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
(实用9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总结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一

《游园不值》是宋代诗人叶绍翁的作品，诗中描绘了一幅美
妙的春景图，诗人抓住景物的特点，抓住重点，以少总多，
景中有情，情中寓理，是陶冶学生情操和发展学生想象力的
好教材，因此，教学这首诗，要在指导学生弄懂词句的基础
上，展开想象，反复吟诵，从而领会一个道理：满园的春色
是关不住的，一切新生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是任何力量
都禁锢不了的。我教这首诗主要抓住了两点：即理解词句这
个难点和启发想象这个重点。

一、关于词句的理解：这首诗有些词义和现代汉语差异很大，
而且有些名词如“屐齿”、“苍苔”、“柴扉”等都是学生
感到生疏的，我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让基本了解意思
的同学，说说从哪看到的，加强直观教学，效果较好。对差
异大的词，我放在句中去理解，如“应”作“大概”
讲，“扣”作“敲”讲。首句是全诗的难点，我帮助学生弄
懂两个问题，一是本诗中有一个字直接表达了人物的感情，
请学生找到，学生很快找到了“怜”字，二是着重对“怜”
字理解：

（1）“怜”字从字面上怎么理解？

（2）“怜”什么？谁“怜”？



（3）从哪看出来？对于次句，我引导学生理解，“小
扣”、“久”的意思，并设想当时的情形，懂得诗人识礼知
趣，后两句浅显易懂，我重点引导孩子们展开想象。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二

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古诗

1.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继续学习运用边读边想象的方法，想象诗中描写的意境。

3.背诵课文。

4.利用多媒体学习课外诗两首，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诗人所
表达的思想感情。

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继续学习运用边读边想象的方法，想象诗中描写的意境。

《游园不值》演示文稿的课件。

《绝句》杜甫，演示文稿的课件。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畔独步寻花》杜甫，演示文稿的课件。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
娇莺恰恰啼。

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游园不值”是什么意思？

2、诗人游园不值，想到了什么？

生：游园不值就是去访问朋友，没有遇到。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三

《游园不值》是语文a版四年级下册第四课《古诗二首》中的
一首，这是一首赞美春天的好诗，作者写得别具特色，是一
篇通过体会句子含义启发学生思维，发挥学生想象力的好教
材。这首诗整体上有一定的叙事性，还揭示了一个道理：美
好的事物是压制不了的，必然会蓬勃发展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通过描述事件讲
故事的方式，引导学生进入诗所描写的意境。虽然教材对诗
中的一些词作了注释，但有的词书上也没有解释，如“应”
读第一声，应作“应该”解，但根据当时诗人想游园而不能
进去的情况，只能作“大概”解，可无论是学生查的《新华
字典》还是老师查的《古汉语常用字典》，“应”字都没
有“大概”的字义。这是师生发生争议的一个焦点。

讲到“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一句时，要学
生结合插图，充分想象：在作者没有看到的花园里，春天的
景色是什么样子的？通过引导、启发、点拨，有的同学说：
园中的杏花开得最灿烂，但园子里还有别的花，如桃花、迎
春花等也争奇斗艳；有的同学补充道：还有柳树长出了嫩绿
的枝条，小草探出了可爱的小脑袋，一棵棵小草仰着脸冲着
太阳笑呢！还有的同学抢着发言：还有蝴蝶、蜜蜂在花丛中
翩翩起舞，更有聪明的同学概括：是桃红柳绿、姹紫嫣红的



美景。借此机会，我动情地引导：“是啊，多美的景色啊！
让我们拿出手中的笔，把你刚才精彩的描述写下来。”课后
我还布置了改写《游园不值》的习作练习，由于学生对原诗
理解得较好，又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所以不少学生写得令人
满意。

不尽人意的是学生对“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一句只能作表面的理解，不能体会出诗句所包含的哲理，
我及时启发点拨，结合看图，边读边想象，才让学生感悟诗
句的含义。

古诗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难点。首先要读好古诗、背诵好
古诗，这是教学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能够用简洁明了的文
字对古诗进行“翻译”，对于关键字，必须知晓它的意思；
第三则是对古诗的意境有所感悟，尽可能的走进诗人的世界，
揣摩诗人的心境，对古诗的主旨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四年级
的学生来说，古诗的学习能力还比较低，对于第一个目标的
达成，完全可以放手让他们自己学习。第二个目标要教师辅
助完成，对于第三个目标的达成，则需要及时点拨，才能做
到想象意境，体会感情，明白道理。

我在教学《游园不值》时，我针对这首诗进行了四次有效引
导：

第一次，引学生自学诗意。同学们，读得字正腔圆了吗？读
出抑扬顿措了吗？俗话说：书读百遍其意自现。诗句讲了什
么意思？回忆一下，平时我们理解诗句意思的方法。（大屏
幕显示理解诗句意思的方法：补空白、补省略、换语序、看
插图、看注释、查字典）然后学生自学，顺理成章，效果很
好。

第三次引导，引导质疑。感悟了后两句诗后。让学生质疑有
不懂的问题吗？接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学生一下子提出
了“一枝”怎么就是“满园春色”呢？我相机解释以点带面



的写法，并拓展这种写法的诗句。恰到好处。

第四次引导，想像拓展。在学生声情并貌的朗诵完后两句诗
后，我即时点拨，此时，你就是那枝红杏，前边同学往后看，
后面同学往前看，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引导以词的形式说）
学生妙语连珠。这实际上是将学生自我生命个体与古诗画面
结合的一次朦胧引导，有了前面的想象基础，古诗读的基础，
于是使得画面越来越清晰，诗中的一幕幕仿佛就出现在眼前。

这四次引导，使得整堂课学生不是在为学古诗而学，是在享
受古典的文化生活味。

学完诗后，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已将其积累在脑中，我想其中
的重要原因是教师朦胧地对待古诗本身，引导学生生自己关
注他们所关注的，所能关注的。对于小学生生，我们不能因
为积累而积累，因为理解而理解，那样古诗到最后还是生硬
的语言块。课堂中，我们能放手处且放手，深奥的又不是主
要的字词可以不谈，让学生在自我范围内去欣赏，在情感范
围内去感悟，真正将古诗作为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引导物。
真正让学生在学习古诗后能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

但遗憾的是这堂课，读和拓展的时间搭配不够合理，读的时
间多了些。课堂就是充满遗憾的艺术，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
努力改进的。

《游园不值》教学反思

古诗《游园不值》是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名作，表现了春天有
着压抑不了的蓬勃生机，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热爱春天的
赞赏之情。诗文别具特色，是一篇开拓学生想象空间，培养
学生创造思维的好教材。

从古诗本身来说，这首诗很简单。学生通过读和查资料能清
楚了解诗的涵义。因此，我把这节课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在在



教学中怎样激发兴趣、发展想象。我的教学设计是：在学生
初步懂诗句的基础上，紧紧扣住诗中的关键词句进行推敲探
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掌握学习方法。在教学中把握住以
下几点：

（1）从诗名入手，根据“值”的几个意思想一想在“游园不
值”中的“值”应该是什么意思。再由诗的意思延伸到诗句
中，让孩子想一想诗人虽然是“不值”，但是在“不遇”中
又遇到了什么呢？由此让学生真是感受“屐齿”、“苍苔”、
“柴扉”各是什么样子。认识了这三种景物之后，再细细体
会在这三种景物之中所包含的感情。

（3）抓住诗人感情变化的线索，用美好的春光调动学生朗读
的兴趣。如教学“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一
句时，你觉得这红杏美吗？美在哪？接着再引导：作者看着
这出墙来的红杏，想到了什么？他的心情又如何呢？学生体
会到了诗意，感悟出了诗情。自然就能把作者的心情、感受
读出来。

（5）注意拓展延伸。古人描写春天和春光的诗句有很多，在
这次的教学中我加入了许多古诗的拓展，这样设计的目的就
是想让学生由此了解更多古诗，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这堂课的教学中还有许多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例如：应
该让学生再多读读古诗，老师也应该更多的范读。此外，最
后还应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从总体上再次认识这首古
诗。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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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园不值》



薛法根

一、 激趣导入

生：春天来了，小鸟在空中飞舞，小草发芽了，小孩子在树
下玩耍。

生：春天非常美丽。

师：是呀，可是春天美在哪里呢？

生：小鸟在枝头在叽叽地歌唱。

生：春天来了，鲜花盛开，绿草如茵。

生；小燕子也从南方飞回来了，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生：柳树发芽了，露出嫩绿的叶子，看着这碧绿的柳枝，不
禁让人想起贺知章的诗《咏柳》。

师：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一下他的诗，感受一下春天的美。

生齐背：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
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师：春天是美丽的，是诱人的，令人陶醉。古往今来，有许
多文人墨客用诗文来赞美春天。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首赞美
春天的诗——《游园不值》。

生读题。

二、 自读诗文。

师：这首诗的作者是叶绍翁。有谁了解他？



生：我知道叶绍翁是南宋时期的诗人，字嗣中，号清逸。

生：我来补充，叶绍翁最擅长七绝，著有《四朝闻见录》。

师：自由朗读全诗，能不能做到通顺流畅。

生朗读后指名读。（谁来读一读，我们一起来评一评，他读
得怎么样？）

第一位读后，评价：

生：老师，总体上他读得不错，但刚才他读错了一个
字，“扉”读第一声，不读作第三声。

第二位读后，再评：

生：他读得字音正确，也比较流利。

生：老师，我觉得他们读得太平淡了。我想把作者的感情给
读出来，行吗？

师：好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生比赛。

师：听你们读得这么热烈，老师也想读一读。师读。

师：老师读得怎么样？

生：老师读得很有感情，情绪饱满。

生挑战。

三、 理解诗意。



师：同学们读得真好，比老师要棒多了。通过刚才的朗读，
你从诗文中读懂了什么？

生：我读懂了“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句诗。就是说，有一枝
红杏从墙里伸到墙外来了。

师：对，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课文中的插图，画中的杏花开得
多艳哪，它已经越过墙头。

生：我读懂了“春色满园关不住”，这句说这满园子里春色
是关也关不住的。

师：对，这句浅显易懂，表述方式和现在的一样。

生：我懂了“小扣柴扉久不开”中的“小扣”一词，它指的
是轻轻地敲打柴门。

生：我知道“柴扉”就是指柴门。

生：我懂了“久不开”的意思，是说很久也没有人来开门。

师：为什么很久没有来人来开门呢？

生：可能是主人不在家吧。

生：因为他轻轻地敲打柴门，所以主人听不见呀。

生：也许是因为主人在睡觉，没有听见敲门声。

生：也许是主人在园子里欣赏春色，被园的花草树木陶醉了，
因而没有听到敲门声。

师：你们的想象可真丰富，那么诗人心中是怎么想的呢？请
同学们读一读第一句诗。生读。



生：老师，什么是屐齿？

生：我知道，屐齿是指木头做的鞋子下面的横条。

生：我想大概是鞋子底下的纹路吧，（抬起脚，演示给同学
看。）

师：对，不过诗人穿得不是我们这样的鞋子，他穿的是一种
木头鞋。请大家观察一下插图。

生：我查了资料，我知道这里的“怜”不是指现在的可怜，
而应该解释为“爱惜”。

生；主人舍不得屐齿印在他的青苔上。

生：大概是主人舍不得我的屐齿在他的青苔上留下印迹。

生：他们说得还不完整。应该解释为：大概是因为主人爱情
自己的青苔，怕我的木底鞋在上面留下脚印吧。

生：大概是因为主人爱惜自己的青苔，怕我的鞋子踩坏吧，
所以我轻轻地敲打柴门，很久也没有人来开。

四、 领悟诗情。

生：游园不值就是指想去朋友花园游玩，结果没有碰到主人，
扑了个空。

生：没有遇到主人，吃了个闭门羹。（学生大笑）

生：他肯定是非常失望。

生：他感到非常的扫兴。

生：他的心里肯定在埋怨，这个朋友真不讲交情，不够义气。



生：我觉得他朋友真够小气的，美景是让人欣赏的，何必自
己一个人独占呢？

师：诗人游园却没有遇到主人，本来十分扫兴，无意间抬起
头，却发现了“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枝红杏带给了诗人意
外的惊喜，不由发出感叹。生齐答：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
红杏出墙来。让我们带着这种感情，一起再读全诗。

学生朗读全诗。

五、 品评诗文

师：诗人叶绍翁很巧妙地把自己一次游春的经历用凝炼的诗
句描绘出来，表达了他对春天美景的喜欢之情。读了这首诗，
你最喜欢诗中的哪一句？说说原因。

生：我喜欢“一枝红杏出墙来”一句，这句话告诉我们春天
已经到来了，红杏已经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向人们报告喜讯
呢。

生：我喜欢“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句，这句告诉我们，春天
的到来不会因为你的吝啬小气而推迟到来的脚步。

生：我也喜欢这句，春天的美景是关不住的，季节的轮换也
是谁也挡不住的。

六、 拓展学习

生齐：愿意。

师出示朱熹的《春日》。

生齐读：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
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师：同学们可以通过多读、多揣摩的方法，反复练习读古诗，
看谁能用最短的时间学会它。

生读诗，小组讨论交流。

师：在学习过程中，有困难需要老师帮助吗？

生：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泗水”的意思。

生：泗水是一条河。

生：为什么识得东风面，不是西风面或者南风面？

师：你很会动脑筋，学习贵在有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生：我觉得随便什么风都可以，诗人写了东风那么就东风了。

生：我不同意，古人写诗很讲究的，不会随随便便写。

师：你们知道一年四季都吹什么样的风吗？

生：冬天一般刮西北风，夏天时东南风较多。

生：我明白了，作者写东风是因为春天，现在的季节刚好是
春天，你们看刮的是东风，红旗往西面飘。

师：对，你能结合生活实际来理解非常好。作者能准确抓住
春天的特点，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所感。解决了诗中的难点，
谁把诗意给大家描绘一下。

生：：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诗人兴致勃勃，到泗水河畔观
赏景物。满眼望去无限风光，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诗人悠
闲自得，感受着春风的清新的温暖；春风吹拂，百花盛开，
到处是万紫千红，洋溢着春的气息。



师：诗人所见，满目无限风光。现在谁能把这首诗的感情读
出来？

生有感情地诵读《春日》

师：现在，你最想朗诵的是哪一首古诗？就请你站起来背诵！

生背诵。

七、 语文实践。

唐继康小学语文教学在线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五

古人写诗，“贵在含蓄”“言在意外”。学习古诗，从读入
手，披文入情，体会诗人含蓄之美，言外之意，与诗人同喜
同忧。《游园不值》这首诗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在音韵和
谐、行云流水般描绘中，展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生机怏然的
春景图，表达了诗人对明媚春光的赞美之情。

在教学中，老师通过配乐朗读，听课文录音，观看插图等，
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展开联想、联想诗中各种景物所组成的
画面，感悟诗境。如老师问：“一枝红杏出墙来” 可以让人
想到园子里的景色更加美好，那么“ 春色满园”会是怎样一
番景象？”老师一个看似简单，但很巧妙的问题，一下子激
活了学生的思维，把他们带进了景色迷人的园子里，孩子们
也情不自禁的描述开了：

生：园子里开满了万紫千红的花，有雪白的梨花，粉红的桃
花，还有许多小蜜蜂飞来飞去。

生：园子里绿树成荫，柳枝在春风吹拂下犹如一个姑娘在梳
洗长发。



生：园子里繁花似锦，光彩夺目，一枝红杏伸出了墙外。

听完学生的描述，老师不动声色地说“同学们所说的真是太
美了。作者用一首诗赞美了春天，那么你能用手中的笔把自
己对春天的感受写出来吗？”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六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解题

1、通过预习结合书下注释，谁能说说“值”是什么意
思？“不值”呢？

用自己话理解一下整个题目

2、既然是不遇，由此我联想到带有“不遇”的古诗，你知道
吗？试着背下来。

诗人都把这些不遇记下来，一定用他们值得回忆的地方，今
天我们一起品诗意，悟诗情

三、初读感知

1，用自己喜欢方式读诗，结合书下生字，自学并理解。

2，指名读诗：注意读诗的韵味（平长仄短）

3，同桌欣赏读：思考，你从哪里知道诗人没有遇见。

4，交流：从“小扣柴扉久不开”



为何不开？引出第一句：应怜屐齿印苍苔。

利用工具书和注释理解：怜、应、屐齿

那么诗人在不遇中又遇到什么呢？（苍苔，柴扉，红杏）

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些事物是怎样的？对于苍苔园主人是如何
对待？

5、再读这一句：现在应该带着怎样情感去读？抓住诗
眼“怜”。

诗人带着满心的怜爱走到柴门前：引读第二句

面对这自然而古朴的柴门，诗人怎样扣的？理解：小：轻轻
地。

为什么要轻轻地敲？鼓励学生想象，发表自己看法

（怕惊扰园主人，怕惊吓园内小鸟，怕吵醒了园内一切生物。
。。。）

6、再读这一句：读出“小扣”

7、引出：一枝红杏出墙来。

而当柴门紧闭时，它却探出墙头，这是一枝怎样的红杏？

8、你都收集哪些有关红杏的诗句？

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枝幽幽探出墙头的红杏预示着什么？
（园内已是万物复苏、满园春色）

9、齐读后两句



三、整体把握大意

苔自生，门自闭，红杏自出墙，他日遇园主人时，叶翁会向
他讲述怎样的游园过程呢？发挥自己想象，创造的表述一下。

1同学交流

四、课堂拓展

1陆游《马上作》

五、写法指导

学习古人善于推敲。及对景物的侧面描写。

六、小结

人生有许多不遇，但有时在不遇中有遇，诗人游园不值，在
不值中有值。在不经意中你会看到希望，看到春天。只要心
中有梦想，就像那枝出墙的红杏。

七、板书设计

游

园      怜      

怜春

不      扣           敬春

值                     赞春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自学本文中的两个生字，理解重点字的意思。
能有感情诵读古诗，提高理解与朗读能力。

过程与方法：通过各种形式地读，结合书下注释，利用手中
工具书理解“应”“屐齿”“小扣”“怜”“柴扉”这些词
及这些词所在诗句的大意。

情感与态度：感悟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培养善于发现春天，
热爱春天，赞美春天的生机勃勃。

教学重点：理解“应”“怜”在文中的含义。

教学难点：作者在游园不遇时由一枝红杏而联想到园内早已
是春色满园，从中体会到春天向征着新生，有生命的地方是
关不住的。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七

一个阳春三月的午后，叶绍翁正要去朋友家观赏春景。

叶绍翁走到朋友家门前，开始敲门。“咚咚，咚咚……”叶
绍翁等了一会，见没有动静，他很疑惑，“咚咚，咚咚”又
敲了几下门，他的朋友也不回应。叶绍翁趴在门缝上看了一
看。幽静的园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他的敲门声惊醒了大黄狗，
它在警觉的张望着，看见没有什么声音又呼呼大睡起来。叶
绍翁觉得十分遗憾，只能从门缝里看看满园的春色。

园内一丛一丛黄色的迎春花非常美丽。桃树上的桃花一朵一
朵，像水墨渲染的中国画一样美丽，动人。园子最边边的那
棵柳树姑娘，正在梳理长发呢。

叶绍翁往回家走。可是，走出十几米远后，他又恋恋不舍地
回头看了看，突然他发现一枝红杏跳出墙外。这枝红杏没有
一点绿色，上面只有两三朵红色的杏花全部盛开，贪婪的吮



吸着阳春三月的午后温暖的阳光。

叶绍翁回到家后，赶快磨墨，铺纸张，动笔写下

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八

春姑娘迈着轻盈地脚步来到了大地，万物复苏。百灵鸟带领
着它的歌唱小队唱着歌迎接春姑娘的到来。小溪脱下了冰衣，
“哗哗”地流着，好像在说：“你好啊！春姑娘欢迎你的到
来！”青蛙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一蹦一跳地从洞里跳
了出来。桃花开了，一朵朵粉红粉红的。啊，真是一片充满
生机的大地！

春光无限好，何不出门走一走？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去拜访我
的朋友，听说他家的园子又大又美，今天正好去欣赏一番。

我来到朋友家的院子外，咦？门在哪呢？我沿着这条曲径通
幽的小路走啊走啊，来到了一扇柴门前，透过缝隙，我看到
小路旁一两棵柳树由淡绿转青绿。我心里蛮高兴，整理好衣
褂，轻轻地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没人理我，我的心情有点
失落。我又敲了三下门，还是没人理我，我的心情一下子沉
到了谷底，心想，哼，真是个小气鬼。

唉，我乘兴而来，运气太差，没遇到园主人，只好打道回府。



咦！正当我扫兴往回走时，一抹红色在我的眼前闪过。我回
头定睛一看，啊！红色的杏花，代表好运的杏花。我心想：
哼哼，小气鬼，告诉你，这满园的春色用一扇大门时永远管
不住的，你瞧瞧，这一枝红杏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出头来，想
看看外面的大地，凭这这一支红色的杏花，我诗人叶绍翁就
可以想象你那满园的春色：金黄的迎春花、雪白的梨花、红
色的郁金香……啊！那满园的春色，让我真的好想去看一看，
只可惜，你今天不在家，我只能下次再来访了。

看到这红色的杏花，想到这满园的春色，我不由诗兴大发，
随口吟道：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
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工作总结写不足要写哪些方面的不足篇九

花园不值得

你应该可怜你的牙齿去打印苔藓，

小扣柴飞很久都不会开。

春天你不能保留花园。

婚外情从墙中冒出来。

初春的早晨，阳光明媚，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应朋
友的邀请，作者去一位老朋友家赏花。

轻轻敲了一下柴门，可是等了好久，还是没有人出来开门。
也许主人不在家！透过柴门望进去，只见花园里长满了青苔，
赏心悦目。哦，一定是主人怕游客的木屐踩在青苔上，破坏
了这美丽的自然景观，反而消失了。他真的是用心良苦！

忽然，眼前一亮，一颗杏子从墙里伸出来。看，粉红色的杏



花被树枝覆盖着，在绿叶的衬托下更加鲜艳美丽！微风之下，
杏花如粉色的蝴蝶，拍打着翅膀翩翩起舞，让人心旷神怡。

墙外的红杏太美了，花园里一定盛开着，五彩缤纷。优雅的
牡丹，热情的玫瑰，无暇的紫丁香……它们相互环绕，相互
依偎。而刚刚破土的绿草，在阳光下是那么的迷人，可爱，
可爱。池边吸足了补给的柳树更绿更有活力。远远望去，瀑
布般落下的柳枝是那么纤细柔软；近看，它像一棵披着绿星
星的柳树芽，在春风下摇曳，可爱极了。不时有野花从墙角、
墙角、草丛中冒出来，为花园的春色增添无限风光。

这不就是“满园春暖不可休，婚外情穿墙而出”的真实写照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