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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课内阅读专项练习 

第一课观潮 

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

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

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

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们又沸腾起来。 

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再近些，

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

（），（）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

来。 

1、这段话是按照（）顺序来写的。 

A、由远及近 

B、由近及远 

2、这段话从（）、（）两方面来描写大潮来时的景象，使人如闻

其声，如见其景。 

3、这段中分别把浪潮比作（）、（）和（）。 

4.画波浪线的句子写得好吗？为什么？ 

5.《观潮》以总分结构独具特色，而这篇文章按照记叙文的常见

形式先交代了（）、（）、（）。这篇课文的结尾与《观潮》的开头

异曲同工，赞美了钱塘江大潮的是（）。 

第三课鸟的天堂 

起初周围是静寂的。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我们把手一拍，边

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

树上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

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树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

在扑翅膀（） 

1、给画的句子加标点。 

2、选出该段中的一对反义词（）-----（） 



3、这是作者第（）次来到“鸟的天堂”，看到鸟飞的热闹情景。 

4、这段话中描写鸟的形态的词有（）、（），描写鸟的颜色的词

有 

（）、（），描写鸟的动作的词有（）、（）、（）。 

三个“有的”构成了排比句写出了鸟的各种（），让我们感受到

了鸟的天堂里鸟的生活的（），表达了作者对鸟的天堂的（） 

和（）之情。 

5、从这段话中，我们不仅知道了鸟的（）多、（）多，还能感受 

到它们在这里生活得（）。 

6、这段话是（）态描写。 

第五课古诗两首 

1、默写《题西林壁》、《游山西村》，解释诗的含义。 

2、《题西林壁》是苏轼在游（）时题在（）墙壁上的一首 

诗。诗人分别从（）、（）、（）、（）、（）、（）这几个角

度观察了庐山。苏轼字（），（）朝人，号（），是“唐宋八大家”

之一。 

3、《题西林壁》中“题”的解释：（） 

4、山穷水复疑无路中的“疑”的解释：（） 

5、《题西林壁》这首诗告诉我们：想要对某个事物有全面的、符

合实际的认识， 

就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这是第（）句和第（）句诗所表达的

含义。（）这句话让人想起一句俗语（） 

6、《游山西村》的作者是（）代的（），诗人以（）字贯穿全诗， 

诗中（）字写出了农家款待客人用尽其所有的盛情。表现农家热

情好客的诗句是“”，诗句的最后一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 

7、昨天晚上，小红在做数学题是，尽管不断思考，还是找不到正

确的思路，爸 

爸走过来，给她做了指点，她很快解出了这道难题。这真是“＿

＿＿＿＿＿＿＿＿＿＿＿＿＿＿＿＿＿＿”。 



第六课爬山虎的脚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嫩绿

的。爬山虎 

的嫩叶，不大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是长大了的叶子。哪些叶子

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

（），没有（）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一阵风拂过，一墙的叶

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1、在文中的括号中填上合适的词语。 

2、根据选文写出“嫩”的意思 

嫩红： 

嫩叶： 

3、爬山虎的叶子有哪些特点？ 

4、文中画横线的语句中，你体会到作者是怎样观察事物的？ 

5、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

巴住墙。细丝原先是直的，现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使

它紧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 

1、用横线画出第二句的动词。 

2、你认为这些动词之间是什么关系？（答：） 

3、最后一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答：） 

4、爬山虎的脚上的细丝触着墙后先是（）的，后变为（）的了。 

第七课蟋蟀的住宅 

蟋蟀盖房子大多是在十月，秋天初寒的时候。它用前足扒土，还

用钳子搬掉较大的土块。它用强有力的后足踏地。后腿上有两排锯，

用它将泥土推到后面，倾斜地铺开。 

工作做得很快。蟋蟀钻在土底下干活，如果感到疲劳，他就在未

完工的家门口休息一会儿，头朝这外面，触须轻微的摆动。不大一会

儿，他又进去继续工作。我一连看了两个钟头，看得有些不耐烦了。 

1、“它用前足扒土”的“扒”字的读音和字义分别是（）和（）。 

2、找出第一段中写蟋蟀建造住宅的动作的词：（）、（）、（）、

（）、（）。 



3、“我一连看了两个钟头，看得有些不耐烦了。”从这句话，你

体会到了什么？ 

4、蟋蟀的住宅内部特点是（）、（）、（）、和（），外部特点

是（）、（）、（）和（）。 

5、蟋蟀的出名是因为它的（）和（）。 

6、选择恰当的关联词 

A：蟋蟀的出名（）由于它的唱歌，（）由于它的住宅。 

B：（）它的工具是那么简单，（）人们对它的劳动成果感到惊奇。

C：蟋蟀（）自己一点一点挖掘，（）肯随遇而安。 

4、修辞： 

A：在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 

B：蟋蟀有特别好的工具吗？没有。（） 

C：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 

D ：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第九课巨人的花园 

“喂！你赶快滚出去！”巨人大声叱责。小男孩没有拔腿逃跑，

却用他那会说话的眼睛凝视着巨人。不知怎的，巨人看着他的眼神，

心里感到火辣辣的。这个小男孩在树下一伸手，桃树马上绽出了绿芽，

开出许多美丽的花朵。 

“敖！是这么回事呀！”巨人终于明白，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

春天。它不仅抱住了那个孩子：“唤来寒冬的，是我那颗任性、冷酷

的心啊！要不是你提醒，春天将永远被我赶走了。谢谢你！” 

1、解释词语 

叱责： 

任性： 

2、为什么说“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 

3、巨人看着小男孩的眼神，为什么心里火辣辣的？他从小男孩的

眼里读懂了什么？ 

4、本文是一篇（）。作者是（）国作家（）。本文显著特 

点是运用（）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从中揭示了（）的道理。 



5、“巨人生活在（）和孩子们（），感到（）。” 

这是文章的中心句。 

第十一课去年的树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接着，他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 

唱完了歌，鸟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1、文中的两个“看”字，让人产生无穷的遐想。第一次“看”，

是“鸟”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好朋友树，它仿佛在说：（ 

）第二个“看”，是鸟儿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仿佛在说（） 

2、你从这两个“看”字中读出了什么？ 

3、我还知道表示“看”的字有（）、（）和（）。 

4、《去年的树》作者是（）国作家（）。这篇童话通过（） 

展开的故事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全文共有四次对话。第一次

是（）与（）的对话；第二次是（鸟儿）与（）的对话；第三次是（）

与（）的对话；第四次是（）与（）的对话。这四次对话，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故事，占美了高尚的、令人感动的（）。 

5、读了这段话，你想对小鸟说什么？ 

第十三课鹅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大体上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

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京剧里的净角出场。

它常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也毫不相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

子来咬你一口。 

１、用“———”画出本段的中心句。  

2、作者在这段中主要运用了（）的修辞方法，好在哪里？ 

3、这段话从（）和（）两个方面写了鹅（）的特点。 

4、这段话中将鹅的步态与（）进行了对比，突出了鹅的（）。 

5、你喜欢这只鹅吗？为什么？ 

6、作者还用（）来比喻鹅的（），不仅形象 

生动写出了鹅（），更显示出了鹅的步伐中透出的不可一世的傲

慢。 



7、作者在课文中重点表现白鹅的性格特点是（），主要采取了（）

等修辞方法。“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和（）中”，这

句话是文章的（），起（）的作用；又是（）句，不仅承接上一句，

还引起下文对鹅的描写。 

第十五课猫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很乖。它会找

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与不过问。可是，它决

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

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它听

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它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

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

来让你给它抓痒，或者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

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一，粗细各异，变化多端。

在不叫得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

她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也一声不出。 

它什么都怕，总是藏起来。可是他又那么凶猛，不要说见着小虫

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 

1、用画出文中的中心句。 

2、猫的古怪性格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3、“屏息凝视”的含义是什么？突出了什么？ 

4、你想对这只古怪的猫说点什么？ 

5、描写猫的叫声的词有： 

6、“小梅花”指的是什么？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7、用自己的话概括第二段的主要内容： 

8、《猫》的作者是著名作家（），原名（），字（）。他笔下的

猫性格有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时特别（），有时又特别

（）；二是高兴时（），不高兴时又（）；三是有时无比（），有时

又无比（）。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猫的（）之情。 

第十七课长城 



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很自然地想起

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来。单看着数不清的条石，一块有两三千斤

重，那时候没有火车、汽车，没有起重机，就是靠着无数的肩膀无数

的手，一步一步地抬上这陡峭的山岭。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 

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1、划线句子在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 

2、哪些动词说明已经来到了长城？ 

3、“很自然的想起”体现作者一种怎样的感情？ 

4、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的万里长城。 

（）表示无数，包含了作者无数的感慨；( )突出了长城的长，与

文章开头（）相呼应；（）字在这里表示长城的建成是多么的不容易；

整句话表达了作者（）之情。 

第十八课颐和园 

1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

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这条长廊有七百多米长，分成 273 间。

每一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画着人物、花草、风景，即千幅画没

有那两幅是相同的。长廊两旁栽满了花木，这一种花还没谢，那一种

花又开了。微风从左边的昆明湖上吹来， 

使人神清气爽。 

2 走完长廊，就来到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

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

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3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

眼底。葱郁的树丛，掩盖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正前

面，昆明湖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游船、画舫在湖面上

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点痕迹。向东眺望，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几座

古老的城楼和城里的白塔。 

1、文中能表现有人心情舒畅的词语是什么？ 



2、第一段重点描写了（），突出长廊的（）和（）的特点。文中

用 

表示颜色的词体现（），用具体数字“七百多米”来说明长廊的

（）特点。为了突出这一特点，作者先介绍了（）、（），再介绍

（）、（）。（ 

）抓住每间横槛上五彩画的特点，从内部介绍，（ 

）抓住长廊的风景宜人的特点，从外部介绍。 

3、“几千幅画没有那两幅是相同的”说明画（）。 

4、请用横“”画出各段中的过渡句。在文章中起（）作用。点明

（）。 

5、第一段中，有些动词记述了游览的过程，请写出来：（）、

（）、（）。第二段中用（）、（）。第三段用（）、（）。 

6、画“”的句子运用了（）的说明方法。 

7、第二段描写了来到（），看到（）和（）。观察顺序是（）。 

8、第三自然段描写站在（）看到的颐和园的景色。分别写了（）、

（）、（），重点描写（），突出（）。 

9、耸立的意思是：（），从“耸立”这个词中能体会到（ 

），从“一排排”这个词中能体会到（）。 

10、作者在写“佛香阁”和“排云殿”时用了相同的写法：都是

先（ 

），再（）。 

11、第三自然段中画线的句子写出了（）的美景，第一句先写了

（ 

）时的美，第二句写了（）时的美。作者运用（）的修辞方法和

（）的写法来描写昆明湖“静”和“绿”的特点 

12、从“滑”字能体会到什么？换成“划”字好吗？为什么？ 

13、作者根据（）顺序先后游览了（）、（）、（），几处景物

的特点，都突出了景色（）。课文的开头和结尾（），表达了作者的

（）之情。 

14、课文运用动词体现游览的顺序：进了（）-〉绕过（）-〉来



到（）-〉走完（）-〉来到（）-〉登上（）-〉……（）下来-> ()…… 

合理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方法，把景物特

点写具体、形象。15、“游船、画舫在湖面上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

一点痕迹”的句子中通过描写“游船、画舫”反衬出昆明湖的() 

16、选文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17、解释词语 

画舫： 

隐隐约约： 

姿态不一： 

葱郁： 

耸立： 

金碧辉煌： 

神情气爽： 

18、缩写句子： 

（1）北京的颐和园是个美丽的大公园。 

（2）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 

（3）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 

第二十课古诗两首 

1、默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 

2、《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作者是（）朝的（）。在诗中（ 

）（）送（）（）去（）（）。诗的前两句（），后两句（）。

（）这首诗描写了（ 

），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 

3、《送元二使安西》的作者是（）朝的诗人（）。这首诗描绘的

是（ 

）在（）送（）去( )的情景。诗中（ 

）表达了对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从（）、（）两个词语可以看

出诗人送别朋友的时间是（）季节。 

4、《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在内容上的共

同之处是（ 



）。 

第二十一课搭石 

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秋凉以后，人们早早地将搭石摆

放好。如果别处都有搭石，唯独这一处没有，人们会谴责这里的人懒

惰。上了点年岁的人，无论怎样急着赶路，只要发现哪块搭石不平稳，

一定会放下带的东西，找来合适的石头搭上，在在上边踏上几个来回，

直到满意才肯离去。 

家乡有一句“紧走搭石慢过桥”的俗语。搭石，原本就是天然石

头，踩上去难免会活动，走得快才容易保持平衡。人们走搭石不能抢

路，也不能突然止步。如果前面的人突然停住，后边的人没处落脚，

就会掉进水里。，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石的时候，动作是那

么协调有序！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踏踏的声音，像轻

快的音乐；清波漾漾，人影绰绰，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1、这两段话围绕那句话写的？用“”划出来。 

2、说说你对“紧走搭石慢走桥”这句话的理解。 

3、从文中划线部分的句子可以看出那里的人们（） 

4、用“”画出“给人画一般的美感”的句子。 

第二十二课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1 1999 年 9 月 22 日，早晨 7 时 30 分，阳光洒满了美丽的杭州

市，桂树还没有开花，晨风中已经飘来甜丝丝的香气。 

2 小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灿烂的阳光没有使他苍白的脸红润起来。

这个刚满 18 岁的年轻人，患了严重的白血病，生命就像即将凋零的含

苞的花朵，唯有骨髓移植，才能使这朵生命之花绽放。然而，要找到

适合移植的骨髓，又谈何容易。如果没有亲缘关系，大约在十万人里

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骨髓的人。小钱是幸运的，几经辗转，终于在

台湾找到了这样的人。 

3 在同一时刻，海峡彼岸的台湾花莲慈济医院，骨髓移植专家李博

士正不履匆匆地走进手术室。一位青年躺在病床上，等候着他来抽取

骨髓。就在昨天，一场里氏 7.3级大地震袭击台湾。此刻，大地仍在余

震中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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