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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语范例（按形式整理）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学⽣较少的班级，⽼师向 A 提问。A 先回答⽼师的问题，再向 B 提问。即每位同学都既回答了上

位同学的提问，又向下⼀位同学提出了问题，⼀共说了两句话。 

学⽣较多的班级，可以将学⽣分为两两⼀组，⼀个提问⼀个回答。即每个同学只说⼀句话。 

范例： 

    ⼀年级 

配合课⽂：⼩⼭⽺ 

内容：动物的叫声 

问 ，“⼩⽺⼩⽺怎么叫？”答， “⼩⽺⼩⽺咩咩叫。” 

问，“⼩猫⼩猫怎么叫？” 答，“⼩猫⼩猫喵喵叫。” 

每个提问的⼈替换句中的⼩动物。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考⼀考家⾥⼈，也让他们考⼀考你们，看谁知道最多种⼩动物的叫声。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考家⾥⼈“⼩⽺⼩⽺怎么叫”？有没有哪种⼩动物的叫声⼤家都

答不上来的？ 

    三年级 

配合课⽂：岳飞学写字 

内容： 

哪⼉买的 

问 1.这⽀笔真好⽤，在哪⼉买的？2 这条裙⼦真漂亮，在哪⼉买的？3 这个⽔果真好吃，在

哪⼉买的？  

答：1 在超市买的。2 不是我买的，我妈妈买的。 

“这个 XX 真 XX，在那⼉买的？” 每个同学替换掉句⼦⾥的 XX 来提问。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可以问问爸爸妈妈，家⾥的东西都是在哪买的。 

下⼀周询问语：上周都问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家⾥的电视机是在哪⼉买的？Ipad 是在哪⼉

买的？ 

 

传话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适合离下课或放学只有很短时间需要打发的时候。 

⽼师编⼀句和课⽂有关的话，⼩声告诉同学 A，要避免其他⼈听到，A 再⼩声告诉 B。 

全班结束后，请最后⼀位同学⼤声说出他“听到”的话，再逆序请每个同学说出他“听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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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较多的班级，⽼师将全班分为⼏组，分别告诉每组第⼀个同学相同的句⼦，最后请每组最

后⼀名同学说出她们听到的句⼦。再依组序请全班每个同学说出她们听到的句⼦。（⼩组⼤⼩以

6-10 ⼈为最佳） 

要求每个学⽣最多只说两遍所传句⼦，不必追求传对，传错的话才能让每个同学说出不同的句⼦。 

范例 

⼀年级 

配合课⽂：袋⿏ 

内容：例句：1.我⼜袋⾥有⽀笔。2.我⼜袋⾥有串钥匙。3.动物园⾥有五只袋⿏。 

放学前引导语：回到家和家⾥⼈传话，看看有谁家能传对的。 

下⼀周询问语：上周都谁和家⾥⼈玩传话了？有没有谁家把⼀句话传对的？ 

 

故事接龙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师起头，每个同学续⼀句话，最后组成⼀个故事。⽼师起头的句⼦，可以是课⽂略有关系（如

⼀年级⼆年级的例⼦），也可以是顺着课⽂课⽂续个结尾（如三年级的例⼦）。 

范例 

⼀年级 

配合课⽂：乌鸦喝⽔ 

内容： “上课时，⼩明（或者班上某个同学的名字）觉得⼜渴了。”让同学们依次续下去。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也和爸爸妈妈编个故事好不好？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和爸爸妈妈⼀起编故事？编了多长啊？ 

三年级 

配合课⽂：穷和尚和富和尚 

内容：接着课⽂，编⼀个“富和尚去南海”的故事。⽼师先说“富和尚见穷和尚从南海回来了，

他下定决⼼，⼀定也要去⼀次南海。”然后请同学们每个⼈为故事编上⼀句话。 

放学前引导语：给爸爸妈妈讲讲我们编的故事，听听看他们觉得好不好。 

下⼀周询问语：上周我们的“富和尚去南海”的故事，你们的爸爸妈妈喜欢吗？ 

 

回答问题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师根据课⽂提出⼏个启发性的问题，让学⽣们回答，甚⾄可以根据学⽣们的答案，给课⽂编⼀

个不同的结尾。 

范例： 

⼆年级 

配合课⽂：狐狸和乌鸦 

内容：全班分成两组，来回答下⾯两个问题，每个学⽣都要说出⾃⼰的答案。可以重复其

他同学的答案，但要说出完整的句⼦。 



				马立平中文口语系列——	趣味口语范例	|	试用版	
	

	 3	

1.乌鸦的⾁被狐狸骗⾛了，你是乌鸦的话，会想要对狐狸说什么？ 

2.上周的课⽂说，乌鸦是给她的孩⼦找东西吃。⾁被骗⾛了，她会对孩⼦说什么呢？ 

也可以通过这两问题启发学⽣，⼀起编个“⾁被骗⾛之后”的故事。 

放学前引导语：把我们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看看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好不好。 

下周⼀询问语：你们的爸爸妈妈觉得我们上周编的故事好不好？ 

四年级 

配合课⽂：⼗⼆⽣肖歌 

内容：“如果让我选择⾃⼰的⽣肖，我想属 XX，因为……” 

每个学⽣说出⾃⼰想要属的动物，并且说明原因。动物不限制⼗⼆⽣肖⾥⾯的，⽽是任何

的动物都可以。 

放学前引导语：回去征集⼀下家⾥⼈的答案，看看他们都想要属什么？ 

下⼀周询问语：关于想要属什么动物，你们家⾥有⼈给出什么好玩的答案没有？ 

 

扩句⼦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师说出⼀句最简单的句⼦，请每个同学依序往前⼀个⼈的句⼦⾥添加⼀个或⼏个词，逐渐扩展

成较长的句⼦。 

⽼师可以根据学⽣年龄和中⽂⽔平控制句⼦长短。 

学⽣太多的班级，⽼师可以把全班分成⼏组来扩不同的句⼦。 

范例 

⼀年级 

配合课⽂：画 

内容：我画画→张⽼师在教师⾥教我和三个⼩朋友画漂亮的有蓝⾊的⼤海和绿⾊的海⻳的

画送给爸爸和妈妈。（⼀年级学⽣应该⽆法说这么长的句⼦，不过⽼师可以按照这个思路

给学⽣⼀些提⽰。） 

其他可⽤句⼦如：“⽼师画画”，“我涂⾊”等。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和家⾥⼈玩⼀下这个游戏，看看你们能把⼀个句⼦说到多长。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谁和家⾥⼈玩扩句⼦了？你们最后说了多长的句⼦啊？ 

⼆年级 

配合课⽂：⽩菜的故事 

内容： 兔⼦吃菜→可爱的⽩⾊的⼩兔⼦和漂亮的兔妈妈⼀起在家⾥吃⾃⼰种的好吃的又有

营养的绿⾊的⼩青菜。（⼆年级学⽣应该⽆法说这么长的句⼦，不过⽼师可以按照这个思

路给学⽣⼀些提⽰。） 

其他可⽤句⼦如：“兔⼦种菜”，“兔⼦买菜”。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和家⾥⼈玩⼀下这个游戏，看看你们能把⼀个句⼦说到多长。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谁和家⾥⼈玩扩句⼦了？你们最后说了多长的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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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联想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师从课⽂中选出⼀个容易联想的词，让 A 同学由这个词联想出另⼀个词（联想出来的词不要求

是课⽂⾥的），并说明理由，B 再由 A 的词联想下去。进⾏不下去时，⽼师可以选择⼀个新的词

重新开始。 

范例 

三年级 

配合课⽂：复韵母（上） 

内容： 春天→花，因为春天会开花→裙⼦，因为我的裙⼦上有花。→⼥⽣，因为⼥⽣才会

穿裙⼦。→妈妈，因为妈妈是⼥⽣…… 

课上可以选的词：春天，早饭，放学…… 

放学前引导语：⼀会可以和来接你们的⼈玩这个游戏，就从“车”开始，看看你们都能联想

出什么。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从车联想出了什么，还有谁记得？ 

四年级 

配合课⽂：捞铁⽜ 

内容：桥→⾦门⼤桥，因为⾦门⼤桥是⼀座桥。→旧⾦⼭，因为⾦门⼤桥在旧⾦⼭。→动

物园，因为旧⾦⼭有动物园。→北极熊，因为动物园⾥有北极熊…… 

课上可以选的词：铁⽜，桥，河⽔…… 

放学前引导语：⼀会可以和来接你们的⼈玩这个游戏，就从“放学”开始，看看你们都能联

想出什么。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从放学联想出了什么，还有谁记得？ 

 

举例造句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师限定⼀个范围，如“吃的东西”，“学校⾥有的东西”，“⼭上有的东西”…… 

第⼀名同学说出⼀个符合规定的词，第⼆名同学⽤这个词来造句，然后第⼆名同学再说出⼀个词，

让第三名同学来造句，依次进⾏，第⼀名同学再⽤最后⼀名同学的词来造句。 

范例： 

三年级 

配合课⽂：锯是怎样发明的 

内容：房⼦⾥的东西 

例词：桌⼦，椅⼦，书，笔，电视，床，同学，⽼师，玩具，饭桌…… 

放学前引导语：回去可以试着和家⾥⼈⽤“吃的东西”玩这个造句游戏。 

下⼀周询问语：上周回去有没有⽤“吃的东西“和家⾥⼈造句？ 

 

词汇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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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年级：⼀年级第三单元到四年级 

简介： 

⼀⼆年级玩法：⽼师把所有词汇⼤字卡悬挂到⿊板上，让每个同学任选⼀个词来造个句⼦。 

三四年级玩法：A 同学从本周词汇中任意选择⼀个，让 B 同学⽤这个词造句，然后 B 选⼀个词让

C 同学造句，依次进⾏，最后⼀名同学选个词让 A 造句。 

注：○1 为了避免“选择困难症”的学⽣选词占⽤太长时间，⽼师也可以把⼤字卡拿在⼿⾥，让学⽣

来抽词。 

○2 如果学⽣⽔平⽐较⾼，还可以进⾏选两个词来造句的⾼难度版，趣味性会更强。 

 

情景对话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学⽣多的班级，学⽣们两两⼀组，⼀问⼀答，每个学⽣说⼀句话。 

学⽣少的班级，可以 A 问 B，B 回答完 A 再问 C，依次进⾏，每个学⽣说两句话。 

范例： 

三年级 

配合课⽂：岳飞学写字 

内容：A 问 B“这匹布多少钱？”，B 任意回答⼀个数⽬“5 块钱、10 块钱”，A 再回答“好，我

买了”或“太贵了，我不买了。” 

⽼师可以选择让全班都买布，或者每个同学买不同的东西。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和家⾥⼈玩卖东西的游戏，看看你们说的价钱合理不合理。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和家⾥⼈买卖什么东西了？ 

四年级 

配合课⽂：捉鱼 

内容：让学⽣们扮演服务⽣和去餐馆就餐的⼈，两两⼀组进⾏⼀⼩段点餐对话。 

放学前引导语：回到家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也玩⼀下这个游戏，看看他们点的菜是不是你们

最爱吃的。或者你们点爱吃的菜看爸爸妈妈会不会做。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和爸妈玩点菜的游戏？ 

 

⼉歌 

适⽤年级：⼀年级、⼆年级 

范例 

⼀年级 

配合课⽂：镜⼦ 

内容： 

因为⽣字⾥有“爸爸”“妈妈”,我们可以通过下⾯的⼉歌教孩⼦们记住⼀些亲戚的称呼 。可以

全教，也可以从中选取⼏句来教: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马立平中文口语系列——	趣味口语范例	|	试用版	
	

	 6	

爸爸的妈妈叫什么? 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爸爸的哥哥叫什么? 爸爸的哥哥叫伯伯。 

爸爸的弟弟叫什么? 爸爸的弟弟叫叔叔。 

爸爸的姐妹叫什么? 爸爸的姐妹叫姑姑。 

妈妈的爸爸叫什么? 妈妈的爸爸叫外公。(有些家⾥叫“姥爷”) 

妈妈的妈妈叫什么? 妈妈的妈妈叫外婆。(有些家⾥叫“姥姥”) 

妈妈的兄弟叫什么? 妈妈的兄弟叫舅舅。 

妈妈的姐妹叫什么? 妈妈的姐妹叫阿姨。 

放学前引导语：回去考考你们家⾥的⼈，看看他们有没有答不上来的。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考家⾥⼈“爸爸的爸爸叫什么”？有没有谁的爸爸妈妈答不上来

的？有谁的爸爸妈妈又教了你们我们课上没教的亲戚称呼？ 

⼆年级 

配合课⽂：美丽的公鸡 

内容： 

⼤公鸡，喔喔喔，伸长脖⼦在唱歌；⽼母鸡，咯咯咯，跳出草窝在唱歌，；花⼩鸡，叽叽

叽，跑东跑西在唱歌。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考考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公鸡母鸡和⼩鸡怎么叫，然后把这⾸⼉歌教给

他们。 

下⼀周询问语：上周的⼉歌教给爸爸妈妈学会了同学的请举⼿。 

 

⼉歌接龙 

适⽤年级：⼀年级、⼆年级 

简介： 

每⼈替换掉⼉歌中的某⼀部分，即可有很多种变化。 

范例： 

⼀年级 

配合课⽂：萝⼘ 

内容： 

拔萝⼘歌，唱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NQ6KYAEuM 

如果⽼师不喜欢唱歌，或害怕教唱太耽误时间，可以只念不唱，边念边拍⼿打拍⼦。 

“拔萝⼘，拔萝⼘，嘿呦嘿呦拔萝⼘，嘿呦嘿呦拔不动，XXX 快快来，快来帮我们拔萝⼘”

每个同学替换⽂中的 XXX 为⼩花猫／⼩黄狗／⼩⽩兔，或者⽼爷爷／⼩姐姐…… 

放学前引导语：⼀会你们可以和家⾥⼈⼀起玩拔萝⼘接龙，下周我们⽐⽐谁家接得最长。 

下⼀周询问语：上周的拔萝⼘歌，你们回家都玩了没有？你们玩了多久啊？ 

⼆年级 

配合课⽂：⼩弟和⼩猫 

内容： 

⽼师对 A 同学说“⼩朋友，爱洗澡， 讲卫⽣，⾝体好。先来洗洗头吧”，A 同学做出洗头的

动作。然后 A 对 B 说“⼩朋友，爱洗澡，讲卫⽣，⾝体好，再来洗洗脸吧”，B 做出洗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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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全班依次进⾏，⽼师来做最后⼀个⼩朋友提出来的动作。可以允许学⽣说出前⾯⼩

朋友说过的动作。 

动作举例：擦擦胸呀，搓搓背呀， 洗洗脖⼦，洗洗脚， 冲冲胳膊，冲冲腿……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边念这个⼉歌，⼀边假装洗澡给爸爸妈妈看，好不好？ 

下⼀周询问语：洗澡的⼉歌你们的妈妈爸爸喜欢不喜欢？ 

 

谜语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师可以挑选⼀些对应课⽂中出现的⽣字、单词、⽂中⾓⾊的谜语让学⽣们猜，还可以让学⽣们

学会这些谜语，回家给家⾥⼈猜。 

范例 

⼆年级 

对应课⽂：⼩猫钓鱼 

内容：嘴边胡⼦翘，说话喵喵喵，⾛路静悄悄，捉⿏本领⾼。（答案：猫）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这个谜语考考你们家⾥的⼈，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来答案。 

下⼀周询问语：上周的谜语，你们家谁最先猜到答案的？ 

 

适⽤年级：⼀到四年级 
简介： 
⽼师选出配合课⽂题⽬或内容的绕⼜令，课上教学⽣们背诵，然后让学⽣们⽐赛谁最快。 
范例： 

⼀年级 
配合课⽂：眼睛 
内容： 

①（原版）吃葡萄不吐葡萄⽪，不吃葡萄倒吐葡萄⽪。 

②（简化版）吃葡萄吐葡萄⽪，不吃葡萄不吐葡萄⽪。 

放学前引导语：同学们回到家可以和家⾥⼈⽐⼀⽐，看谁能把这个绕⼜令说得最快。 

           下⼀周询问语：上周的绕⼜令你们有没有和家⾥⼈⽐赛？有没有谁是全家说得最快的？ 

三年级 

配合课⽂：穷和尚和富和尚 

内容： 

和尚端汤上灯塔，塔滑汤洒汤烫塔 

放学前引导语：回去和爸妈⽐⽐谁说这个绕⼜令最快。 

下⼀周询问语：上周的绕⼜令你们全家谁说得最快？ 

 

 

以下为只出现过⼀次，但⽼师们可以将其略加变化，应⽤到其他课中的形式。 

时间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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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课⽂：三年级，汉语拼⾳的特点 

内容：先教给学⽣⼀些时间概念，然后⽤这些时间来提问。 

1.昨天的昨天是前天，前天的昨天是⼤前天。明天的明天是后天，后天的明天是⼤后天。 

2.去年的去年是前年，前年的去前是⼤前年。明年的明年是后年，后年的明年是⼤后年。 

每⼈依次回答前⾯⼀个⼈的问题，再向下⾯⼀个⼈提问。⽼师向第⼀名学⽣提问，并回答最后⼀

名学⽣的问题。“明天星期⼏？”“前年你⼏岁？”“后年你上⼏年级？”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考考爸爸妈妈，昨天的明天是哪天？明年的去年是哪年？ 

下⼀周询问语：上周考了爸爸妈妈时间的问题了吗？谁能回答我的问题，“上周的下周是哪周？” 

 

编⼉歌 

配合课⽂：⼀年级，算⼀算 

内容：“A 个⼩朋友在 XX” 

请⼩朋友们按顺序，将 A 替换成⼀、⼆、三、四、五……XX 替换成活动，如唱歌、画画、看书、

写字、学习、玩游戏……变成像“⼀个⼩朋友在画画，两个⼩朋友在唱歌”的完整句⼦。 

全班每个⼩朋友说⼀句。 

放学前引导语：回到家和爸爸妈妈⼀起编⼀个这样的⼉歌好不好？ 

下⼀周询问语：上周在家有没有编⼏个⼩朋友的⼉歌？ 

 

造句接龙 

配合课⽂：三年级，“⼀”、“不”和连读 

内容：第⼀名⽤“⼀”组个词，让第⼆名同学⽤这个词造个句⼦，然后第⼆名同学再⽤“不”组⼀个

词，让第三名同学造句 。依次类推，第⼀名同学⽤最后⼀个同学组的词来造句。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再和你们的爸爸妈妈玩⼀玩这个游戏好吗？ 

下⼀周询问语：上周回家有没有⽤“⼀”和“不”造句？ 

 

说反话 

配合课⽂：三年级，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内 容 ： 因 为 课 后 第 ⼀ 次 出 现 了 反 义 词 ， 这 ⼀ 课 让 孩 ⼦ 们 模 仿 这 个 相 声 来 说 反 话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LjfA4DhdI  同学 A 说⼀句话，B 来说⼀句反过来的，B 再说

⼀句话，C 说⼀句反过来的。依次类推，最后⼀名同学的话让 A 来反过来说。 

学⽣较多的班级，可以 A 说⼀句话，B 说⼀句反话。然后 C 说⼀句话 D 来反着说。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以后和家⾥的⼈玩玩这个游戏好不好？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在家玩过说反话的游戏？ 

 

夸爸爸 

也可以配合其他有“妈妈”出现的课⽂改成夸妈妈 

配合课⽂：三年级，爸爸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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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请每个学⽣⽤⼀到两句话夸奖 ⼀下⾃⼰的爸爸。学⽣少的班级，夸完爸爸还可以请同学们

再批评⼀下爸爸。 

放学前引导语：回到家⾥，把你们夸爸爸的话说给他们听，同时，也夸⼀下妈妈。 

下⼀周询问语：上周的爸爸妈妈对你们的夸奖有什么反应啊？ 

⽐输赢 

配合课⽂：四年级，⽥忌赛马（第⼀周） 

内容：A 和 B ⼀起说“⽯头剪⼑布”，出拳，输的同学对赢得同学说“赢了别骄傲”，赢的同学对输的

说“输了不要哭”。 依次全班每个同学都玩到。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时候玩游戏输了都哭没哭过。 

下⼀周询问语：上周有没有问过⼩时候输过没有。 

 

解说 

配合课⽂：四年级，⽥忌赛马（第⼆周） 

内容：类似故事接龙，请学⽣们想象⼀下第⼆场赛马的实况，按顺序每⼈说 1-2 句话，为第⼆场

⽐赛进⾏解说。 

放学前引导语：你们回家后可以试着为不同的东西解说，⽐如找⼀段你们⼩时候的视频，不放声

⾳，来解说。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都给什么内容的视频解说了？ 

 

歇后语 

配合课⽂：四年级，东郭先⽣和狼 

内容：歇后语是中国⾃古以来在⽣活实践中创造的⼀种特殊语⾔形式，是⼀种短⼩、风趣、形象

的语句。它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部分起“引⼦”作⽤，像谜⾯，后⼀部分起“后衬”的作⽤，像

谜底，⼗分⾃然贴切。在⼀定的语⾔环境中，通常说出前半截，“歇”去后半截，就可以领会和猜

想出它的本意，所以就称为歇后语。 

1.狼吃刺猬——下不了⼜ 

2.狼吃东郭——恩将仇报 

3.东郭先⽣救狼——好⼼没好报 

4.前有狼后有虎——进退两难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请爸爸妈妈再教你们⼀些有趣的歇后语吧 

下⼀周询问语：谁上⼀周学到好玩的歇后语了？ 

 

畅想未来 

配合课⽂：四年级，长城的回忆 

内容：现在的⼈不能知道未来，你想象中的 500 年后是什么样⼦？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开什么

样的车？吃什么样的东西？那时候的学校什么样⼦？医院什么样⼦？ 

每个学⽣根据这些问题，或⾃由发挥说 1-2 句“我想象中 500 年后的未来”。 

放学前引导语：回去问问家⾥其他⼈，他们想象中的未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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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询问语：你们家⾥其他⼈想象的未来和你们的⼀样不⼀样？你们更喜欢谁的？ 

 

天⽓预报 

配合课⽂：四年级，草船借箭（第⼆周） 

内容：诸葛亮敢答应周瑜三天内造好箭，说明他能准确预计到会有⼤雾。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同学

们 来 模 拟 ⼀ 段 天 ⽓ 预 报 ， ⽼ 师 可 以 给 学 ⽣ 们 看 1-2 段 天 ⽓ 预 报 的 视 频 ， 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JEN0zm-ho  

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4blZO2Yc6Q，请每个同学说 1-2 句话，组成⼀段完整的天

⽓预报。可以每个学⽣只报⼀句城市天⽓预报，“XX 城市晴，15-23 度”，也可以模仿视频前⾯的

那⼀段，“某某地区明天会降温”。 

放学前引导语：回家后给家⾥其他⼈表演⼀段我们当地的天⽓预报，看看你们报得有没有诸葛亮

准。 

下⼀周询问语：上周你们做的天⽓预报都准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