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编版(五四制）六年级下 

第一单元单元练习题 

一、单选题 

1. 下列词语书写和加下划线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 脱缰（jiāng） 间断（jiàn） 寺院（sì） 青面缭牙（liáo） 

B. 高醋（cù） 年糕（gāo） 栖鸦（xī） 无暇顾及（xiá） 

C. 浓稠（cóu） 响彻（chè） 雄浑（hún） 独出心裁（cái） 

D. 敦厚（dūn） 吞噬（shì） 旷野（kuàng） 哄堂大笑（hōng ） 

2. 下列字形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 甜腻 浓稠 敦厚 张灯结彩 B. 响彻 糊涂 脱僵 能歌善舞 

C. 肿涨 朴实 稀烂 开山鼻祖 D. 粉碎 恐怖 沸滕 青面獠牙 

3. 下列句中加下划线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 土豆和红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作物。 

B. 在知识的海洋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遨游。 

C. 在高低杠比赛中，李翔的单臂大回环做得近乎完美，堪称这一高

难度动作的开山鼻祖。 

D. 他喜爱小说，家里收藏了各种小说，古今中外的都有，不一而足。 

4.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学生懂得劳动

最光荣、最崇高的道理。 

B.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不再发生，各学校加大了宣传力度，采取了切

实有效的措施。 



C. 在当时，和许多传统戏种一样，昆曲也存在着演员老化、观众老

化、演出形式老化、乏人问津。 

D. 能否有效地推动校园扫黑除恶工作，是实现平安校园的前提和保

障。 

5. 依次填入下面文字空白处的语句，衔接恰当的一项是（ ） 

民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文字出现以前，民俗靠话语口口

相传，有了____________，便有了____________。文艺张扬民俗，民俗在

不断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得到重塑和创新。这样看来，____________是一

个问题，____________更是一个问题。 

①是地域文化的沉积 

②探讨文艺话语保护和传承民俗 

③文字记载和文艺话语载体 

④承载着博大深远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 

⑤寻找文艺介入民俗的有效切入点 

⑥生动鲜活、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A. ①④⑤⑥②③ B. ④①⑥③②⑤ C. ①④③⑥②⑤ D. ④①②⑤⑥③ 

6. 结合语境，将下列句子填入横线处，顺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几番秋雨之后，__________；早凋的梧楸，__________；金黄色的晓霞，

__________；泼靛的波面，__________。 

①从杈桠树隙里，深入溪中 

②溪水长了几篙 

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④飞尽了翠叶 

A. ②④①③ B. ①③④② C. ①④③② D. ②④③① 

7. 下列对句子所运用的修辞手法的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比喻） 

B. 花生仁儿脱了它的红外套，这是不消说的事。（拟人） 

C. 住方家大院的八儿，今天喜得快要发疯了。（比喻） 

D. 藏戏的艺人们席地而唱，不要幕布，不要灯光，不要道具，只要

一鼓、一钹为其伴奏。（排比） 

8. 下列句子中标点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 “妈，妈，要到什么时候才……”八儿着急地说。 

B. 一位文学家说：“得意时，应准备一条退路；失意时，要寻找一条

出路”。 

C. “怎么啦？你。”我看到他在呕吐就吃惊地喊。 

D. 艺人们唱着、说着、跳着，在面具下演绎着各种故事。 

9. 学校预备举办“创意美食节”活动，在操场上搭设了“美食街”，“街”

口大门上要挂一副对联，学校特此征集。米豆拟的上联是“创意烹出

新味道”，小轩对了几个下联，你选择的是（） 

A. 美食品味好生活 B. 美食唤来好生活 C. 美食生活真美好 D. 美

食生活重常规 

10.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A. 《北京的春节》一文中，老舍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中国节日习俗的

温馨和美好，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B. 《寒食》是唐代诗人韩翃创作的一首七绝，写的是中国的一个传

统节日，冬至前禁火只吃冷食，故称“寒食”。 

C. 《十五夜望月》作者唐代诗人王建用形象的语言，丰富的想象，

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 

D. 《腊八粥》作者沈从文，本文围绕着八儿特别想吃腊八粥展开故

事情节，体现了八儿对腊八粥的渴望和喜爱，字里行间流露着浓浓的

亲情。 

二、默写 

11. 默写填空。 

（1）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唐代，寒食节是最重要的民俗节日之一，禁火，成为寒食节的

标志。而禁火期过，又有乞新火的习俗。《寒食》一诗中体现这一习

俗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十五夜望月》中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有异曲

同工之妙，描绘月光皎洁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春度春归无限春，____________。 

三、综合性学习（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5.0分） 

12. 综合性学习。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帮助同学们深入了解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鼓励

同学们在生活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意义，学校准备开展一次以“传统节

日知多少”为主题的班级活动，请你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 

(1) 【活动一：解读徽标】 学校搜集了以下三幅传统节日徽标，请



你依照示例，简要说说“春节”或“中秋”的主体图案内容和寓意。 

示例：端午徽标，主体图案利用粽子、龙舟这两个标志性符号，构成

一幅山川连绵、龙舟竞渡的画面，舟中嵌入“端午”二字，加强标识的

整体感。寓意生活满载希望，蒸蒸日上。 

(2) 【活动二：探寻习俗】请你写出当地“春节”“端午节”或“中秋节”

的民俗活动和饮食文化各一项。 

我选：____________ 

民俗活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饮食文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活动三：谈古论今】从下面材料二、三中任选一则，参照示例，

写出你的探究结论。 

材料一：中国传统节日不仅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

重阳，还有上巳（三月三日）、中元、冬至、腊八、祭灶等。 

材料二：在我国漫长的农耕历史上，每逢传统节日，人们都要举行与

农业祭祀、祖先崇拜、驱邪禳灾等有关的特殊仪式，这些仪式有着上

千年的辉煌和浪漫。 

材料三：今天，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不仅海外的华人华

侨在过传统节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开始过中国的传统节日。 

示例：我选择材料一，探究的结论是：中国传统节日丰富多样。 

我选择材料____________，探究的结论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4) 【活动四：喜送祝福】请选择你最喜欢的一个传统节日，给你的

老师写一条节日祝福短信，至少使用一种修辞手法。 

四、现代文阅读 

13.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题目。 

儿时年味 

陇 耕 

①我们村口有一株腊梅树，当山上树叶凋零时，它便长满了洁白、浅

黄的花蕾，在寒风中举眉高歌，似乎在提醒人们：腊梅报喜，春节将

至。于是，房前屋后便被浓浓的年味笼罩，和着童年的记忆在空气里

蔓延开来。 

②杀猪是村里的传统年俗，在我小时候是很盛行的，如今已很少见了。

那个时期，一般的农户，只有在娶媳妇或盖新房时，才会杀猪。唯独

过年是个例外，即使家里没有养猪，也要去街市上买一头回来宰杀。

村里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一户人家就得杀上一头。家境一般的，就会

与亲戚邻居合伙，几户人家杀一头年猪。我们这些孩子，就远远地望

着大人们“磨刀霍霍向猪羊”，边看边跺脚，几分兴奋，几分惧怕。年

猪被收拾妥当后，会送一些给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来往较密的邻居

也会送一些，图个喜庆。过年前大家就先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联络

感情，好好热闹一番。 

③村里过年离不开爆竹。一串串火红的鞭炮，犹如一条条响尾蛇，盘

在门前，缠在街道，吐着火舌信子，被激怒只需要一秒。胆大的就直

接划火柴去点燃，胆小的就会先点燃一根香，然后缓缓靠近引线。特



红的鞭炮，引线很短，一不留神，就会炸到自己，尽管威力不大，但

总归会让人猝不及防，受些惊吓。我们这些小伙伴，会买各种各样的

爆竹，比如摔炮、划炮、冲天鼠、降落伞……这些爆竹能上天，能下

水，让人乐此不疲。 

④红红的春联，如同酿成的甜甜的蜜。这时候，裁红纸，买糨糊，村

里几个会写毛笔字的老人就要忙碌好一阵子，家家户户都要排队请他

们写春联。门楣上贴好了火红的春联，窗户上贴上了漂亮的窗花。粮

仓、畜圈、柜子等处的春联，都表示喜庆与希望。另外还有单联，不

同位置所贴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每个屋内都贴“抬头见喜”，大门对

面贴“出门见喜”，树上贴“根深叶茂”，等等。 

⑤年三十的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这一整天家里的“大厨”

都围着厨房转。炒菜、红烧鱼、炖猪蹄、酿豆腐、血鸭、冬笋腊肉、

红薯粉……大锅里炖着整只鸡，整间厨房都飘着香味。每道菜端上来

时，我都要轻抬下巴，好像一不留神口水就会流出来，接着是一阵狼

吞虎咽。让人不觉感慨：夕阳西下，吃撑的人在老家。 

⑥除夕过去，就要拜年了。过去拜年都是走家串户，而且要早起。天

还没亮就要起来，跟着小伙伴们，踏上拜年的旅途。尽管此时天色还

是漆黑的，家家户户却已经在烧炭盆烤火了，我跟在队伍后面，嘴里

不停地喊出一句句祝福语。接受拜年的人，笑容满面，出门握手，寒

暄祝福。接着就往我们口袋里塞糖果、花生、瓜子。告别了这家，我

们又匆匆跑向下一家。 

⑦正月十五以前，外公总要带上我去邻村或邻县的远房亲戚家拜年，



屋里也要留个人看家，以免别的亲戚拜年扑空。对于那时的我而言，

拜不拜年不打紧，重要的是许久未见的小伙伴，以及长辈们塞过来的

压岁钱。有时候，小伙伴去了其他地方拜年，满心期待却落空的我，

仿佛一个泄气的皮球，脸上再也找不到拜年的喜悦。大人们刚吃完中

午饭，我就要撒野闹着回家，任由亲戚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 

⑧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当我还沉浸在回忆的喜悦中，

不知从哪儿飞出一道悠扬的鸣笛声。我知道，列车该出发了。 

(1) 阅读全文，简要概括文章介绍的过年的风俗。 

(2) 文章第①段有什么作用？ 

(3) 

请从修辞手法的角度，结合加点的内容，赏析下面的句子。 

一串串火红的鞭炮，犹如一条条响尾蛇，盘在门前，缠在街道，吐着

火舌信子，被激怒只需要一秒。 

(4) 文章多处引用或化用诗句，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14.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飘香的炒麦粉 

周钰栋 

①每到麦收季节，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飘香的炒麦粉。 

②说起这炒麦粉，在中国美食系列的族谱中还真找不到它的位置，因

为它太普通、太不起眼了。原因首先在于其用材单一：小麦粉或大麦

粉。其次是烹制简单：或将小麦粉、大麦粉直接放入铁锅中翻炒至焦

黄色，飘出香味即可；或将淘净的小麦粒、大麦粒先放入铁锅中翻炒



熟后再用石磨磨成粉。第三是食用简单：舀几勺炒麦粉放入碗中，只

需用开水冲泡后调制成糊状即可食之，若要讲究一点，放点白糖，即

可送入嘴中，享受美食。 

③虽说炒麦粉如此普通，如此简单，可在饥饿时代它又显得十分金贵。

那时大家的口粮都是按计划按月配给，谁家都不可能有多余的面粉供

你做炒麦粉，有做的，那定是家中有坐月子的产妇或刚断奶的稚童。

还有个例外，就是家中有人要出远门，带上炒麦粉是为了能省下一笔

上饭馆的开支（据说还能治水土不服）。我能吃上炒麦粉是当知青的

时候，时时惦念着我的母亲不时会在口粮中挤出一点面粉炒熟后经邮

局给我寄来。每当我打开邮包闻到从中飘出的麦香，口水就会在一瞬

间溢满整个口腔，整个身心仿佛全都被妈妈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包裹

了起来，那份温暖足可以让我醉上几天。后来，回城了，虽说生活在

不断地改善，能端到嘴边的美食也层出不穷，但我还是会不时烹制一

些炒麦粉放在咖啡瓶里备着，作夜宵用。 

④去年的麦收时节，我回了一趟第二故乡，见村里的老人也在忙着为

在城里打工的孩子炒麦粉。那醇厚、浓烈的麦香不断地从一家家的窗

户里飘散出来，沁人心脾。为了炒好这麦粉，老人们要忙活多时。他

们得先从新收的麦子（主要是大麦）里细细地挑选出粒粒饱满闪着金

黄的麦粒，然后淘洗干净后沥干，再入锅用文火慢慢翻炒至麦粒泛出

淡淡的焦黄色，飘出浓烈的麦香便起锅。待凉透后再用石磨细细磨成

粉。据说，这种先将麦粒炒熟后再磨成粉的做法还是在城里打工的孩

子关照的，目的是好让炒麦粉保留住全麦的成分，吃起来更有营养。 



⑤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我母亲为我炒制炒麦粉，再

千里迢迢从城里邮寄到乡下，是为了不让我挨饿，让我服水土。如今

乡村里的父老为进城打工的孩子炒制炒麦粉，再千里迢迢地通过快递

从乡下往城里寄，却是为了给吃腻了美食的孩子换个口味，勿忘家的

味道。尽管这炒麦粉的风水在轮流转，但不管如何转，其情，依然系

着天下父母心；其味，依然是老手艺；其香，依然是从故乡的柴灶上

飘出。无论你我处在河东还是河西，那飘香的炒麦粉，永远是心中乡

愁的寄托。 

（选自《新民晚报》）2020 年 8 月 29 日，有校改） 

(1) 文章第②段写道，“说起这炒麦粉，在中国美食系列的族谱中还真

找不到它的位置”，请概括原因。 

(2) 请按照提示，完成以下对行文思路的梳理。 

全文以____________为线索，把相关的内容串起来，先介绍炒麦粉的特

点，再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最后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根据提示，赏析文中画线句。 

整个身心仿佛全都被妈妈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包裹了起来，那份温暖

足可以让我醉上几天。（揣摩加点词语，品味其表达效果） 

(4) 根据提示，赏析文中画线句。 

他们得先从新收的麦子（主要是大麦）里细细地挑选出粒粒饱满闪着

金黄的麦粒，然后淘洗干净后沥干，再入锅用文火慢慢翻炒至麦粒泛

出淡淡的焦黄色，飘出浓烈的麦香便起锅。待凉透后再用石磨细细磨

成粉。（从两组不同符号的词语中任选一组，赏析其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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