一盒飞虱发音的磁

带，若把它们用声音分析摄像仪转变成波形图，则可以进行昆虫的分类。

昆虫不仅自身产生音乐，而且也使无数艺术家得到创作灵感。关于昆虫的词牌名有“蝶

恋花”，曲牌名则有“扑灯蛾”、“粉蝶儿”等。关于昆虫的曲子有：笛曲《花香蜂舞》，

又名《一架蜂》、《一江风》，原传于山东菏泽地区，旋律优美，节奏富于跳动，再现了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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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采花飞舞的神态，此曲灌有唱片；唢呐曲《蜜蜂过江》，流行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旋

律中较多地运用了四度、九度以至十二度的音程大跳，加上锣鼓伴奏，显得格外热烈欢快，

当然也被录成了唱片；琴曲《神化引》，又名《蝴蝶游》，意与《庄周梦蝶》相同，常作为

其引序。戏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名《双蝴蝶》）的结尾以男女主人公化为一对蝴

蝶作为忠贞爱情的象征。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故事写成的一曲《梁祝》，感动了全

世界不知多少人。其中“化蝶”一段的旋律更是优美动听，感人肺腑。

1、本文主要从哪两个方面介绍了昆虫与音乐的关系？

答：

2、本文语言生动形象，但仍不失准确科学。请从文中找出一例，分析它如何体现了说

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答：

3、文中引用了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描写克利斯朵夫躺在草地上听昆虫声音的一

段话，有什么说明作用？

答：

4、昆虫的声音使无数艺术家得到创作灵感，除了文中所举的例子外，请你你再举两例。

（音乐、文学均可，要求写出作品名称及主要内容或特点。）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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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阅读答案

（一）1、太空育种（航天育种） 2、①在太空，

物体处于微动力状态；②太阳光辐射比地面强得多，

宇宙高能重粒子极其丰富；③太空环境近似真空，没

有污染。（各点顺序可以变化，意思对即可） 3、我

国空间育种研究的成果。 4、加点部分去掉后，就不

能形象生动地说明空间育种后的农作物的神奇，不能

激发读者的兴趣。（意思对即可）

（二）1、产生(形成)，作用。 2、不能去掉，

因为“研究表明”用在这里表明了下文所说明的内容

并不是主观猜测，而是通过研究得到的结论，是科学

可信的。（意思对即可） 3、列数据，作比较。 4、

负氧离子对人的健康长寿非常有益。 5、栽花种树、

修建喷泉、添置负氧离子发生器等。（应不少于两项，

措施合理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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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指纹；指纹的采集、识别及运用。（说

到采集、识别或指纹识别及运用即可） 2、分类别、

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写出任意三种即可） 3、

Ｂ。 4、采用电容方式的半导体技术，按压到采集头

上的手指的脊和谷，在手指表皮和芯皮之间产生不同

的电容，芯片通过测量空间中的不同电容场得到完整

的指纹。 5、指纹仪已无法采集到她的指纹了。6、

答案示例：①用指纹指令开门 ②利用指纹密码划卡消

费 ③利用指纹密码设计个人专用手机（只要有道理

就可以）

（四）1、昆虫自身能产生音乐；昆虫使无数艺

术家得到灵感，创作出音乐作品。 2、答案示例：“据

不完全统计，发音昆虫有 16 目之多。”这句话中的

“不完全”一词用得非常准确。昆虫种类繁多，即使

是最全面的调查统计，也不可能没有遗漏，因此用上

“不完全”一词就显得更客观，更科学，体现了说明

文语言的准确性。 3、具体生动地说明了昆虫的声音

就如美妙的音乐，能让人陶醉，使人着迷。 4、答案

示例：如王籍《入若耶溪》一诗中有“蝉噪林逾静，

鸟鸣山更幽。”，校园歌曲《童年》的歌词中有“知

了在声声叫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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