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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树⽊在夏天通过树叶与阳光进⾏“光合作⽤”向树⽪以下输送糖分和其他养料。在夏末，树的体内
就积累了⾜够的越冬营养。不需要再制造更多的糖分。那接下来会发⽣什么？ 

⼤部分的树⽊此时都在准备停⽌⼯作，植物体内有⼤量的⽔分，当⽔分有光合作⽤就不断流
动，⽽天⽓如果越来越冷，⽔分会结冰，太潮湿的树⽊也可能在过于寒冷的地⽅会冻住。为了
防⽌这样的事情发⽣，⼤树会减少，停⽌光合作⽤，为了达到这个⽬的，就必须舍弃叶⼦，从
⽽落叶产⽣了。落叶还可以降低暴⻛雪对树的伤害，你们想想为什么？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各种颜⾊的叶⼦呢？

树体内的养分都充⾜了，但需要合理分配，就和我们⼈的身体⼀样。树叶要把叶绿素传回树⼲
和根部，叶绿素会被分解，储藏，等到春天才有⾜够的营养让⼤树开花，⻓新叶。当叶绿素被
⼤树收回的时候，叶⽚⾥原本隐藏的⻩，红，棕⾊等颜⾊就会显露出来。

这些叶⼦⾥有胡萝⼘素，花⻘素等各种不同颜⾊的⾊素，它们也会具有毒素，⽤来警告有害昆
⾍，不要⼊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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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尾狐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常⽤来象征祥瑞。出⾃春秋战国

时期编纂的《⼭海经》，《⼭海经》云：“⻘丘之⼭有兽焉，其状如狐⽽九
尾，其⾳如婴⼉，能⻝⼈，⻝者不蛊。”（⻘丘之国，其⼭有狐，九尾。”⼜
云：“其有四⾜，其叫声如婴⼉，有时也能吃⼈，⽽吃了九尾狐的⾁，也可以不逢
妖邪之⽓。）  

其形象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九尾”，传说世平则出为瑞也。汉画像⽯中将九尾
狐与兔、 蟾蜍、三⾜乌等并列于⻄王⺟身边，以呈示祥瑞与⼦孙兴旺。但是
九尾狐最晚在北宋初期已被妖化了，⽽早期也有吃⼈的凶恶形象。 

武王伐纣书、封神演义之中，九尾狐狸精附体妲⼰，在⼩说中的描写，则是
由元代讲史话本《武王伐纣书》开了头，再由明代⻓篇章回⼩说《封神演
义》⼴⽽⼤之。 

狐狸为什么能成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8%AF%9D/58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7%A7%8B%E6%88%98%E5%9B%BD%E6%97%B6%E6%9C%9F/88967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7%A7%8B%E6%88%98%E5%9B%BD%E6%97%B6%E6%9C%9F/88967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6%B5%B7%E7%BB%8F/2702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94/5229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F%BE%E8%9C%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8%B6%B3%E4%B9%8C/12473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8E%8B%E6%AF%8D/2787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AE%8B/3960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7%8E%8B%E4%BC%90%E7%BA%A3%E4%B9%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1%E7%A5%9E%E6%BC%94%E4%B9%89/693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7%8E%8B%E4%BC%90%E7%BA%A3%E4%B9%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1%E7%A5%9E%E6%BC%94%E4%B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1%E7%A5%9E%E6%BC%94%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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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称《聊斋》，俗名《⻤狐传》，清代⼩说家蒲松龄著，完成于清
康熙⼗九年（1680年），是中国⽂学⼀部著名短篇⼩说集。全书共496篇，内容⼗
分⼴泛，多谈狐、魔、⻤、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
的社会⾯貌。


阅读精彩绘本《宝⼉》，改编⾃《聊斋志异》，看看宝⼉怎样智⽃狐狸精。

作业：学⽣字，复习关于秋天，关于秋天的科学知识。欣赏关于狐狸精的经典动画
⽚《天书奇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RY9kbO_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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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zJ1e-jZ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