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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鸟为邻

教学楼的前面，是一片树林。在教学之余，聆听鸟儿的鸣叫对我来说是绝佳

的享受。

寂寥的冬日，麻雀和斑鸠是树林的常住居民。唧唧喳喳的麻雀，吵闹得冬天

也多了些许的生机和快乐。斑鸠似乎是鸟类当中极深奥的哲学家，整天栖息在光

秃秃的树巅上宣扬它的观点，“孤——孤——独”——真是凄婉的鸣叫。偶尔，

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会来光顾麻雀和斑鸠的领地，“喳——喳——喳”，清脆的

鸣唱让萎靡．．的冬天也为之精神一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坦然地聆听鸟儿的鸣唱。

春日，从遥远的南方赶回来的候鸟，在勃发着生机的枝桠间跳跃、追逐、嬉

戏和鸣唱。轻灵的羽翅、欢快的身影、清脆的音符，撒得满世界都是快乐。留鸟

也毫不示弱，抒发着对于家乡的热爱。春天就沉醉在鸟儿此起彼伏．．．．的大合唱里。

夏日在蝉儿的鸣叫中轰然来临。滚滚的热浪，丝毫也打消不了鸟儿歌唱的热

情。树木繁密的枝叶，是它们最好的避暑荫蔽。欢快的歌喉，穿透夏天灼人的阳

光，给燥热的心田带来清凉的感受。这时候，树林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世界。

金色的秋季也就要来临了。树叶渐渐变黄，像蝶儿一样翩翩下落。候鸟也像

落叶一样，离开了滋养了它们的家园，飞往南方。寂寥的树林里，又只留下麻雀、

斑鸠和喜鹊，重复着生命的歌唱。只是声势比去年更热烈，阵容比去年更强大。

1. 联系上下文解释下面词语的意思。

（1）此起彼伏：

（2）萎靡：

2. 这篇短文的第 2-5 自然段按照 顺序描写了 、 、

、 的鸟鸣，表达了作者对 之情。

3.“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坦然地聆听鸟儿的鸣唱”中“这样的氛围”到底指什么

样的氛围？请在文中用“ ”画出。

4.短文中的“我”与鸟为邻，把鸟当作人类的邻居，体现了什么？



【参考答案】

1. （1）这里起来，那里又落下，文中指到处都是鸟鸣声。

（2）精神不振。文中指冬天清寂、萧条的样子。

2.时间 冬 春 夏 秋 大自然的热情

3. 画出：唧唧喳喳的麻雀……清脆的鸣唱让萎靡的冬天也为之精神一振。

4.体现了“我”亲近自然，真心喜爱鸟儿，与鸟的关系十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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