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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了解细菌的来龙去脉。
积累币斗学知识高士其以幽默的笔调，轻松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枯燥难懂的科学知识，为我
们积累科学知识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比如在《菌儿自传》中，他介绍了细菌的种类、大小，以及它们被人类发现的历程等等，使读者对细
菌这一我们每天都会接触，但是又难以看见的微生物有了详细的了解。
    培养卫生习惯，提高健康意识了解了关于细菌的知识，我们就知道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容易导致细菌
的滋长，比如饭前不洗手，很容易就会把手上的有害细菌带到体内，可能会导致肚子疼痛等疾病。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要提高健康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学习体会优美生动的语言．提高写作水平虽然这是一本介绍科学知识的科普作品，可是它却不像一
般的科普作品那样枯燥无味，这是因为作者用了拟人化的手法和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辞，语言活泼
风趣，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轻松愉悦。
比如：那些像小纸伞似的东西，黑圆圆的盖，硬短短的柄，实是我们菌族里的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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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著名作家复兴为代表的作家编委会+以中语会理事长陈金明为代表的语文教育专家编委会组成
强大的名师1+1团队，紧扣新课标精神，精心制定名著阅读方案，教你轻松阅读名著，全面提高语文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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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习体会优美生动的语言，提高写作水平
　四、休会作者的爱国情感，培养爱国情操
科学童话：菌儿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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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铁的故事
　谈眼镜
　“天石”　
　灰尘的旅行
　电的眼睛
　镜子的故事
　摩擦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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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消息一传到众人的耳朵里，大家都惊惶起来，觉得我比黑暗里的影子还可怕。
然而始终没有和我对面会见过，仍然是莫名其妙，恐怖中，总带着半疑半信的态度。
    “什么‘微生虫’?没有这回事，自己受了风，所以肚子痛了。
”    “哪里有什么病虫?这都是心火上冲，所以头上脸上生出疖子疔疮来了。
”    “寄生虫就说有，也没有那么凑巧，就爬到人身上来，我看，你的病总是湿气太重的缘故。
”    这是我亲耳听见过三位中医，对于三位病家所说的话。
我在旁暗暗地好笑。
    他们的传统观念，病不是风生，就是火起，不是火起，就是水涌上来的，而不知冥冥之中还有我在
把持活动。
    因为冥冥之中，他们看不见我，所以又疑云疑雨地叫道：“有鬼，有鬼!有狐精，有妖怪!”    其实，
哪里来的这些魔物，他们所指的，就是指我，而我却不是鬼，也不是狐精，也不是妖怪。
我是真真正正，活活现现，明明白白的一种生物，一种最小最小的生物。
    既是生物，为什么和人类结下这样深的大仇，天天害人生病，时时暗杀人命呢?    说起来也话长，真
是我有冤难申，在这一篇自述里面，当然要分辨个明白，那是后文，暂搁不提。
    因为一般人，没有亲见过，关于我的身世，都是出于道听途说，【成语：说明了普通人对细菌的认
识很不到位，现有的认识都是些没有根据的传闻而已。
】传闻失真，对于我未免胡乱地称呼。
    虫，虫，虫——寄生虫，病虫，微生虫，都有一个字不对。
我根本就不是动物的分支，当不起“虫”字这尊号。
    称我为寄生物，为微生物，好吗?太笼统了。
配得起这两个名称的，又不止我这一种。
    唤我做病毒吗?太没有生气了。
我虽小，仍是有生命的啊。
    病菌，对不对?那只是我的罪名，病并不是我的职业，只算是我非常时的行动，真是对不起。
    是了，是了，微菌是了，细菌是了。
那固然是我的正名，却有点科学绅士气，不合乎大众的口头语，而且还有点西洋气，把姓名都颠倒了
。
    菌是我的姓。
我是菌中的一族，菌是植物中的一类。
    菌字，口之上有草，口之内有禾，十足地表现出植物中的植物。
这是寄生植物的本色。
    我是寄生植物中最小的儿子，所以自愿称做菌儿。
以后你们如果有机缘和我见面，请不必大惊小怪，从容地和我打一个招呼，叫声菌儿好吧。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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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5年第一届全国科普大会召开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高士其的遗产》。
该记者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看到了一度在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红红火火的科普创作，书籍、
报刊、杂志的情况。
与现今科普创作、书籍寥落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而一个先进发达的国家，它的科学刊物、科普刊物与文学刊物的比例应该是五比一或六比一。
这是全民科学化进程不可缺少的环节，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科技专业户或科技工作者。
    2002年全国人大、政协会上一位女委员提出了绿色科普的概念。
何为“绿色科普”，她认为，社会也普遍认为“两院院士写科普，实质上是科而不普，因而应由科学
家出命题、内容、框架，由文学家进行创作和加工。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高士其先生的科普创作中就已经解决。
    高老把科学、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艺术上高度和谐的统一。
高士其在科普作品中不仅用拟人化的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神秘的科学讲得农妇与孩子都能
明白。
所以，他创作的一系列优美流畅、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至今，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人走向科学的道路。
    时间再回溯到1999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样写道：高士其的传人在哪里?文章提出了一
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时代产生不了高士其这样的科普大家?这个问题迄今未有答案，因而在高士
其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高士其的成长道路。
    一、文化、科学与哲学三位一体    那么高士其是怎样成长的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高士其、科学
的高士其和哲学的高士其。
    因为任何一个领域大家的成长必须是文、理、哲三者并重，如果以一个大树来比喻的话，那么文化
就是大树的树根，哲学则是大树的升华。
而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教育、医学、艺术都是这棵大树上所结的果实。
由此可见文化基础的重要性。
    恰恰是这样(读《文化道论》)，高士其在三岁时，就读了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幼学须知“云淡风轻正午天⋯⋯”、干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百家姓“赵钱
孙李，周吴郑王”。
此外，还有《增广贤文》等书，而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尽在这些简单的经典之中了。
四岁时，又读了孔子的《大学》、《中庸》，一篇八百字的《大学》他整整背诵了八百遍，倒背如流
。
每逢家里来客人时，祖父就把小高士其叫出来，当众背诵。
高士其则摇头晃脑地、吐字清晰地背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幼小的高士其虽然不懂这些古文的明确意涵，但却充满了莫名的喜悦和兴奋。
他隐约地感到在这些语言文字后面，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大门。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幼时所背诵的经典字义，都一一的消化、理解和吸收了。
文化的原理、传承的精神、历史的使命感也随之而建立了，当然，这与那个时代中国处于半封建、半
殖民地，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和凌辱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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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直以来，科学都以一种神秘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高高在上，令普通老百姓和小读者们望而却
步。
不管科学的世界有多么精彩，似乎都是曲高和寡，少了观众的掌声⋯⋯在这本《细菌世界历险记》中
，高士其爷爷彻底揭去了科学神秘的面纱。
他用拟人化的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神秘的科学讲得形象生动，明白晓畅。
他以其诗人的情怀和极具人性化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精妙的科学世界，让读者在与其零距离接
触的同时，又能沐浴文学的清辉，乐享知识繁荣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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