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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模拟演练

小学六年级语文(上)单元检测卷

时间: 90 分钟 总分: 100 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总分

得分

一、给加点字注音，并给加点的字再组一个新词。( 6 分)

( )
邀
獉

请( )
( )

瀑
獉

布( )
( )

音 韵
獉

( )

( )
蕴
獉

含( )
( )

静 谧
獉

( )
( )

巷
獉

口( )

二、找别字，并改正在下面的“( )”内。( 5 分)

幽经 仿问 疑望 挺拔

( ) ( ) ( ) ( )

堪蓝 流躺 奥密 寒喧

( ) ( ) ( ) ( )

三、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6 分)

汩汩的 轰隆隆的 沙啦啦的

嘻嘻哈哈的 飘飘洒洒的 嘀嗒嘀嗒的

( ) 雷声 ( ) 下雨声 ( ) 滴水声

( ) 溪流声 ( ) 雨丝 ( ) 笑声

四、根据要求给下列词语分类。( 6 分)

静静地 德高望重 悠悠的 悄悄地

年过花甲 变幻无常 行色匆匆地 缕缕轻盈

描写人物的:

描写云彩的:

描写动作的:

五、根据提示写句子。( 10 分)

( 1) 我 僻静的小路 。

( 2) 忽然，雷阵雨来了， 。

( 3) 优美的音韵，像 。

( 4) 。我多么得意啊!

( 5) 丁———冬———丁———冬 。

六、根据课文，回答问题。( 9 分)

1．《山中访友》一文，作者去山中访问了谁? 你能将他的朋友做以简单的介绍吗?

2．《山雨》一文作者用细腻的手法，写出了山雨的韵味，你能说说作者是从哪几

个方面着手的?

3．《索溪峪的“野”》作者抓住了哪些事物来描写索溪峪的“野”? 并举例子

说明。

七、交流平台。( 8 分)

本单元 4 篇文章，作者都从不同方面写出了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同学们你

们也领略过美丽的大自然，请把你领略到的美景与同学们交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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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25 分)

(一)南山春色

阳春三月，我和外婆到南山去游玩。

在山脚下，我们看见满山坡粉红的茶花在微微的春风中绽开笑脸，迎接来

自各地的客人。

这儿的茶花不仅数目多，种类也很多，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有的茶花早就

盛开了，有大红的、粉白的、桃红的、纯白的; 有的茶花才长出了花骨朵，小小的，

可爱极了! 无数的茶花像一个个小仙女在枝头上尽情地嬉戏。路边长着许多

翠绿的小草。空气中飘荡着茶花和小草的芳香。

我们来到观景台脚下，啊，真是雄伟! 我们顺着石阶爬到了观景台顶———

群山的最高点。真是太高了! 我慢慢伸出手，拉住前面的栏杆，眼前豁然开朗，

茂密的林海被一层轻纱似的薄雾笼罩着，真是美丽极了!

随着人流走下观景台，我的心还怦怦直跳呢!

1． 联系上下文，把下面的三句话分别抄写在文中的横线上。( 6 分)

( 1) 过了一会儿，我和外婆顺着山路终于爬上了山顶。

( 2) 走在山路上，我们不停地欣赏着路旁的茶花。

( 3) 我和外婆下了车，来到山脚下。

2． 按游览顺序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 3 分)

→山脚下 ( →) ( →) ( →) 走下观景台

3． 第 4 自然段是围绕哪几句话来写的? 用“———”在文中画出来。( 3 分)

(二)吐鲁番盆地

我国的旅游胜地———新疆吐鲁番盆地，它的最低点艾丁湖低于海平面 154

米，是我国最低的洼地，也是世界第二低地。它每年六月至八月气温均高于 40

度，最高可达 47 度，而地表温度则高达 75 度以上; 加上平均每年要刮七十多次

风，每次卷起漫天风沙，所以有“火洲”“风库”之称。

《西游记》中所描绘的“八百里火焰山”( 其实只有一百公里长) 横贯整个盆

地，那殷红色的山石，褶皱的地貌，远远望去，真像跳动的火苗。在盛夏( 猛烈

强烈) 的阳光( 照射 照耀) 下，满山像烧起了大火，热浪灼灼扑人。

这里夏天人们每天都要洗澡，甚至一天要洗好多次。传说有位县长正赶上

大热天，公务繁忙，热汗擦了又流，洗了又淌。为了节省时间，他干脆坐到水缸

里办公。有人来找县长，光听见声音不见人，回头一看，哟! 他正赤条条地坐在

水缸里看文件呢!

夏季去吐鲁番，半路上没有饭店也饿不着。( ) 带一些鸡蛋，不用找

锅，不需生火，把鸡蛋往沙坑里一埋，很快( ) 可以吃上喷香的熟鸡蛋了。

再配上随身携带的小菜和饮料，就是一顿十分( 精致 别致) 的野餐。

吐鲁番人植树造林，变沙漠、盆地为绿洲。在吐鲁番通往交河古城中间，有

这样一条十五公里长的林阴路: 两侧树分为三行，一行钻天白杨，一行桃树，一

行梨树。据说这是一位五十年代的县委书记领人栽的。他想让后人( )

有遮阳蔽日之处，( ) 有解热止渴的桃梨。如今白杨已搭起绿色的通道，

桃梨已开花结果。多少走得又热又渴的行人，( 惊讶 惊喜) 地扑到这清凉的树

阴下，大口地吃着酸甜解渴的水果，该是多么感激这不知名的种树人啊!

大风、酷热考验了人也锻炼了人，使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像金子一样耀眼、

闪光。

1． 用“√”画出文中括号里合适的词语。( 2 分)

2． 在文中的括号内填入合适的关联词。( 2 分)

3． 人们把吐鲁番称作 、 。( 2 分)

4． 文中用两个事例来说明吐鲁番 的特点。这个事例是: 、

。( 3 分)

5． 吐鲁番人用 的方法，来改造这儿的自然环境，在路上栽种钻天

白杨，可以 ，栽种桃树、梨树，可 。

从中可以看出吐鲁番人具有 。( 4 分)

九、作文。( 25 分)

春雨细而绵，夏雨急而短，秋雨柔而凉，不同的季节，雨给人的感觉也不同。

请你选一个季节的雨写一写。题目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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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拓展训练

小学六年级语文(上)单元检测卷

时间: 90 分钟 总分: 100 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分

得分

一、按要求完成练习。( 9 分)

1． 读下面文字，根据课文填充空缺。

我( ) 到了大自然的芬芳清香; ( ) 一片落叶，细数 ( ) 的纹

理，我看到了它( ) 的生命的奥( ) ，在它们走向泥土的途中，我加入

了这( ) 而别有( ) 的仪式。

2． 选择没有错别字的一组 ( )

A． 不枸一格 律律乐道 奇妙无比

B． 返璞归真 依然如旧 随心所豫

C． 庞然大物 拦腰截断 意味深长

3． 用“\”划掉括号里不恰当的词语。

( 1) 你弓着腰，俯身( 凝望 注视) 着那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

( 2) 我目光追随着爬行的小虫，作了一次( 奇特 奇异) 的游历。

( 3) 我完全( 迷惑 迷茫) 了，在小虫子的脑海中，究竟( 包含 蕴藏) 着多少

智慧?

二、根据所给出的意思，写对应的词语。( 8 分)

1． 品德高尚，名望很大。 ( )

2． 不局限于一种规格或方式。 ( )

3． 聚集，积聚。 ( )

4． ( 声音) 清楚悦耳。 ( )

三、先说说句子采用的修辞手法，并仿写句子。( 12 分)

1． 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又一首优雅的小曲。

( 所采用的修辞: )

仿句:

2． 那只英勇的黑甲虫，走进了村子。( 所采用的修辞: )

仿句:

3． 索溪峪的山，是天然的美，是野性的美。( 所采用的修辞: )

仿句:

4． 喂，淘气的云雀，叽叽喳喳地在谈些什么呢? 我猜你们津津乐道的，是飞行中

看到的好风景。( 所采用的修辞: )

仿句:

四、给下面文字的空白处加上合适的标点。( 6 分)

我的目光为一群音乐演奏者所吸引 它们有十几个吧 散聚在两棵大树

下面 这是两簇野灌丛 紫红的小果实 已经让阳光烘烤得熟透了 甲虫

音乐家们全神贯注地振动着翅膀 优美的音韵 像灵泉一般流了出来

五、阅读短文，回答下列问题。( 35 分)

(一)红云杉林

我家门前有一片红云杉林，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它。

奶奶喜欢红云杉的秀丽，她说这是来自蓬莱仙境的女儿。她的比喻很贴

切。你看，红云杉林的树干是红色的，远远望去，仿佛是鲤鱼仙子红光闪闪的长

裙，伞状的树冠绿莹莹的，如同仙子头上璀璨的翡翠装饰。鲜花盛开的夏季，晨

雾在林间缓缓流动，缠绕着每一株红云杉，看上去恰似仙子身上长长的飘带。

每当果实成熟，奶奶就带着我，将红红的果子采下，嗑出紫红色的小种子，一把

一把向林间空地撒去。

啊，多美的红云杉林，多美的林间生活!

然而，爷爷对红云杉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每逢万木落叶，大雪封山，千

山万岭银装素裹，惟有红云杉勇敢地挺着红干绿冠的身躯，爷爷抖动着长长的

银须，伸出那双林业工人的大手，连声赞叹:“好样的，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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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要求完成练习。( 9 分)

1． 读下面文字，根据课文填充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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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划掉括号里不恰当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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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爷爷对红云杉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每逢万木落叶，大雪封山，千

山万岭银装素裹，惟有红云杉勇敢地挺着红干绿冠的身躯，爷爷抖动着长长的

银须，伸出那双林业工人的大手，连声赞叹:“好样的，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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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红云杉为什么长得这么好

因为它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这土地是生养它们的母亲啊

爷爷这番深情的话启动着我的心扉，是啊，母亲无论多么贫穷，忠实的儿女

永远不会嫌弃她。

哦，红云杉林，你是家乡坚强勇敢的卫士，你是大地母亲忠实优秀的儿女。

1． 给没加标点的地方标上标点符号。( 3 分)

2． 读完短文后用自己的话对红云杉林作以简单介绍。( 6 分)

3． 简要概括短文的主要内容。( 6 分)

(二)那一份浓浓的乡情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到山那边的县城去工作，把我送到了住在山这边的奶

奶家。

小村庄的春天是可爱的，活跃的。当春天的温暖取代了冬天的寒冷时，田

野里的土变得松软无比。奶奶牵着我的小手，漫步在田埂上，闻着清香的泥土

的气息，那种融化在大自然里的感觉，是在城里永远也体会不到的。这时候要

是有乡亲经过，我就会听到亲切温柔的呼唤:“娃子，这里是你的老家，你要好好

儿地看个够，别回到城里就忘了呀!”是啊，这就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此

刻，我( ) 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 ) 在家乡的怀抱感受到了浓浓的

乡情。

一日之计在于晨。随着声声鸡啼，各家各户陆续开了门，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男的下田去了，女的做完了家务，便挎着一大篮衣服相邀来到小河边。这

时，搓衣声，说笑声……把小河渲染得更加欢快了。

奶奶浇菜的时候，我便蹲在菜地边，用好奇的眼光感受着奶奶的吃苦耐劳。

奶奶到小河边择菜的时候，我便在河边跑来跑去地捡石子，和河边洗衣服的大

人玩儿。玩儿累了，奶奶就把我放在木桶里挑着走。这时候奶奶的肩上一边是

菜一边是我，祖孙俩就这样喜洋洋地回了家。路上遇到乡亲，我就有了玩具，我

可能会得到一些小动物，如小青蛙、小草蜢、小泥鳅，或者我叫不出名的小鱼; 最

常得到是一些野花或菜花，小手捏着，鼻子闻着，真舒服哇!

有时邻居家的大婶见我在屋外玩儿，就会塞给我一块刚煮熟的红薯。因为

我人小个儿矮，小狗、小鸡经常会跟我抢食，我东躲西藏，急得哇哇叫，这时大婶

赶紧吆喝着给我解围，赶跑了小狗、小鸡。我舒心地笑了，捧着温热的红薯，心

里更是温暖无比。

上小学的时候，我离开了小村庄，可我的心似乎遗落在村里了。我忘不了

家乡，更忘不了那一份浓浓的乡情。

1． 在短文中的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关联词。( 3 分)

2． 作者都回忆了家乡生活的哪些情境? 请概括地写下来。( 6 分)

3． 用“‖”给短文分层次，并写出每层的大意。( 6 分)

4． 读完短文后，你读出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 5 分)

六、作文。( 30 分)

写一写你看到过的最美的景物。

要求:1． 可以写自然现象，也可以写一处风景;

2． 题目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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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综合训练

小学六年级语文(上)单元检测卷

时间: 90 分钟 总分: 100 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总分

得分

一、读下列句子，并根据句子给“密”字组词。( 4 分)

1． 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都要经过勘测，进行( ) 计算。

2． 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 “我们的工作首先要 ( ) ，不能有一点

马虎。”
3． 用白蜡将瓶口( ) ，以防药物受潮或挥发。

4． 这是组织的( ) ，千万不能泄露。

二、辨字组词。( 12 分)

施 ( )

拖 (
{

)

惹 ( )

忍 (
{

)

岔 ( )

忿 (
{

)

朦 ( )

濛 (
{

)

篇 ( )

偏 (
{

)

凄 ( )

妻 (
{

)

三、词语搭配，用线连一连。( 8 分)

崇高的 爱慕 碧空 不回

细细地 敬意 百折 石出

真挚的 端详 悬崖 如洗

美好的 祝愿 水落 峭壁

四、读句子，想想加点的字用得是否恰当，若不当的改过来。( 3 分)

1．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仍然
獉獉

接受了任务。

2． 这件事给了敌视
獉獉

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

3． 到国外以后，在我的怀念中增加
獉獉

了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

候异常激烈
獉獉

。

五、用合适的关联词把下面两句话合成一句话。( 6 分)

1． 修筑京张铁路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 修筑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对自己一次

最大的挑战。

2． 我第一次离开我的祖国母亲。 这位母亲总是频来入梦。

3． 我们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动自豪。 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盛感到骄傲。

六、将下列句子换种说法。( 句意不变) ( 9 分)

1． 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

2． 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 “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

世呢。”

3． 为什么瓜秧开了花不结瓜? 战士们百思不得其解。

七、小常识。( 6 分)

祖国版图上的世界之最

1． 世界最长的古代防御工事———( )

2． 世界最高的咸水湖———( )

3． 世界最高的山峰———( )

4． 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 )

5． 世界河拔最高的盆地———( )

6． 世界最高的高原———( )

八、阅读理解。( 23 分)

(一)我是中国人

吉鸿昌将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将领和抗日民族英雄。他的爱国事迹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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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蒋介石以“考察”的名义逼迫他到美国，来阻止他进行抗日爱国活动。

有一次，吉鸿昌和一名使馆参赞去邮局往国内寄东西，邮局职员看了看邮

单，然后用蔑视的眼光打量了吉鸿昌一眼，故意问:“你是哪国人?”吉鸿昌狠狠

地盯着邮局职员的眼睛，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是中国人!”那职员不怀好意地

冷笑道:“地球上已找不到中国了。”吉鸿昌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正要发作，同学

行的使馆参赞低声劝道:“吉先生，你为何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呢? 你可以说自己

是日本人，他们又分辨不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受到礼遇。”吉鸿昌听了以后，怒不

可遏，火冒三丈，转身一把抓住参赞的衣领，大声地怒斥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

脸吗? 我却觉得当中国人很光荣。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回到寓所，吉鸿昌

越想越气，当即找到一块一二十厘米长的硬纸板，亲自用笔在上面用英文写了

几个大字:“我是中国人!”从此以后，无论是外出还是出席宴会，他都把它佩戴

在胸前。
1． 邮局职员看了看邮单，然后用 的眼光打量了吉鸿昌一眼，故意问:

“你是哪国人?”( 1 分)

A． 蔑视 B． 轻视 C． 不屑 D． 鄙视

2．吉鸿昌狠狠地盯着邮局职员的眼睛， 地回答道:“我是中国人!”( 1 分)

A． 斩钉截铁 B． 理直气壮 C． 不假思索

3． 根据意思，在文中找出合适的词语填在括号里。( 2 分)

( 1) 理由充分，说话有气势。 ( )

( 2) 形容非常愤怒，不可以制止。 ( )

4． 蒋介石派吉鸿昌到美国去，名义是考察，实际目的是什么? ( 2 分)

5． 使馆参赞是一个怎样的人? ( 1 分)

6． 邮局职员说:“地球上已找不到中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2 分)

(二)我要说汉语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使用的六种正式语言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
语、阿拉伯语。在联合国召开的各级会议上，代表们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种语

言发言。但是，你不要以为汉语从一开始就在国际上有那么高的地位，为了让

汉语堂堂正正地进入国际性的重大会议，还发生过一个特别的故事呢。

那时候，联合国还没有诞生，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际性组织是国际联盟。

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只允许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汉语是不能使用的。1929 年，

国际联盟召开裁军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著名的外交家蒋作宾先生。蒋

作宾到会后，就向大会提出，自己发言时要说汉语。但他的提议遭到了一些国

家代表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无非有两个: 一个是在国际会议上使用英、法
两种语言是惯例，不能随便更改; 另一个是中国文字太难懂，不宜于推广。

对此，蒋作宾一一作了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使用英、法两种语言虽然是

惯例，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所使用的语言排

除在外了，忽视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么国际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

说汉语难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语言为骄傲，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最宜于世界

通行的。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对世界文明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只要你热

爱它，你会发现它的语言是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语言。

到了中国代表团发言的时候，蒋作宾庄严地走上了讲台，面对世界各国的

代表，他神情坦荡、不卑不亢地用汉语开始阐述观点。

他一开口，就震动了所有的代表，他们在下面议论起来。蒋作宾( )

不为所动，( ) 镇定自若地发完言，昂首挺胸地走下台。

散会后，代表们纷纷表示在国际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听到汉语，中国人真了

不起。很多代表还跑来向蒋作宾祝贺，对他的勇气表示钦佩。

从那以后，中国人又作了很大的努力，最终使汉语成为联合国正式使用的

语言。
1． 在文中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关联词。( 2 分)

2． 概括短文的主要内容。( 7 分)

3． 你认为蒋作宾是个怎样的人? ( 5 分)

九、作文。( 29 分)

写一篇关于中华儿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文章的读后感。要表达真情实

感。题目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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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1． 在文中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关联词。( 2 分)

2． 概括短文的主要内容。( 7 分)

3． 你认为蒋作宾是个怎样的人? ( 5 分)

九、作文。( 29 分)

写一篇关于中华儿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文章的读后感。要表达真情实

感。题目自拟。



13 14

月考(一)

小学六年级语文(上)单元检测卷

时间: 90 分钟 总分: 100 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总分

得分

一、看拼音，写字词。( 5 分)







jīn jīn

乐道 真


zhì

可见一


bān






pánɡ

然大物 

pín

来入梦 



















dé ɡāo wànɡ zhònɡ

二、同音字辨字组词。( 4 分)

竣 峻 俊

崇山( ) 岭 ( ) 俏 ( ) 工 ( ) 美

妆 装 庄

( ) 扮 嫁( ) ( ) 点 高老( )

三、词语积累。( 10 分)

1． 在括号内填上最恰当的词语。( 3 分)

( ) 的气势 富强的( ) 精密( )

( ) 的森林 富饶的( ) 周密( )

2． 按要求写词语。( 5 分)

( 1) 写出 ABCC 式的成语:

( 2) 写出描写“雨”的成语:

( 3) 写出表现祖国日益强盛的词语:

( 4) 写出描写人物十分忧伤的词语:

( 5) 写出含有一对反义词的成语:

3． 读下列短语，给加点词写出意思相反的词。( 2 分)

僻静
獉獉

的小路———( ) 湿润
獉獉

的山风———( )

沉闷
獉獉

的气氛———( ) 危险
獉獉

的时候———( )

四、日积月累。( 6 分)

1． 补充句子。

落红不是无情物， 。

，何人不起故园情。

造物无言却有情， 。

2． 按要求写诗句或句子。

( 1) 写一句表达春雨的诗句: ， 。

( 2) 写一句为国献身的诗句: ， 。

( 3) 你能写出歌曲《我的中国心》中的几句歌词吗?

河山只在我梦萦， ， 。

( 4)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 ， 。

五、句子运用。( 10 分)

1． 给句子加标点。( 2 分)

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 说 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 不能有点儿马虎

大概 差不多 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

2． 给句子中的( ) 内填上合适的关联词。( 4 分)

( 1) ( ) 条件十分艰苦，我们( ) 要坚持到底。

( 2) 我们( ) 没去灾区支援，( ) 我们却心系灾区。

3． 瓜秧开花不结瓜的原因不是水浇不够，也不是肥施不足，更不是土壤不行，乃

是开的花没有授粉。( 4 分)

( 1) 缩句:

( 2) 用设问句的形式表达:

六、课文内容理解。( 8 分)

1．《山中访友》一课作者是去访问自己的亲朋好友吗?

2．《詹天佑》一文中詹天佑给你留下的印象:

。他修筑了 铁路花费了 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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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怀念母亲》一文中母亲指的是:

4．《彩色的翅膀》一文主要讲的是:

。

七、交流平台。( 12 分)

同学们，音响世界真是太丰富了。雷声、风声、动物的叫声，人的说话声、笑

声、脚步声，物体的撞击声……请你选择一种声音，把你想到的、感受到的用几

句话写下来。

八、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20 分)

窗

我最喜欢从窗子里看外面的景物。

四岁时，我家住在哈尔滨松花江畔，从窗口往外望去，一派江山，茫茫东去。

早上雾很大，看不到对岸。中午却异常晴朗，一目了然，连太阳岛都看得清清楚

楚。夜晚，坐在窗口看月亮在水里的倒影，倒也十分有趣。一群鱼儿游过来，水

中玉盘破碎了，一会儿又合拢了。

五岁时，我从武汉坐客轮去重庆，从窗里眺望长江，江面平静得很，像面镜

子。远处的龟山和蛇山的轮廓十分清晰，我还看到了黄鹤楼，白白的墙壁，小小

的楼阁，一面旗子迎风飘扬。大小数百只渔船，停在江面上，密密麻麻的，跟煮

饺子一样。

六岁时，我同爸爸坐火车到北京来，我又选择了靠窗子的座位。窗外的平

旷的土地，绿色的原野，远处的树木飞快地向后倒退。晚上，火车的轮子隆隆地

响着，吵得不能入眠。这时，欣赏窗外的景色，却别具风味。火车道旁的路灯发

出黄色昏暗的光，远处的灯光像一朵朵金花，一颗颗星星点缀着大地，真是个神

奇的世界。

现在，我住在和平街，我从窗口往外一看，就是马路，一辆辆无轨电车，在马

路上奔驰着。

每天我都倚着窗子看风景。祖国的美景吸引着我，常常引起我的遐想。透

过窗户，我看到了祖国前进的步伐，每年我都坐在窗口迎接春天。窗子已经成

了我的朋友，我们分不开了。

1． 按要求填空。( 4 分)

( 1) “了”的解释有: a． 完毕，结束; b． 明白，懂得。“一目了然”的“了”的意思

是( ) ，请用另一个解释的意思组一个词写一句话。

( 2) “别具风味”的意思是: ，请用“别具风味”和“名特小吃”

为内容写几句话。

2． 给文章分段，并写出段意。( 6 分)

3． 回答问题。( 4 分)

( 1) “祖国的美景吸引着我，常常引起我的遐想”，作者想到了什么?

( 2) “我每年都在窗口迎接春天”，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4． 作者写自己从窗口看到了祖国前进的步伐，你也说说自己从哪里或在哪里看

到了祖国日益昌盛的景象。( 6 分)

九、作文。( 25 分)

以灾区小朋友的口吻写一封寄给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的信。告诉他们

灾区经过人们一年的奋斗又重现往日的生机，学生们又捧起书本坐在新的教室里

学习。让他们放心，灾区的明天在我们手里建起。题目自拟，注意信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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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脚步声，物体的撞击声……请你选择一种声音，把你想到的、感受到的用几

句话写下来。

八、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20 分)

窗

我最喜欢从窗子里看外面的景物。

四岁时，我家住在哈尔滨松花江畔，从窗口往外望去，一派江山，茫茫东去。

早上雾很大，看不到对岸。中午却异常晴朗，一目了然，连太阳岛都看得清清楚

楚。夜晚，坐在窗口看月亮在水里的倒影，倒也十分有趣。一群鱼儿游过来，水

中玉盘破碎了，一会儿又合拢了。

五岁时，我从武汉坐客轮去重庆，从窗里眺望长江，江面平静得很，像面镜

子。远处的龟山和蛇山的轮廓十分清晰，我还看到了黄鹤楼，白白的墙壁，小小

的楼阁，一面旗子迎风飘扬。大小数百只渔船，停在江面上，密密麻麻的，跟煮

饺子一样。

六岁时，我同爸爸坐火车到北京来，我又选择了靠窗子的座位。窗外的平

旷的土地，绿色的原野，远处的树木飞快地向后倒退。晚上，火车的轮子隆隆地

响着，吵得不能入眠。这时，欣赏窗外的景色，却别具风味。火车道旁的路灯发

出黄色昏暗的光，远处的灯光像一朵朵金花，一颗颗星星点缀着大地，真是个神

奇的世界。

现在，我住在和平街，我从窗口往外一看，就是马路，一辆辆无轨电车，在马

路上奔驰着。

每天我都倚着窗子看风景。祖国的美景吸引着我，常常引起我的遐想。透

过窗户，我看到了祖国前进的步伐，每年我都坐在窗口迎接春天。窗子已经成

了我的朋友，我们分不开了。

1． 按要求填空。( 4 分)

( 1) “了”的解释有: a． 完毕，结束; b． 明白，懂得。“一目了然”的“了”的意思

是( ) ，请用另一个解释的意思组一个词写一句话。

( 2) “别具风味”的意思是: ，请用“别具风味”和“名特小吃”

为内容写几句话。

2． 给文章分段，并写出段意。( 6 分)

3． 回答问题。( 4 分)

( 1) “祖国的美景吸引着我，常常引起我的遐想”，作者想到了什么?

( 2) “我每年都在窗口迎接春天”，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4． 作者写自己从窗口看到了祖国前进的步伐，你也说说自己从哪里或在哪里看

到了祖国日益昌盛的景象。( 6 分)

九、作文。( 25 分)

以灾区小朋友的口吻写一封寄给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的信。告诉他们

灾区经过人们一年的奋斗又重现往日的生机，学生们又捧起书本坐在新的教室里

学习。让他们放心，灾区的明天在我们手里建起。题目自拟，注意信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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