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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 心)地等待 仔细地(端详) 尽职地(守卫) 

  (不断)地摇晃 轻易地(放弃) 痛苦地(叫喊) 

  (壮 丽)的景观 (奔腾)的江水 (美丽)的画面 

  (沸 腾)的温泉 (皑皑)的雪山 (关注)的热点 

  (漫 长)的严冬 (欢乐)的笑声 (刺骨)的寒风 

  (暖 和)的地方 (轻 微)的响动 (古 怪)的性格 

  (美 丽)的公园 (有名)的长廊 (金碧辉煌)的宫殿 

  (葱 郁)的树丛 (高大)的城楼 (长长)的堤岸 

  (美 好)的情感 (标准)的答案 (轻快)的音乐 

  (繁 华)的城市 (严重)的疾病 (希望)的火种 

  (热 切)的愿望 (热闹)的市场 (热烈)的掌声 

  (热 情)的接待 (尊敬)的领导 (亲爱)的同学 

  (敬 爱)的老师 特殊的(乘 客) 旅行的(快 乐) 

  有趣的(旅 行) 优良的(品种) 浩瀚的(太空) 

  神奇的(用 途) 惊人地(吻合) 急速地(奔跑) 

  (耐 心)地等待 仔细地(端详) 尽职地(守卫) 



  (不断)地摇晃 轻易地(放弃) 痛苦地(叫喊) 

  (伤 心)地哭泣 (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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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用“连……都……”造句。 

  例：A、屋里很安静，连滴滴答答的钟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B、这次考试好难，连张小华这样优秀的学生都没及格。 

  2、用“好像……就像……”造句。 

  例：A、荷塘里，荷花好像一位凌波仙子立在那，微风拂来，荷花摆动身姿，

就像在跳舞。 

  B、世界好像沙滩一样，而我，就像其中的一颗沙粒。  

  3、用“虽然……但是”造句。 

  例：A、虽然父母非常疼爱他，但他还是经常做错事来伤害父母的心 ! 

  B、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帮父母什么忙，但是我会努力学习，宽慰父母的

心。 

  4、用“疑问”造句。 

  例：A、心中有疑问就要向老师提出来，这样学习成绩才能提高。  

  B、你对这件事还有什么疑问吗? 

  5、用“渐渐地”造句。 

  例：A、雨渐渐地停了。 



  B、我渐渐地长大了。 

  6、用“静静地”造句。 

  例：A、王强静静地躺在床上养病。 

  B、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音乐。 

  7、用“惋惜地”造句。 

  例：A、妈妈惋惜地对我说：“这次考试，你要是再细心点就好了。” 

  B、小明惋惜地对我说：“这次拔河比赛，我们班又输了。” 

  8、用“……像……，像……”造句。 

  例：A、弯弯的月牙儿像小船，像镰刀，又像眉毛。(结合园地一复习) 

  B、蘑菇像一把小伞，荷叶像碧绿的大圆盘。 

  9、用“犹如”造句。 

  例：A、湖面犹如一面明亮的大镜子。 

  B、天上的白云犹如一群可爱的小山羊。 

  阅读理解解题步骤 

  一、浏览问题和背景，整体把握很从容 

  在考场上一般都是时间紧，题量大。不可能像平时精品细读，有足够的时间

去揣摩。这样如何合理利用时间，提高阅读效率就是一个需要掌握的技巧。首先

就是平时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把写作业当成答卷子。 

  阅读过程本身就是获取信息的过程，阅读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捕捉信息的多

少。做题时可先看看__的作者、写作时间和文后注释等内容，同时特别要浏览一



下后面问了哪些问题，从题目的选项中揣度出__大概主旨是什么。如果是记叙文，

则要注意其人物、情节等，如果是议论文，则要着重把握论点、论据、论证等要

素。了解作者的主要写作意图后再整体把握全文，对解题也就心中有数了。  

  二、确定区域定目标，圈点勾画细推敲 

  阅读大段__主要用精读的方法，需逐字逐句推敲揣摩，故平时练习要养成圈

点勾画、多做记号的习惯，可以先看题目涉及到文中哪些段落或区域，和哪些语

句有关。确定某一答题区域后，再仔细弄懂这一段每一句的意思，进而理清段落

之间的关系，了解行文思路。有了这一习惯就有可能形成较强分析综合能力。阅

读时反复琢磨题干，圈画与之相关的内容，答题时就不需要再从头至尾搜寻，可

节省不少宝贵时间。 

  语文阅读理解万能公式 

  一、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 

  二、修辞手法：比喻、拟人、排比、夸张、反复、借代、反问、设问、引用、

对比 

  三、说明文分类：  

  1、实物说明文、事理说明文、程序说明文  

  2、科技性说明文、文艺性说明文 (也叫科学小品或知识小品 ) 

  四、某句话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开篇点题;渲染气氛(散文)，埋下伏笔(记叙类__)，设置悬念(小

说)，为下文作辅垫，总领下文。  

  2、文中：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 



  3、文末：点明中心(散文);深化主题(记叙类__);照应开头(议论文、记叙类

__文、小说) 

  五、句子含义的解答： 

  这样的题目，句子中往往有一个词语或短语用了比喻、对比、借代、象征等

表现方法。答题时，把它们所指的对象揭示出来，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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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词语】 

  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每篇课文后面要求说说写写的词语，都

应该正确地读写及积累。 

  【理解词语】 

  理解词语的方法： 

  1、弄清这个词语中，两个关键性的字的意思，然后考虑整个词语的意思。

例“凝神谛听”这个词，其中“谛”是“仔细”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是“注

意力仔细地听”。 

  2、有些词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要注意它们的比喻或引伸义。例：“目

瞪口呆”这个词常常用来比喻惊讶的样子，而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  

  3、要结合语言环境，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词语的意思。如：“这茶叶的香味

吓煞人。嫩叶如同一条青龙上下翻飞，煞是好看”。前一个“煞”是“杀”的意

思，后一个“煞”是“极”的意思。 

  一、辨析词义 

  辨析词义的方法： 



  1、要搞清词语的感情色彩。例：“团结”和“勾结”，都有一个“为了一

个目的联合和结合“的意思。“团结”用于好的方面，而“勾结”用于坏的方面，

指“进行不正当的活动而暗中结合”。 

  2、注意运用的对象。如：“爱戴”和“爱抚”，前者用于党、领袖、英雄，

后者用于老一辈对后代。 

  3、注意范围的大小。如：“辽阔”和“广阔”，都是指面积广大，但辽阔

比广阔所指的范围更大。 

  4、注意程度的轻重。如：“喜爱”和“酷爱”，都有爱好某事某物之意，

但“酷爱”比“喜爱”的程度重。 

  5、考虑词语搭配的习惯。如“提高水平”，“改进方法”，“改善生活”

等。 

  二、用词造句要做到： 

  1、正确理解词语的意思，注意它的使用习惯，特别要留心这个词语用在什

么场合，常跟哪些词语搭配。 

  2、把意思表达完整。 

  三、词语的归类或排列，常见的可以从词语所代表事物的性质、特点、用途、

概念大小，相关相对关系等方面来考虑。 

  多义词复习指导 

  一字多义、一词多义是汉语言的一大特点。在小学阶段，只要学生了解这一

特点，并能在理解词语的基本义的基础上，联系语言环境理解词语的引申义和比

喻义。 

  【建议】 



  1、从学习能力与习惯培养入手，让学生养成查阅字典的习惯，培养能正确

选择词义的能力。 

  2、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过程中提高学生解词水平。 

  3、结合词语的近义词、反义词，逐步提高对一词多义的认识。 

  【复习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⑴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认识 3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地

书写汉字，?有一定的速度。”这是学生最基本的语文素养之一。因此必须重视

对字、词的复习。 

  ⑵ 的能力是帮助学生学习字词的重要能力，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学生

今后学习和工作中经常运用的技能。因此，不仅应学会音序查字法、部首查字法，

还应学会数笔画查字法。复习中应结合学生的情况经常运用，逐步?养成习惯，

但不必过多的进行专门的练习。 

  ⑶ 的重点和难点是确定部首及选择解释。对此应结合课文中的字词进行指

导，?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并作必要的练习。 

  ⑷ 词语复习的重点是理解和运用。对常用词语和课文中的重点词语，应采

用各种形式?让学生进行运用。写近、反义词，选词填空是常见的形式，还有造

句，联词成文，词语搭配等?都应当让学生进行练习。 

  成语复习指导 

  为了突出成语的重要，特将成语单独作为一部分。成语是汉语中的精粹，是

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固定词组或短句。汉语中的成语常常由四个字

组成，一般都有出处。许多成语都有一个生动有趣、富含哲理的故事，如：杯弓

蛇影、天衣无缝、一鸣惊人等。因此，学习成语不仅能积累词汇，而且能增强阅

读、理解水平，了解历史，拓宽知识面，另外如果能恰当地使用它，会使语言更

精练，更形象生动，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教学建议】 

  1、依据教材，回忆并引导学生梳理小学阶段学习过的成语，在此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2、以语文活动课形式，交流课外学习的常用成语，并达到引导学生注重平

时阅读积累和学以致用的目的。 

  3、设计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成语练习，让学生在练习中增强兴趣，如：成

语竞猜、成语接龙、成语对联等游戏性练习。 

  2、可以利用教室中的板报和学习园地，辟成语学习的专栏，由学生编稿、

组稿，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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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词语积累: 

  摇头摆尾:出生入死、半信半疑、虎头蛇尾 

  东张西望：天长地久、左顾右盼、有去无回 

  动物成语：画龙点睛、狐假虎威、九牛二毛、狼心狗肺、一马当先、画蛇添

足 

  二、根据意思写词语： 

  1、有点相信，有点怀疑(半信半疑) 

  2、东瞧瞧，西看看(东张西望) 

  3、形容十分得意和傲慢的样子(神气活现) 

  4、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欺压人(狐假虎威) 



  三、照样子写句子 

  教室里静得鸦雀无声 

  狐假虎威中“假”是多音字，读jia(表示借用的意思)读 jia(寒假) 

  四、在括号里填上恰当的冠词 

  一(只)小獾两(把)椅子三(只)苹果 

  一(位)作家一(群)虾一(份)报告 

  一(幅)插图一(本)图书一(种)动物 

  五、照样子写词语 

  1、结结实实：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干干净净、密密麻麻、拖拖拉拉、挨

挨挤挤、郁郁葱葱 

  2、无边无际：无边无垠、无声无息、无穷无尽、无法无天、无时无刻 

  3、越来越小：越下越大、越来越冷、越跑越快、越走越慢、越开越密 

  4、东张西望：东奔西跑、东躲西藏、东倒西歪 

  六、括号里填上表示声音的词语 

  例：溪水(哗哗)地奔向大海 

  1、青蛙(呱呱)地跳到池塘里。 

  2、北风(呼呼)地吹着，湖面上很快就结了一层冰。 

  3、汽车(嘀嘀)地鸣着喇叭从街上驶过。 

  上文是最新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词语知识点，希望__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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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语 

  词语复习要做到能正确地读，写已学过的词语，理解学过的词语的意思，并

能正确运用。能按要求给词语进生归类。 

  (一)、积累词语：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每篇课文后面要求说

说写写的词语，都应该正确地读写及积累。 

  (二)、理解词语：理解词语的方法： 

  (1)弄清这个词语中，两个关键性的字的意思，然后考虑整个词语的意思。

例凝神谛听这个词，其中谛是仔细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是集中注意力仔细地

听。 

  (2)有些词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要注意它们的比喻或引伸义。例：目瞪

口呆这个词常常用来比喻惊讶的样子，而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 

  (3)要结合语言环境，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词语的意思。如：这茶叶的香味吓

煞人。嫩叶如同一条青龙上下翻飞，煞是好看。前一个煞是杀的意思，后一个煞

是极的意思。 

  一、辨析词义辨析词义的方法： 

  (1)要搞清词语的感情色彩。例：团结和勾结，都有一个为了一个目的联合

和结合的意思。团结用于好的方面，而勾结用于坏的方面，指进行不正当的活动

而暗中结合。 

  (2)注意运用的对象。如：爱戴和爱抚，前者用于党、领袖、英雄，后者用

于老一辈对后代。 



  (3)注意范围的大小。如：辽阔和广阔，都是指面积广大，但辽阔比广阔所

指的范围更大。 

  (4)注意程度的轻重。如：喜爱和酷爱，都有爱好某事某物之意，但酷爱比

喜爱的程度重。 

  (5)考虑词语搭配的习惯。如提高水平，改进方法，改善生活等。 

  二、用词造句要做到： 

  (1)正确理解词语的意思，注意它的使用习惯，特别要留心这个词语用在什

么场合，常跟哪些词语搭配。 

  (2)把意思表达完整。 

  三、词语的归类或排列： 

  常见的可以从词语所代表事物的性质、特点、用途、概念大小，相关相对关

系等方面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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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BB：慢吞吞、懒洋洋、兴冲冲、圆溜溜、胖乎乎、红扑扑、笑呵呵、乐

陶陶、喜滋滋、静悄悄、雾沉沉、雨蒙蒙、绿油油、黑糊糊、白花花、白茫茫  

  AABB：高高兴兴、许许多多、漂漂亮亮、仔仔细细、红红火火、明明白白、

花花绿绿、干干净净、严严实实、舒舒服服、确确实实、零零星星、结结实实、

郁郁葱葱、大大小小、多多少少、深深浅浅、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粗粗细细、

日日夜夜、来来往往 

  AABC：栩栩如生、翩翩起舞、恋恋不舍、历历在目、面面俱到、头头是道、

源源不断、彬彬有礼、息息相关、蒸蒸日上、津津有味、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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