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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为中级汉语学习者编写的系列阅读教材，包括人文篇和科技篇两个系列，每系列按阅读难度
循序渐进，各分三册，每册按文章内容类别分为若干单元。
    人文篇选文涵盖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华习俗、历史瞬间、社会热点、校园生活、凡人
奇事、人生足迹、人间情话等；科技篇为各类科普短文，包括天文地理、科技信息、生态环保、动植
物趣闻、医疗保健、饮食健康等。
    本套教材旨在让学习者通过对不同类别、不同语体文章的阅读，掌握相应的阅读理解技能技巧。
同时通过广泛的阅读，也能使学习者了解中国社会生活，受到一定的人文熏陶，并学习到一定的科学
知识。
    另外，本套教材的选文范围和练习设计除了充分考虑到扩大学习者的阅读视野和提高阅读技能技巧
外，也兼顾了汉语水平考试，在题材类型、题型设计思想上基本一致，因此也可作为复习备考材料，
可有效提高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考试成绩。
    本套教材可作为各类长短期教学班的阅读课教材，也可作为汉语水平考试辅助材料，同时还可作为
汉语学习者的一般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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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物圈指的是地球上存在着生命活动的区域。
它的范围从海平面以上1万米的高度直到海平面以下1万2千米的深度。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几乎都生存在这个范围之中。
　　生物圈中有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典型的如森林、草原、湿地和海洋等。
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为不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①提供着独特的生存和繁衍的条件。
　　完整的生态系统中有四大角色：　　（1）生产者，如植物和光合细菌。
它们在有阳光和水的自然条件下，能自行将来自土壤和空气中的简单化合物合成为复杂有机物。
　　（2）消费者，如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
它们依赖食用植物或动物而生长、繁衍。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将生产者产生的有机物变成了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粪便和尸体排向大自然。
　　（3）分解者，如细菌和真菌类微生物。
它们能将消费者的粪便和尸体分解成简单化合物，使物质流动在大自然中形成循环　　（4）无生命
物质，如空气、水、阳光和简单化合物。
它们是生产者能持续合成有机物的必要条件。
　　在这四大角色的作用下，整个生态系统始终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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