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 六年
级语文第一单元(通用8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加有条理地进行工作和生
活，提高效率和质量。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一

猫，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一直有这种想法，今天终于付诸
实践了。

我这次是瞒着父母的，他们绝对是不会允许家里出现这种不
卫生的动物出现的，所以要偷偷的养。

像做贼一样溜进我的房间，我压抑着内心的兴奋，开始寻找
小猫的房子，不能太显眼了，也不能委屈了它。

找到最后，我找到了个纸盒子，大小也正好，我在里面垫了
两层毛巾和一个小垫子，感觉差不多了。

可是到底给猫吃什么呢？我偷偷摸摸进了厨房，看到桌上放
着一盘炸虾，真是天助我也啊。我把一条虾切成小块放在碟
子里端进屋。小猫爱吃！吃完了，就看到它的尾巴像天线一
样竖立了起来，在我脚边来回的蹭。

……

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它的，我会一心一意的爱护它的。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二

记得有一次家里人都出去办事情了，妈妈让我吃饭的事自己
看着办。

中午到了，我不知道吃什么好，心想平时妈妈都给我炸荷包
蛋吃，那今天不如砸荷包蛋吃吧！我匆匆忙忙地跑到厨房，
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蛋，再从油壶里倒出一点油在锅里。我
准备好食材了。我打开电磁炉，拿起鸡蛋敲了一下，可是鸡
蛋始终没有流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想到一个主意，
我用手从小洞里进去试一下里面是不是没有鸡蛋的，当我把
手拿出来时，手上有一些黏人的液体。我着急了就用菜刀把
鸡蛋壳切开，鸡蛋果然出来了。

我把鸡蛋拿到锅的中央，鸡蛋一下掉到了锅中。这时我听到
了噼噼啪啪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乘机把盐放在还是液体的鸡
蛋中。炸了一会儿我用勺子翻一个面炸，在翻得时候发现把
火开的太小了，如果一会儿里面没炸熟怎么办啊！于是我就
把火加到了最大。在炸的过程中我心想放一点葱在鸡蛋上这
样味道会更好一些吧！可是我拿了葱后发现鸡蛋已经明显有
些变黑了，我赶紧放下葱，在消毒柜里拿出一个盘子，将鸡
蛋铲到盘子里。我拿起筷子夹起鸡蛋吃了一口，哎，这味道
可真难吃啊！一些完全没味道，有一些却盐得苦。本来炸了
这个准备炸一个的，现在味道这么难吃还是别浪费鸡蛋了吧。
妈妈炸的鸡蛋可比这好吃一百倍啊！虽然我炸的鸡蛋味道不
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是我炸荷包蛋。

我以后要向妈妈学习炸荷包蛋，把味道炸得更好。这真是难
忘的啊！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三

朗读形式有多样，时间集中在早自习。上《走一步，再走一
步》时，先让学生自读两遍，根据注释扫清字词障碍。然后



全班齐读，听声音大小，听字词准确与否。这样读了三遍，
需要一点趣味，我在文中找了三个部分的对话，一是爬悬崖
之前“我”与杰利的对话，二是爬到半路“我”与男孩子的
对话，三是“我”与“爸爸”的对话。我让他们小组合作，
两个人任选一部分进行分角朗读，准备时间2分钟。2分钟以
后，学生纷纷举手，想要表现自己，我选了几组，虽然不太
能读出课文的味道，但是他们尽力在模仿，而且各有特，更
重要的是激起了他们朗读的兴趣，然后我再加以点拨、带读，
同学们朗读语气更有进步。

在读《两小儿辩日》时，也是先自读，然后找人起来朗读，
基本流畅。文言文断句很重要，所以我带着他们一句一句地
断句，并让他们用斜线划起来，然后齐读。后来我又想了一
种方法，让他们把书关上，在ppt上打出原文，去掉全部的标
点与断句，一个组读一句，看哪个组最整齐，这样做的目的
是检验整个组对课文断句的熟悉程度，如果不整齐说明有人
断句没弄清楚。

对于《论语》我准备小组赛读赛背，看哪个组齐背最快最准
确。问答读，书本关上，即老师问上句，学生接下句，反复
进行，带动学生背诵。

对于现代诗歌，准备在两个班级举行一次诗歌朗诵大赛，以
新声音的模式，朗读，导师转身的方式，选择学员，进行指
导，然后两两pk，最后是总决赛，总决赛可以选择别的诗歌参
赛。

二、关于让学生回归课本的反思

学生本身没有在书中旁批的习惯，再加上有了《导学提纲》，
更不愿意回归课本了，完全凭借初读课文的记忆来答题。针
对这一现象，有位老师在出《导学提纲》时想了这样一招，
赏析句子，题目如下：“请同学们翻到第页，看到第（）段，
第（）句话。从这句话的（）可以看出‘我’此时此刻是（）



的心理状态。”这样的形式给学生提供了答题规范，不仅让
学生在展示时语言规范，表达明确，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必
须看书，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回归段落、句子、关键词语。这
个方法一举两得，很是实用。那么把学生引导回了课文之后
怎么办呢？学生依然不会在书中旁批，只会把写到《导学提
纲》上。对于初中生，一定要有明确、规范的指导，规范旁
批的格式与方式。如：生字难词画方框，关键词句标着重号
或三角号，主要观点划横线，锦言佳句划波浪线，一段内的
层次划单斜线，句群之间划双斜线，有疑问的地方打上等等。

三、关于作文的反思

这次作文教学我觉得比较成功。首先我指导了两节课，一节
是列六要素与明确中心，很多同学按照表格能够完成，第二
节课是如何把人物、事件写充实，主要学了动作与心理描写，
同学们课堂上已经能写出来。晚自习一节课40分钟同学们写
完了。一节晚自习学生按要求自己修改，互相修改，小组选
拔，参加班级竞赛。又花了一节晚自习进行“最强作文”的
活动，最终评选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这个流程费时较长，但是效果很不错，
学生能够突出中心，过程用到动作与心理描写，自己修改作
文，给别人修改作文，举办一次活动，很不错。但是不足也
有很多，比如时间较长，是不是修改环节可以挪到课外呢？
环节较简单，小组评完就是班级评选，应该多增加几个筛选
环节，增加题目，增加导师的课外指导与修改等。下次来完
善。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四

1、（观察）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信息，（观察）会使我们发
现大树原来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

2、大树由（树冠、树干、树根）三部分组成。地球上的植物
一般都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6部分）组成。



3、拓印树皮的方法：把白纸紧压在树干上，先用手指在白纸
上反复按压，再用蜡笔在纸上涂擦，使凸起的部分染上颜色。

4、树的相同之处：它们都长在泥土里，都需要阳光、水，都
有木质的干，一般是多年生的。

5、树的不同之处：树冠有大小，树干有粗细,有的树皮光滑，
有的粗糙，结的果实不同，叶片不一样。

6、狗尾草是（一年生）杂草。像狗尾草一样的茎叫（草质
茎）。像樟树茎一样的茎叫（木质茎）。树是（木本植物），
草是（草本植物）。

7、观察大树用到了（放大镜、软尺、蜡笔、白纸等工具）。

8、比较大树和小草的相同与不同。

小草植株矮小，茎细、较软，寿命短，是草本植物。

大树植株高大，茎粗、很硬，多年生寿命长，是木本植物。
长在土壤里，需要阳光、水分，有根、茎、叶，有的会开花
结果，有种子。

9、水葫芦（叶柄部位膨大的海绵体充满空气）是浮在水面上
的原因。

10、除了水葫芦、金鱼藻以外水生植物还有（水花生、浮萍、
莲、荷花、菱、菖蒲、茭白等）。

11、比较水葫芦与狗尾草（也就是水生植物与陆生植物的不
同与相同）相同与不同。水葫芦生长在水中，叶柄膨大有气
囊，能浮在水面上。

相同点：生长都需要水分、阳光和空气，有根、茎、叶，都
会繁殖后代，寿命都短，都是草本植物。



狗尾草长在土壤里，植株矮小，茎细，较软，会开花结果，
有种子。

12、水葫芦的特点：生长在水中，叶柄膨大有气囊，能浮在
水面上；有根、茎、叶；会繁殖后代，会死亡；生长需要阳
光、水和空气等。

13、植物的叶一般有（叶片）和（叶柄）组成，叶片上有
（叶脉）。

14、叶是（有生命的）。新鲜的叶是（活的），落叶是（死
的'）。

15、植物的一生大约经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等方面。

16、植物按生存环境不同，可以分为陆生植物和水生植物。

17、植物的共同特征是：生长在一定的环境里，都需要水分、
阳光、空气和营养，都会生长发育，都会繁殖后代，都有从
生到死的生命过程。

18、世界上最大的花叫（大王花）。

19、用（量叶片的长度和宽度的）方法比较叶片的大小。

20、狗尾草是一年生杂草，属于草本植物。

21、植物的一生经历：种子――生根――新芽出土――子叶
张开――长成幼苗――出现花蕾――开花――结果――果实
成熟。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五

本单元教学内容为神话和传说，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



了解和掌握神话这一体裁，并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掌握
作者的表达方法，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并学会激发学生对神
话这一体裁的兴趣。

2、本课教学环节中，我着重进行了读的训练。先引导学生找
到描写“琴声”内容的段落，反复朗读；然后让学生选择自
己感受深刻的情节去朗读；最后，引导学生抓住文本中的重
点词句，深入交流。让学生在交流基础上，适时进行感情朗
读。

3、本课教学环节中，我着重进行了读的训练。先引导学生找
到描写“琴声”内容的段落，反复朗读；然后让学生选择自
己感受深刻的情节去朗读；最后，引导学生抓住文本中的重
点词句，深入交流。让学生在交流基础上，适时进行感情朗
读。

4、本节课通过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
ゼ一鸢呀谌攘业幕疃场面，并且愿意吧自己的感受和同学交
流，进而又促进学生语言的培养。

5、本节的亮点是模仿朗读，对于孩子来说会异常兴奋，学的
学得特别的带劲。在朗读的基础上，让孩子们分角色表演对
话，课堂气氛活跃。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六

过一学期“生本对话”课题研究，全班已基本形成课前自学
的习惯。在此基础上，本学期提高了对预习的要求(不仅要完
成课后“做一做”，而且要尝试提出有思考价值的数学问题)，
也想逐步改变教学方式，以学生的问题带动全课的教学推进。

今天，学生在例1环节只提出了教材中的一个问题“16℃
和—16℃的意义相同吗”，并追问了“为什么”，再无其它
疑问。对于“为什么”也回答得很清晰，看来生活积淀为负



数的学习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我补充了认识温度计上
的温度这一知识点。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为第二课
时数轴上表示正负数做准备;二是联系生活实际，提升学生的
数学应用意识。我所绘制的温度计是以5℃为一个单位长度，
在练习中发现部分学生读或指温度时有错误，主要是—16℃
与—14℃易混淆。在此引导学生辨析，并教给他们方法。

在例2中学生质疑的问题明显增加。有(1)“正数、负数的意
义是什么”;(2)“正数、负数的区别是什么”;(3)“为什么0
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4)“算式中的会有负数吗?如果
有，它和减号如何区分?”其中前三个问题是本节课内容，后
一个问题涉及到初中的代数知识。学生们答疑的水平较高。
如第一问，回答问题的学生不是像教材那样用举例子的方式
来描述正、负数的意义，而是用抽象概括的语言总结其含义。
“大于0的数是正数，小于0的数是负数”，多棒呀，看来学
生的能力不可小瞧!第三个问题是由我解释，从而帮助学生了
解其原因。最后一个问题为帮助学生更好实现中小衔接，我
也进行了补充介绍，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

但学生的此次质疑还不够全面，主要表现在对读法较忽视。
为此，我补充提问了“+”号可以省略吗?省略后怎样读?它还
是正数吗?“—”号可以省略吗?为什么?怎样读?强调读法及
正负数的表示方法。

最后，根据本班学情，我补充了下列练习，提升综合应用能
力。下面记录的是3位学生的期末数学考试成绩。以他们的平
均成绩为标准，把平均分记为0分，超过平均分记为正、不足
的分数为负，在表格中用正、负数表示他们的分数。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七

各位老师：



大家好！我是六年级的语文教师。今天我说教材的内容是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我说
教材的流程大体分为四部分。

本单元教材2篇精读课文，2篇略读课文。在这组课文前编
有“导读”，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简要说明
本组教材的组成，提示学习的方法以及学中要注意的问题，
使师生在学习之前对整组教材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在每篇精
读课文后面编写了思考.练习，在每篇略读课文的前面安排阅
读提示，在本组课文后编排一个词语盘点和口语交际，目的
是提高学生理解语言、积累语言和运用语言的综合素养，培
养独立阅读、口语交际和习作能力。另外，在本组课文之后
安排了回顾拓展。

本单元的两篇精读课文和两篇略读课文内容丰富，有描绘祖
国山川壮美的《索溪峪的“野”》，有描写自然景象的《山
雨》、有歌颂自然、歌颂生命和自由的《草虫的村落》，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山中访友》。总的来说，是通过对自
然景物的描写，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我认为本
单元内容的安排，是以大纲的“注重语言是感悟，积累和运
用”为依据而编写的，编写的主要意图也是通过这一单元的
学习和训练，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为学生的写作打基础。

三、单元重难点

1是《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2是《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

这既是本单元的训练重、难点，也是本册教材的重、难点。
理解了课文的思想内容，就知晓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使学生
在知识上得以提高，思想上得到升华，学生也就入情入境，
有了全身心的收获。而在此基础上体会作者是怎样表达的，
领悟其方法则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使学生学会怎样



表达自己。如果用教学生唱歌为例来说明的话，这不仅是在
教学生唱一首歌，更是在教学生怎样去唱歌。学会方法，学
生将受益终身。同理，学生体会到了作者的表达方法，应用
到自己的习作当中，就会恰到好处的表达自己，那么，习作
这一语文的综合性难题也不攻自破了。若想达到这个目的，
攻破这一难点，真正让学生学会怎样表达，就必须在本单元
的教学上下功夫。

单元三维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学会本单元19个生字，能正确读写唱和、蕴含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文中描绘的美景，体会文章的思想感
情。

4.领悟作者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的方法。

5.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

6.培养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深入体会文章的思想
感情，领悟作者表达方法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在课文教学过程中，可采取读中感悟、同桌交流、组内讨论、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等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
命的思想感情、增强环保意识。)



在体现单元重难点：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这方面，《山中访
友》一课要使学生领悟作者抓住景物特点进行静态、动态的
描写和寄情于景的表达方法。《山雨》一课要引导学生领悟
抓住特点描写下雪景象和通过写景及联想表达思想感情的方
法。《索溪峪的“野”》要引导学生领悟作者抓住景物特点、
先概括表达再具体描写的表达方法。《草虫的村落》要引导
学生领悟作者以奇异的想象和联想反映对大自然、对小动物
的喜爱之情的方法。

以精读课文《山中访友》和略读课文《索溪峪的“野”》来
说。《山中访友》作者李汉荣是散文家，他的语言是以流畅
自然富有热情见长的。文章在作者具体写访山中“朋友”时
很注意用词的色彩。捡起一朵落花，捧在手中，我闻到了大
自然的芬芳清香；拾一片落叶，细数精致的纹理，我看到了
它蕴含的生命的奥秘，在他们走向泥土的途中，我加入了这
短暂而别有深意的仪式；捧起一块石头，轻轻敲击，我听见
远古火山爆发的声浪，听见时间隆隆的回声。这组排比句式
整齐，充满韵律，作者从大自然的变化中感受到时间的变迁，
生命的轮回，歌颂了自然、生命、活力。文章结局自然，呼
应开篇，我认为选编本文的目的.，一是使学生感受人与大自
然和谐相处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增强环保意识；二是使学生
领悟作者描写景物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提高阅读能力和
作文能力。

《索《《索溪峪的“野”》这篇课文通过描写索溪峪的奇丽
风光，赞颂了索溪峪天然野性的美，表达了畅游其间无比愉
悦的心情。课文紧紧围绕题目展开叙述和描写，在写索溪峪
的山和水时，用了打比方和把物当成人来写的方法，使全文
更加生动，融进了作者深厚的情感。为了更好地达到本单元
的训练重点，攻破训练难点，领悟作者表达方法，我建议在
教学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本课与《桂林山水》在内容情感上相仿，在表达形
式上相近，可回顾《桂林山水》一文导入，学习时注意与



《桂林山水》相比较，会增强学习效果。

（二）、本课是略读课文，在前三课学习的基础上，学生基
本掌握了学习写景课文的方法，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提示，
激发读文兴趣，按提示的要求学习课文，用自己或组内提出
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也就是在略读课
文教学中充分体现“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形式。

（三）、教师也要引导学生抓重点，适时点拔，教师可以第
二自然段为例，指导学生细读课文，思考“课文是怎样写出
索溪峪的山那种野性美的”，“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生自读自悟后，进行讨论交流，并由这一段扩展开去，让学
生从描写水野、物野、游人野这三段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段，
举例说说感悟到的表达方法。

（四）、在基本理解内容，体会思想感情，领悟表达方法之
后，要让学生进行欣赏性的品读，边读边想象文中描绘的景
象，要读得入读入境，并积累。

本单元在四篇课文后，编排了口语交际和习作。既点明了本
单元的训练重难点，也起到了巩固.延伸的作用。我建议在教
学中，让学生发挥想象大胆发言大胆写，联系自己学习《山
中访友》一课的体会，谈谈从中领悟到的一些表达方法。还
可以谈谈自己从其它文章中领悟到的，教师要多肯定学生的
见解，爱护学生感悟表达的积极性。甚至还可以让学生说说
自己在以后的习作中打算怎样运用表达方法。回顾拓展中的
日积月累，又是编者的精心安排，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
是“领悟作者表达方法”的一个测验性内容，教师可放手让
学生自己去领悟，可采取“一放一扶”的方法进行。

纵观本单元内容，无论是精读课文、略读课文还是回顾拓展
中的日积月累的编排，都是为了本单元既本册的重、难
点，“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而服务的，领悟为学生写作奠
定基础，在小学阶段的整个语文教学中，也具有举足重轻的



地位，这就要求教师在新课标准的指引下，吃透教材，采取
恰当的教学方法。

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一单元教学计划篇八

一、复习课文

1、《长江之歌》运用了（拟人）的手法，采用了（第二人
称），以（对长江赞美、依恋的真挚感情）为主线，描绘了
长江（波澜壮阔、奔腾不息、源远流长）的风采，歌颂了
（长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表现了作者（对长江的热爱），
抒发了（对祖**亲河的深切爱恋之情）。

2、《五彩池》讲述了“我”在藏龙山上看到的五彩池，作者
用生动的语言、优美的词句描述了五彩池的（数量、颜色、
大小、深浅、形状以及池水显现出神奇色彩的奥秘），表达
了作者（对五彩池的喜爱与赞美之情），以及（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之情）。

3、《七月的天山》中，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方法展示了天
山景物的三个不同方面，依次描绘了（天山的雪峰、雪水和
雪水汇成的溪流）、（天山幽林的美景）和（天山深处的景
象），洋溢着作者的赞美之情。

4《绍兴的船啊绍兴的桥》一文主要运用了什么写法？（寓情
于景，情景交融。将作者对绍兴的赞美之情融入对“绍兴的
船”和“绍兴的桥”的描述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江南水乡
的独特风情。）

5、《山海关》一文中作者是怎样细致地写出山海关气势的雄
伟和地形的险要的？（开门见山，交代了描写对象――山海
关，同时奠定了抒情的基调，然后用充满感情的句子领起下
文，再强调雄关的气势和地势的'无与伦比，接着写雄伟的箭



楼，随后移步换景横向发展，遥望“北面”和“南面”，分
别写了山海关的“连绵起伏”的山与“苍茫无垠”的水势，
集中突出了山海关的险要地势。

二、背诵、背写

1、背诵：《长江之歌》；《五彩池》第三、四自然段；《绍
兴的船啊绍兴的桥》第三、六、七自然段。

2、背写《天净沙・秋》

三、听写

风采气概甘甜哺育健美依恋荡涤回荡磅礴尘埃灌溉沐浴闪耀
险峻矗立凝结

细腻挺拔苍翠奇异玲珑炽热呈现铺展炎暑凉爽飞泻清澈柔嫩
萦绕绵延绚烂

粗糙黝黑老茧燥热潺潺把舵嘎吱白皑皑萤火虫漫山遍野腾云
驾雾眼花缭乱

五彩斑斓无限生机重重叠叠斑斑点点纵横交错名不虚传巍然
耸立引人瞩目

雄厚苍劲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浑然一体昂首远眺情不自禁苍茫
无垠烽台烟墩

纵缰驰马逶迤翻腾碧波万顷慷慨悲歌干戈扰攘身披盔甲乱石
纵横野草丛生

热血沸腾顶天立地可歌可泣

四、比较组词



哺育洗涤尘埃磅礴昆仑葫芦镰刀沐浴毛毯舀水险峻细腻菠菜
衣裳规矩潺潺

辅导条理挨近浅薄仓库胡同廉洁休息谈话滔天俊俏贰心波浪
党员拒绝孱弱

咯吱粗糙腋窝舵手辛苦泡桐荧幕急躁

树枝创造夜晚驼铃蚕茧叶柄萤火虫干燥

五、多音字

奔跑投奔磅礴磅秤躲藏宝藏饮马饮水夹杂夹袄

单薄薄荷薄纸屏息屏幕脖颈儿长颈鹿

六、形容气势的词语

气势磅礴威武雄壮雷霆万钧浩浩荡荡势如破竹汹涌澎湃所向
披靡摧枯拉朽

横扫千军惊天动地风卷残云排山倒海风起云涌无往不胜铺天
盖地波澜壮阔

七、填空

1、填入合适的动词。

（哺育）儿女（挽起）高山（荡涤）尘埃（舀）起来（张开）
花瓣

（捧）鲜花（撑起）船篷（划）桨（拖）椅子（扶着）垛口

（登临）长城（抵御）入侵



2、填入合适的修饰词

（甘甜）的乳汁（健美）的臂膀（纯洁）的清泉（磅礴）的
力量

（美丽）的五彩池（奇异）的景象（灿烂）的阳光（矗立）
的宝塔

（险峻）的山峰（诱人）的香味（苍翠）的雪松（清澈）的
池水

（粗糙）的大手（习习）的凉风（雄伟）的气势（古老）的
民族

（伟大）的体魄（忠贞）的灵魂（可歌可泣）的历史（顶天
立地）的英雄

（轻轻）地歌唱（巧妙）地结合（熟练）地伸缩（远远）地
撇下

（渐渐）地暗下来（匆匆）地吃完（情不自禁）地赞叹

八、特殊词语

abb式：白皑皑火辣辣

aabb式：重重叠叠密密层层清清楚楚

abab式：嘎吱嘎吱黝黑黝黑咿呀咿呀

九、仿写造句：

1、池里生着许多石笋，它们的形状有的像刚刚出土的竹笋，
有的像险峻的山峰，有的像矗立的宝塔，有的像一簇簇珊瑚。



（仿写）

2、大河小河，纵横交错，好像渔网上的丝；大河小河，横横
竖竖，恰如棋盘上的线。（仿写）

3、虽然天山这是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比得过
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用“虽然……但是……”造句）

十、句子运用

1、同样的水，在不同的池子里会显出各种不同的颜色。（缩
写句子）

2、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比得过之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改
为陈述句）

十一、近义词

风采-神采气概-气魄哺育-养育依恋-留恋荡涤-洗涤纯洁-纯
净

惊奇-惊讶矗立-耸立玲珑-精巧挺拔-挺立炽热-火热灿烂-辉
煌

感叹-感慨险峻-险要生机-生气蜿蜒-盘旋幽静-寂静萦绕-环
绕

绚烂-灿烂矫健-强健规矩-规则熟练-娴熟寻找-寻觅丢失-遗
失

威武-威风坚固-牢固捍卫-保卫神圣-庄严

十二、反义词

赞美-批评无穷-有限纯洁-污秽奇异-普通细腻-粗糙炽热-冰



冷

呈现-消失灿烂-暗淡鲜艳-淡雅挺拔-弯曲活泼-呆板缓慢-急
速

欢快-沉闷俯视-仰望清澈-浑浊寂静-喧闹蜿蜒-笔直粗糙-光
滑

沉重-轻松熟练-生疏燥热-凉爽伟大-渺小沸腾-沉寂慷慨-吝
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