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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苏教版四年级上册语文阅读理解专项同步练习及答案 

一、 阅读练习。 

登泰山观日出(节选) 

①泰山是闻名中外的游览胜地。今年春节期间，我有幸登上泰山观看日出。 

②凌晨 2 点半，我开始登山。起头的路不算陡，我走得很快。一路上很寂静，除了夜

风偶尔带来的松涛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山势越来越陡，抬头望去，夜色中的整个泰

山就像一堵高大的墙顶天而立，给人以天有多高，山有多高的感觉。 

③到了中天门，刚 4 点半，天还是黑黑的，我怕耽误看日出，不敢停留，仍继续往前

走。 

④到达对松亭时，天已微明。我站在亭前向下俯视，虽有浓浓的云雾笼罩着，但山势

依稀可辨，有的如马鞍俯卧，有的如驼峰耸立。云雾不断地扩展着，飘动着，升腾着，有

的像雪白的棉絮层层叠叠地飘落在山峰中间，有的像长长的绸带悬在空中，有的撞碎在山

崖上，像涨潮时的海水在岸边溅起无数朵白色的浪花。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四周竟是一

片云海。 

⑤从对松亭往上，路更险峻了，我一步三喘地往上爬。猛抬头一看，南天门正在头顶

上，山路宽一丈，像一张瀑布从峭壁上直落而下。我扶住路边的铁栏杆，沿着窄窄的石板

砌成的台阶，艰难地向上攀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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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爬了几十级台阶，我实在累得不行，就坐下来休息。这时，几位老人拄着拐杖缓步

走到我身旁。其中一位白胡须老大爷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累了吧？”我被老大爷的精

神所鼓舞，说了一声不累就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向上攀登。 

1．用“——”画出第⑤自然段中的一个比喻句，并完成练习。 

这句话把______比作______，这样写是为了说明泰山山峰的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2．第④自然段画“     ”的句子用了______和______的修辞手法，用______、

______、______来比喻云雾。作者笔下的云雾可以用词语________来形容。 

3．选文按________的顺序，写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景物，重点写了

________的景物。 

4．文中的老大爷有着怎样的精神？遇到老大爷后“我”心里会怎样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读了选文，你感受到东岳泰山有怎样的特点？除了东岳泰山，你还知道其他几岳

分别是哪些山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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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日落 

我最爱看日落的景观。今天我又登上楼的最高点，观赏日落。 

我抬起头，只见那万里的晴空本来是淡蓝色的，像明静的湖水，现在越来越蓝，越来

越浓了，简直像画家在用蓝色的画笔层层加深。太阳已斜靠着西山，它收敛起刺眼的光

芒，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露着红红的脸蛋。在它的周围，有一束束灿烂的光，一圈圈柔和的

圆晕，它身边的天空却呈现出黄里透紫的悦目色彩，镶嵌在天边连绵起伏的山峦，在夕阳

的映照下，披上一层金光，显得分外壮观。 

过了一会儿，太阳的光更柔弱了，可它的脸颊更红了，像个大红球，向着天空，向着

地面，向着山峦喷出了红艳艳的嫩光。它身边的晚霞不断地扩大着范围，在更换着锦衣，

粉红的、红的、紫的……五光十色，好看极了。霎时间，艳丽的晚霞弥漫了大半个天，像

铺开了一副巨大的瑰丽的绸缎。 

太阳慢慢地向西山背后退去，最后只一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身边的晚霞也在归

林的鸟雀声中收起最后一丝光泽。我凝视着天边，我的心久久陶醉在这日落的景观之

中…… 

1．本文主要运用了      修辞手法。在文中用“    ”画出一句。 

2．作者按_____顺序描写了日落的景色。由于作者抓住日落时太阳的_____，先写太阳

像__________，再写太阳像______，最后写太阳___________，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日落的壮观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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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外阅读。 

特殊的点名 

刺耳的铃声急骤响起，马教授心头一震，随即用发颤的声音说道：“同学们，下课

了！” 

然而，同学们睁着大大的眼睛，目光聚集在他们敬爱的老师身上，谁也没有动。四年

前，他们怀着无限的憧憬踏进校园，转眼就要毕业了。明天，他们将奔向各自的岗位。面

对讲台上这位慈父般的老人，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平易近人的老专家，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

给了教育事业的老教授，他们是多么想把时光留住片刻，和老教授多待一刻呀！怅然之

中，他们每个人还意识到，只要这个班集体一解散，就意味着他们这一生再也难以相聚

了。 

马教授望着自己的学生们，喉结动了动，他很想再次宣布“同学们，下课了”，但嘴

巴张了张，竟未能说出来。教室里一片寂静。 

这时，班长站了起来，红着眼圈说：“老师，您给我们点个名吧！” 

沉默打破了。同学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点，渴盼地望着老师说：“对！老师，您就

再给我们点一次名吧！” 

马教授愣怔了半晌，深情地扫视了一遍同学们，然后捧起了花名册。同学们立即调整

坐姿，端端正正坐好，静神凝望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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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点名！”马教授清了清嗓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肖石、温天立、张颖……”他大声呼点着。四十五位同学相继站起来又端正坐下。 

“马国政！” 

“？”同学们蒙了。 

“到！”未等同学们反应过来，马教授已经响亮地回答了自己。 

掌声立即掀起，同学们眼里噙满了激动和幸福的泪水。 

1．本文主要运用了（_____）和（______）两种描写方法。 

A 语言描写   B 场面描写    C 动作描写    D．景物描写 

2．下课了，为什么同学们“谁也没有动”？ 请用原文语句回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最后一自然段中，为什么“同学们眼里噙满了激动和幸福的泪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将文中马教授“捧起花名册”中的“捧”改成“拿”可以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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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马教授为什么要点出自己的名字？从这里你看出他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课内阅读。 

《爬山虎的脚》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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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叶子绿得那么鲜艳，看着非常舒服。叶

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一阵风拂

过，一墙的叶子就荡起波纹，好看得很。 

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道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

山虎是有脚的。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

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脚。 

1．给下面句子中的“一”选择正确答案。 

A．数量一    B．一律，没有意外     C．满，全   D．表示最少 

（1）叶尖一顺儿朝下（_____） 

（2）不留一点儿空隙（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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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阵风拂过（_____） 

（4）一墙的叶子就荡起波纹（_____） 

2．这篇文章的作者是（______） 

3．作者通过（______），发现了爬山虎的脚生长的（______）、（______）和

（______）。 

4．如果划线的句子去掉“荡起波纹”，好不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课外阅读。 

大自然的色彩是迷人的。红的花,绿的叶,湛蓝的天空,蔚蓝的海洋,都是一幅幅美妙的图

画。你是否想过,大自然的色彩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天空是蓝的,树是绿的?而当夜幕降临

后,不管是远山还是近树都成了黑色? 

大自然的这些色彩都与太阳光有关。阳光是复色光,它的可见光部分由红、橙、黄、

绿、青、蓝、紫这七种单色光组成。不透明的物体反射某一些光,而吸收另一些单色光,物

体的颜色就是由它所反射的那些光决定的。譬如,红苹果只反射红光,看上去就是红的;雪对

阳光是全反射,哪一种也不吸收,因此是白色。所谓黑色,其实是将七种光全部吸收。当这七

种光既不被物体反射,也不被物体吸收,而是全部通过物体的时候,这个物体就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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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所以呈现蓝色,道理也与此相类似。在七种单色光中,蓝色光的波长很短,极易被大

气中的微粒反射。而蓝色能不断被这些微粒反射和折射,因此我们看见的天空是蓝的。 

日落以后,物体没有阳光可反射,大自然也就沉睡在黑色的夜幕之中了。 

1．文中画“  ”的句子运用了____的修辞手法,其作用是_____。 

2．第 2 段画“  ”句子运用了____的说明方法。 

3．天空呈现蓝色的原因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给本文选一个恰当的题目:(  )。 

A．大自然色彩的奥秘 

B．天空为何呈现蓝色 

C．太阳光的奥秘 

D．大自然 

六、 课内阅读。 

“诺曼底号”遇难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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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威巍然屹立在他的船长岗位上，指挥着，主宰着，领导着大家。他把每件事和每

个人都考虑到了，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镇定自若，仿佛他不是给人而是在给灾难下达

命令，就连失事的船舶似乎也听从他的调遣。 

过了一会儿，他喊道： 

“把克莱芒救出去!” 

克莱芒是见习水手，还不过是个孩子。 

轮船在深深的海水中慢慢下沉。 

人们尽力加快速度划着小艇，在“诺曼底号”和“玛丽号”之间来回穿梭。 

“快干!”船长又叫道。 

二十分钟到了，轮船沉没了。 

船头先下去，须臾，海水把船尾也浸没了。 

哈尔威船长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铸，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

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薄雾，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 

1．根据解释从文中找出相应的词语。 

①吓得不知怎么办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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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遇到紧急情况不慌不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像钢铁铸成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山势直立高耸的样子，形容船长站在那直直的一动不动。________ 

2．从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派遣——________    片刻——________ 

沉没——________    好像——________ 

3．“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为什么用“奔”不

用“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找出文中描写哈尔威船长镇定指挥、临危不惧的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课内阅读。 

盘古开天地(节选) 

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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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飘动的(    )；他发出的(    )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左眼变成了

(    )，照耀大地，他的右眼变成了(    )，给夜晚带来光明；他的四肢和躯干

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他的(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

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 

1．按原文填空。 

2．这段话是围绕着哪句话来写的？请用波浪线画出来。 

3．照样子改写选段中画“——”的句子。 

例：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 

滋润万物的雨露是他的汗水变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从选段中可以看出盘古是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人。 

5．《盘古开天地》是中国神话，你还读过哪些神话故事呢？请列举出其中的两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①坎坷中的记忆最难忘却。那年冬天，弟弟患了急性肾炎。于是，父亲东拼西凑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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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钱，每日背着弟弟去乡卫生院治疗。数九寒天，风雪交加，空着手走路尚且艰难，更何

况父亲要背着十来岁的弟弟翻山越岭走上二十余里路。每一次，父亲都不惧风雪，护送弟

弟，坚持治疗。有一天，我跟在父亲后面当帮手。回来时，父亲放下背上的弟弟，坐在路

边的石头上歇息，望着积雪逐渐消融而变得花白了的山野，他喃喃地说：“冬天快过去

了。” 

②还是一个冬季。有天早上，我磨蹭着没去上学。饭票前天就用完了，家里无米让我

背到学校换饭票；借给我饭票的同学家里同样拮据。因此，今天去学校，不仅自己肚皮打

发不了，也无法面对帮助过我的同学。父亲得知，喉头蠕动一下，手抚在我的头上，说

“你先去上学，我不会让你挨饿的。” 

③果然，中午时父亲扛着一袋米赶到学校来了。他脚步沉重地走在冬天的残雪里，老

远就听到他的喘息声。我跟在他后面，几次要帮他一把，都被他拒绝了：“不用不用，你

人还小，扛不动。”望着父亲被压得弯弯的腰，我鼻子突然一阵发酸。后来知道，这袋米

是父亲向好几个亲威家借来的，他天蒙蒙亮就出门了。父亲临走前，抚着我的头，叮嘱

道：“娃儿，好好念书，冬天快过去了。” 

④父亲不是个文化人，说不出什么思想深刻的话语。但那句“冬天快过去了”的喃喃

自语，胜过我读过的任何诗句，给我以鼓舞，让我对未来充满期望。 

⑤今天的生活已经彻底告别了“冬天”，与年少时相比，即使用四季如春来形容也不

过分，但父亲教给我们的“熬过冬天”的体验使我终身难忘。有了这样的体验，其实就是

拥有了一种力量啊。感谢你，父亲。 

1．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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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全 文 列 举 了 父 亲 的 两 件 事 ： 一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 二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短文第①自然段中的“不惧风雪”一词概括了父亲面对风雪护送弟弟时的表现，

请将这一情景进行具体描写。（30 字左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给文章加个合适的题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父亲的话“冬天快过去了”仅仅是指冬季快结束了吗？还有什么含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父亲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 阅读短文，完成练习。 

欣赏是一种善良 

1852 年秋天，屠格涅夫在打猎时无意间捡到一本皱巴巴的《现代人》杂志。他随手

翻了几页，竟被一篇题为《童年》的小说所吸引。作者(   )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



 

 

14 / 31 

辈，(  )屠格涅夫却十分欣赏，钟爱有加。他四处打听作者的住处，最后得知作者是姑

母一手抚养照顾长大的，屠格涅夫几经周折，找到了作者的姑母，表达他对作者的欣赏与

肯定。姑母很快就写信告诉自己的侄儿：“你的第一篇小说在瓦列里扬引起了很大的轰

动，大名鼎鼎、写《猎人笔记》的作家屠格涅夫逢人就称赞你。他说：“这位青年人

(  )能继续写下去，他的前途(   )一定不可限量!”作者收到姑母的信后惊喜若狂，他

本是因为生活的苦闷而信笔涂鸦打发心中寂寥的，由于名家屠格涅夫的欣赏，竟一下子点

燃了心中的火焰，找回了自信和人生的价值，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了下去，最终成为具

有世界声誉和世界意义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欣赏，同样，每一个人也应该学会去欣赏别

人。欣赏与被欣赏是一种互动的力量之源，欣赏者必具有愉悦之心，仁爱之怀，成人之美

之善念；被欣赏者必产生自尊之心，奋进之力，向上之志  因此，学会欣赏应该是一种做

人的美德。 

台湾作家林清玄青年时代做记者时，曾报道过一个小偷作案手法非常细腻，犯案上千

起。文章的最后，情不自禁感叹：“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样独特的小

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吧!”林清玄不曾想到，他 20 年前无心写下的这几句话，竟

影响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如今，当年的小偷已经是台湾几家羊肉炉的大老板了！在一次邂

逅中，这位老板诚挚地对林清玄说：“林先生写的那篇特稿，打破了我生活的盲点，使我

想，为什么除了做小偷，我没有想过做正当的事呢？”从此，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培根说：“欣赏者心中有朝霞、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漠视者冰结心城，四海枯

竭，丛山荒芜。” 

让我们在生活中多一些欣赏。欣赏是一种给予，一种馨香，一种沟通与理解，一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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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与祝福。 

1．在文中括号里填上恰当的关联词语。 

2．“信”在字典里的解释有：①诚实，不欺骗；②信任，不怀疑；③消息；④书

信； ⑤随便 

下列词语或短语中的“信”应选哪个解释？请把最恰当解释的序号填入括号内。 

姑母写信（____）    信笔涂鸦（____）    找回了自信（____） 

3．用“______”画出短文中的过渡句。 

4．文中提到的四位名人，他们分别是____ 、____、___ 、_____。 

你最欣赏他们中的哪一位？并说说你欣赏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这篇短文通过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这两件事，告诉我们欣赏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生活中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 阅读中学习方法 

快妈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2534034023

3011113

https://d.book118.com/725340340233011113
https://d.book118.com/72534034023301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