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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随堂自查

1.niàng 窠 nèn 弄 和

2.（1）抚摸 （2）健壮

3.B（搭配不当，将“季节”改为

“景色”。）

4.（1）写人的动作行为，实际上

是间接地写春草的可爱，表现春草

带给人们的欢乐。

（2）嗅觉、视觉；品种多、花色

艳、花味香。

（3）不仅仅是写树叶和小草的

颜色，还侧面写出了春雨对树、草

等自然万物的洗涤滋润。

5.（1）①听觉②嗅觉

（2）D 这句诗运用对偶的形

式与动静结合的方法写出了春天

的生机盎然，另外诗句以“黄”衬

“翠”，以“白”衬“青”，色彩鲜明，更

衬托出早春生机初发的气息。（A项

诗句写的是夏季的荷花；B项诗句

写的是深秋的景色；D项诗句写的

是冬季的雪花。）

（3）示例：树木拥有绿色地球，

才有脉搏。

6.示例：又是一个春天来临

了，三角梅的红色花瓣就像金子捶

成的薄片，只要轻轻撞击就能发出

动人的声音。太阳照射的时候，它

的每朵花都泛溢着红色的光晕；风

儿一吹，每朵花都像一只火红的蝴

蝶张开了翅膀，扇动着，奋争着，仿

佛急欲挣脱枝头，翩翩飞去。

【随堂小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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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颂》

1.示例：春天是一缕轻轻吟唱

的暖风，和着声声婉转的鸟语；春

天是一捧温暖明亮的阳光，吻着馥

郁醉人的花香；春天是 一股清凉澄

澈的山泉，伴着悠扬动听的琴音。

2.相同点：两文都用描写的表

达方式来写春景，如《春颂》也同

《春》一样，描绘了几幅春景图：春

在田畴、春在河畔、春在天空、春在

果园。不同点：《春》寓情于景，作者

热爱春天的感情蕴含在写景之中；

《春颂》中除了描写外，还有直接抒

情，“热爱春天，播种春天，采撷春

天吧！”

《春风》

1.【材料一】“轻柔温暖”或“温

柔”。【材料二】“迅猛强劲”或“猛烈”。

2.【材料一】从触觉、嗅觉、听觉

等不同角度，写出了江南春风的温

柔。【材料二】通过一系列的动词和

拟声词，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北国春

风的迅猛、强劲。

《享受春雨》

1.与春雨亲密接触的惬意与

舒畅 春雨的宝贵，对乡间万物

的滋润，生命的律动

2.春雨随着气候幻化不同姿

态、不同神情，也会随听雨者的心

情演绎不同的内涵；它滋润了万

物，点燃生命的期待与呼唤；它萌

生了绿色，舒展了生命，让万物充

满生机。

3.示例一：我更喜欢选文中的

句子，它不仅形象地写出了春雨的

轻、柔、细，还给人朦胧的梦幻感，

有诗一般的意境。

示例二：我更喜欢《春》中的句

子，因为它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

形象地表现了春雨的“轻柔、闪亮、

细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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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冬天》自主研习

1.（1）zǎo 澄

（2）青亮 清亮

（3）储存；积聚

（4）不但 况且

2.（1）示例：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2）示例：歌词运用拟人的修

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塞北的

雪轻盈、洁白的特点，赞美了她是

春天的使者，给人带来希望与美好。

（3）示例：寒冬真情暖人心。

3.示例：家乡的冬天，没有春

“春软”作题目，体现了春风柔软、

慵懒的特点；同时将春风拟人化，

营造出村庄温和、让人心情柔软如

棉、惬意的氛围。

23．略。

【写作指导】这是一道半命题

作文。补充题目时只能选择四季中

的一个。空白部分点明了故事发生

的时间。“那件事”强调了作文的叙

事性，应写一件对自己产生影响的

事。题目确定了时间和文章的叙事

性，那么就需要从自己的素材积累

中选择一件对自己产生了重要影

响的事件，这件事宜小不宜大，采

用以小见大的写法来表现文章的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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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怀念》随堂自查

1.（1）tān 侍

（2）暴怒无常：脾气非常恶劣，

时常极端愤怒，变化不定。形容人

容易发怒，而且没有规律。

沉寂：十分寂静。

（3）突然 摔

（4）表示母亲因为悲伤而说话

断断续续，说不下去

2.“看花”为本文的中心事件，

也是叙述线索，将作品内容贯穿为

有机的整体。三次“看花”反映了

“我”的生活态度从绝望而暴怒无

常，到产生希望而面对现实，再到

热爱生活，渴望创造美好人生的变

化过程。

3.母亲说的“好好儿活”指母

子俩都要战胜病魔。“我”说的“要

好好儿活”是指为了母亲，“我”和

妹妹要坚强地活下去。

4.题目的意思是，秋天引起了

“我”对母亲的深深怀念。这一题目

富含深意，蕴藏绵长的情思。它不

仅点出了文章叙事的时节，而且意

味着生命沉淀之后对母爱的思考

和感悟。

5.（1）示例一：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

示例二：五月康乃馨，爱心献

母亲！

（2）示例：画感恩母亲的作

品 说感恩母亲的话语

（3）示例：母爱是一曲美妙的

音乐 抚慰我的悲伤

（4）示例：妈妈，节日快乐！谢

谢您这么多年为我付出的辛劳，您

辛苦了！

6.示例：我的父亲是一个和蔼

可亲的人。每当我犯错误时，我总

担心父亲会训斥我。然而，父亲却

总是抚摸着我的小脑瓜仔细地了

解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拍着我的

肩膀，温和地说：“这次错了不要

紧，下次千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说着说着父亲会自然地用食指刮

一下我的鼻子，然后笑了。

【随堂小练】

B（A.拟人；B.拟物；C.夸张；

D.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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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心灵深处的荞麦花》

1.内容上：“开在心灵深处的

荞麦花”象征着母亲乐观、坚强、自

信的精神品质，也象征着母亲对儿

子的爱，含蓄地点明了对母亲感

激、赞美的文章主旨；意境优美，能

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结构上：

“荞麦花”贯穿全文，是文章的线

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2.母亲形象的相同点：两位母

亲都深爱孩子，表现出母爱的伟大

无私；两位母亲的生活都很艰难，

但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走

出了人生的困境。

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两位作

者都运用了动作、语言、神态等描

写方法，并且通过作者的心情感

受，直接和间接描写并用，生动地

表现了母爱的伟大无私。本文刻画

了一位关爱孩子、辛勤劳苦、坚强

自信的母亲形象，《秋天的怀念》则

刻画了一位坚强隐忍、关爱孩子的

母亲形象。

【对比阅读】

①“我”没想到母亲病得那么

重，还自暴自弃让她操心，所以

“我”感到悔恨、悲痛

②刻骨铭心的温馨

③示例：亲情最重要的是对家

人的陪伴、体谅和关心，即便是最

后的诀别时刻，也要陪伴亲人平静

地离去，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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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黄昏下的乌鸦；别致的小桥，

潺潺的流水，低矮的茅屋；荒凉的

古道，萧索的秋风，消瘦憔悴的马，

夕阳。情语：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

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

的凄苦愁楚之情。

4.D（“并无思乡之情”说法错

误。作者通过对秋的伤感来表达思

乡之情。）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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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同步学业评价》

1.D（A.“贮”应读 zhù，“矿”应

为“犷”；B.“凌”应为“棱”，“咄”应

读“duō”；C.“着”应读“zhuó”，“敝”

应为“敞”。）

2.C（花枝招展：形容女子打扮

得十分艳丽。这里形容男女老少，

对象有误。）

3.C（A．前后矛盾，将“左右”删

去；B．语序不当，“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与“个人成长成才”位置互换；D．

成分残缺，句末加上“技术难题”。）

4.D（《茶馆》是话剧。）

5.B（A.将第二个问号改为逗

号；C.书名号应改为引号；D.句号

应放在引号的外面。）

6.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

夜郎西 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

道西风瘦马

7．①旧事重提 ②藤野先生

③弃医从文 ④孝道

8．（1）霜降 清明

（2）白露 立春

（3）示例：秋风作为二十四节

气之一，既是秋收、秋耕、秋种的重

要时节，也是稻谷飘香、踏秋赏景

的大好时节，更是丰收的时节。因

此，我国将每年秋分设立为“中国

农民丰收节”。

9．运用夸张和对偶的修辞手

法，借助奇特的想象，虚实结合，写

出了大海吞吐日月星辰的气概。

10．合适。“观沧海”这个题目

既简洁明了地交代了事件，又与诗

歌第二句相照应。全诗围绕题目写

出了诗人站在碣石山上所观赏到

的沧海的壮丽景色。

11．方位顺序（空间顺序）。山

上、山尖、山坡、山腰。

12．矮松之青黑与雪之白相映

生色；如洗的蓝天与似银的雪相映

生辉；白雪与暗黄的草组成彩色的

美景；在微黄阳光的斜射下，薄雪

微微露出粉色。

13．直接抒情（直抒胸臆）。表

达了作者对薄雪覆盖下小山的喜

爱和赞美之情。

14．有时间很长的白昼，有梦

幻唯美的清晨，有“最北”的盛夏美

景，有让人心动的黄昏，有最美的

星空。（写出四点即可）

15．北极之夏的黄昏，火烧云

笼罩了四面八方，穹顶之上全是流

光溢彩的锦绣云纹，漫长而明亮的

黄昏由深红色变成了淡紫色的晚霞。

16.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

法，把“繁星”比作“眼睛”“萤火”，

并赋予繁星以人的感情特点，形象

地写出繁星明亮、闪烁的特点，进

一步表现了北极之夏的星空美到

极致。

17.A（“北极广场”是广场的名

称，不需要停顿。）

18.时间顺序。线索是“村庄”。

19.“抚摸”是“用手轻轻按着

并来回移动”之意，（1）句运用拟人

的修辞手法，赋予阳光以人的感情

特点，并通过鱼儿们享受阳光的抚

摸，从侧面写出春日的柔和。（2）句

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赋予春风以

人的感情特点，形象地写出春风的

温柔。

20．三月的“风”：柔软、羞涩。上

午的“风”：带着些许凉意。中午的

“风”：暖和了许多，懒洋洋的。下午

的“风”：宁静、柔软。

21．示例：不矛盾。这句话运

用了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用“轻

微的‘嗡嗡’声”，更能衬托出中午

时分村庄的寂静。

22．“软”本义是柔和、软弱。用

天的绚丽辉煌，没有夏天的

豪爽澎湃，没有秋天的明媚

鲜妍，却也像一首意境深远的唐

诗。你看，那雪花悠悠地飘着，将天

地装扮成白茫茫的一片。细看，六

角形的雪花纷纷扬扬，柳絮一般，

芦花一般，轻烟一般。雪花来时纤

尘不染，落时点尘不惊。这一朵朵

六角小花，莫非是哪一位艺术家设

计出的精巧的纹路，或是哪一位雕

刻者雕刻出的细致的工艺品？这与

其说是大自然的杰作，还不如说是

天宫里某位仙子的眼泪！家乡的冬

天没有碧绿的垂柳，没有温润的泉

水，独有这飘飞的雪花，深深印入

我的心间，进入我的梦中。

《北方的冬天》

1.北方的雪景；孩子们在雪中

玩耍的快乐情景；北方人坐在炕头

喝酒话家常的生活。

2.引用诗句，生动地表现了北

方冬天的特征——漫天飞雪，大地

一片苍茫。

3.对比。把北方小兴安岭的冬

天和南方广州、深圳的冬天作对

比，体现了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的

特点，表达了作者对北方冬天的喜

爱与赞美之情。

4.济南的冬天：温晴；北方的冬

天：非常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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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四首》

随堂自查

【古诗默写】

一、1.东临碣石 2.洪波涌

起 3.杨花落尽子规啼 4.随君

直到夜郎西 5.客路青山外 6.风
正一帆悬 7.乡书何处达 8.枯
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二、1.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2.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

烂 若出其里 3.杨花落尽子规

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4.我寄愁

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5.潮
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6.海日

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7.枯藤老

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

风瘦马 8.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

天涯

【古诗鉴赏】

一、1.示例：茫茫的大海上碧

波万顷，一望无垠，只有脚下的山

岛高高地耸立在海心。

2.“观”是本诗的诗眼，起到统

领全诗的作用，体现了诗歌意境开

阔、气势雄浑的特点。

3.示例一：“日月之行，若出其

中”运用想象写出了大海吞吐日月

的气概，体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和

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示例二：“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运用想象写出了大海吞吐星辰

的气概，体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和

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4.B（“水何澹澹”至“洪波涌

起”全是写实景，并不是虚实结合。）

二、1.“过五溪”点明王昌龄跋

涉穷山恶水，既表现了王昌龄跋涉

之苦，又表达了李白对王昌龄安危

的深切关怀之情，力透纸背。

2.诗人想象奇特，用拟人的修

辞手法将明月人格化，把明月当成

使者，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

关心和怀念之情，使诗歌更有韵味。

3.庭院的柳絮漫天飞舞，漂泊

不定；枝上的杜鹃声声泣血，哀转

久绝。

4.C（诗人因友人被贬而生的

“愁心”，并非“怀才不遇”。）

三、1.内容上：点题，写出诗人

出游在外，客行他乡。写法上：运用

对偶的修辞手法，交代了诗人客路

行舟的美景；与尾联遥相呼应。

2.鸿雁传书 思念故乡

3.示例一：这两句诗写“行舟”

所见景色，“风正一帆悬”这一诗句

有小景传大景之神，把春潮涨涌，

江水浩荡，江面开阔，波平浪静的

大景表现了出来。

示例二：这两句诗写“行舟”所

见景色，“平”“阔”“正”“悬”四字用

得好：“潮平”，两岸才显得宽阔；“风

正”帆才有悬空的态势。诗句对仗精

准，意境开阔，情绪饱满。

4.B（尾联则表现了离家已久

的诗人要让归雁把家书捎回家乡

洛阳。）

四、1.A
2.示例：在萧瑟的秋风中，在

寂寞的古道上，饱尝乡愁的游子骑

着一匹瘦马，在沉沉的暮色中向着

远方踽踽而行。

3.景语：枯萎的藤蔓，垂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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