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
卷 苏教版七年级下语文第二单元柳叶儿

教案(实用8篇)
梦想同行，共筑辉煌。设计团队标语的要点和技巧激励团队
建设，这些团队标语或许能给您带来一些灵感。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一

一、体会作者童年的“苦”与“乐”。

二、认识过去的童年，了解时代的变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生活，憧憬美好的明天。

学习时数：1课时

学习内容和步骤：

一、 课前学习：

1.查字词典；把文中的重点词语及注音解释抄写在积累本上。

2.向长辈了解他们的童年生活。

3.试着尝尝过去人们吃的食物，诸如野菜、柳叶儿等等。

二、 课堂学习

（一）浏览课文，整体感知。

1.展示预习成果。

(1)向大家介绍你所积累的生字、词语。



(2)交流你所了解到的长辈的童年生活趣事等。

2.速读全文，用一句话概括文章内容。

（明确这篇叙事散文是以“柳叶儿”为线索，叙写“我”在
饥荒岁月里的童年趣事。）

3.独立思考：作者围绕“柳叶儿”从哪几方面来写童年的？

（试着用一个表示动作的字概括）

恋柳叶儿——抢柳叶儿——吃柳叶儿——咏柳叶儿

（二）合作学习，探究理解。

1.讨论交流：

(2)在“我”看来“柳叶儿”的味道如何？

（在文中找出依据并作分析）

2.质疑解疑：（同桌讨论）

3.融合情感：（小组讨论）

作者对“柳叶儿”具有何种感情？

（师作引导，结合饱含感情的语言。）

4.积累学习：说说你所知道的咏柳的诗句。（学生交流）

5.小结。

（三）拓展延伸：



三、课后学习：

将“拓展延伸”的内容进一步完善，整理成书面材料，写到
练笔本上。

教后记：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二

在生活中，语文，我们时刻都在接触着，学习着，可以说在
出生就开始学语文。从语文中我们可以收获丰硕的果实，品
味语言的魅力。

如果你不相信，那就让我带你走进生活中去瞧瞧吧。

你平常如何与别人交流?语言。你是如何从书中了解出一件事
儿?阅读。当你无法用语言表达出你的内心感受时，你又是如
何做的呢?写。还需要我举例吗?我想不用了。因为你已经感
受到了。这就是语文。

有人说语文很难理解，很麻烦。又有人说语文是美好的。

在我看来两者都有，我立足于两者之间。语文既是易事，也
是难事。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就在学习和运用语文吗?如果知
道那你还觉得难吗?但是，你所学习的只不过是语文微小的一
部分，如果想更加渗透它，那就得从学习中入手，那就非易
事，非得用功不可了。

语文非常的抒情。从语文中我们看到朱自清的“背影”;感受
出鲁迅的“身躯”;听到巴金一次又一次鼓励我们向前迈进的
声音……多美好。

在生活中，这些不都能感受得到吗?



瞧吧，这就是语文，语文的魅力。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只是人们没有觉察到而已。有了语文，
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有了语文，使我们口头表达能力增强;有
了语文，使我们感悟出一些人生道理。

假如生活中没有语文，你能想象是如何一个画面吗?

所以，生活中不可缺少语文，希望你能浸默在语文知识的海
洋中。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三

她是伟大的，谁也替代不了的，那就是妈妈。 我的妈妈很善
良。在我的心目中她是第一位，生活中有几件事常常浮在我
眼前，让我感动，催我奋进。

我每天晚上都和妈妈一起睡觉，可这件事情并不可笑。在妈
妈的鼓励下和呵护下，我才明白，妈妈所为我做的这些，都
是为了我好，出去挣钱。转眼间，我已经是四年级学生了，
但妈妈还是老样子，可在我的心目中，她永远都是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是妈妈让我茁壮生长，我要感谢所有的母亲，要
没有她们，哪来的孩子啊，也没有这美好的世界。

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 妈妈，这句话我懂了，我真的感
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震也震不过人们的信念，在摇
也遥不断民族的脊梁，妈妈，我真的真的懂了。

妈妈，请您答应我吧。我来生要做个老师，为孩子们缝补翅
膀；我来生要做个护士，抚平人们创伤；我来生要做名警察，
为人们营建和谐的家园；我来生做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妈妈，
无论我来生做什么，都是你的女儿！！！！！！！！



不管你在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的！妈妈!来生一起走！

妈妈，我爱你，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四

春天来了，但天气还有点寒冷，我还没感觉到春天的气息。

校园的操场边上，有几棵桃树，一场春雨过后，桃花竞相开
放，在阳光照射下，淡粉色的桃花显得格外鲜艳，就像许多
穿着粉裙的小姑娘，在春光中翩翩起舞，还时不时发出阵阵
的香气，真是让人陶醉。一阵春风吹过，花瓣儿飘落在水面
上，就像一条条粉红的小船，荡漾在水中，美丽极了。

这时，走来一个大朋友，他大声地说：“你们不能这么破坏
桃花！”

小同学闻声顿时愣住了，有一个胆大的，站出来说：“这些
桃花又香又好看，剪下来放在花瓶里或者当书签多好！”

大同学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们每人剪一些，桃树就会变
得光秃秃的了，这样春天就被你们赶跑了，美丽的春色也就
不复存在了。”

小同学听了后，羞愧地低下了头：“对不起，大哥哥！我们
知道错了！”

大哥哥笑着说：“你们不用向我道歉，你们应该向这些桃树
和春天道歉！”

“嗯！”小同学连连点头。“那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这美丽的
桃花吧。”

他们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纸牌，立在桃树下，上面写着：请



保护我们的春天。

啊，春天真的来了，它就在我们的校园里。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五

这是我第一次写关于您的文章，我只是突然发觉，我真的很
爱妈妈。因为您对我好，因为您一直都陪着我过，因为您说，
妈妈会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

哪怕我顽皮，哪怕我任性，哪怕我不听话，哪怕，我有时让
您失望，。刚上初一的一次数学周考，我只考了48分，我回
到家，您红了眼眶，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一刻，我不
知道如何是好，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无药可救，那一刻，我
觉的您不该为我这样一个傻瓜付出那么多，第二天，您说要
我加油。让我明白，还会有希望。

妈妈，谢谢您在学校租房陪我读完了初一，我真的很幸福，
您对我那么好，愿意为我住在这个没有任何熟人，几乎卧在
家度日的生活。

妈妈，我初二了，很快，对吧？我寄宿入校的那一天，您哭
了，我也真难受，您明知道我最受不了您的眼泪，却还让我
那么伤心。妈妈，您总说我不坚强，这几天，我都没有哭，
只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实在忍不住流泪了，不知道为什
么，只是以前许多生活上的片段都涌上心头，浮现在眼前。
有我幸福的笑容，有您亲切的话语，妈妈，我爱您。

还有好多好多都想说，可又在心里含糊着，开不了口。

妈妈，原谅我的不懂事，原谅我的任性，我改，以后，您怎
么说，我就怎么改。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六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熟练地掌握它，不仅能
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的文化与历史，还可以提高我们运用语
言的能力。因此，学好文言文犹为重要。下面对沈复的《幼
时记趣》一文展开竞赛，看谁能得冠军。

1.朗读文言文，要做到停顿正确，不读破句子。试用“/”划
分下列句子的朗读节奏。

(1)故时有物外之趣。

(2)昂首观之，项为之强。

2.试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字。

(1)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________

(2)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________

(3)果如鹤唳去端，怡然称快。________

(4)盖一癞蛤蟆也。____

3.文言文用语简练，因此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常常需要根据句
子的意思补出一些内容。如“群鹤舞空”就要翻成“群鹤
舞(于)空”(一群鹤在空中飞舞)。请你根据文言文这一特点，
试补充下列句中省略的部分。

(1)常蹲其身，使与台齐。

(2)神定，捉蛤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攻克难关]

1.于漪老师《往事依依》一文中写到“老师朗诵时头与肩膀
左右摇摆着，真是悲歌慷慨，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爱国情怀
油然而生。(“头与肩膀左右摇摆着”、“悲歌慷慨”写出了
老师什么情态?传达了老师的什么感情?)

(赏析：“头与肩膀左右摇摆着”这一动作的细节描写，写出
了老师被词中情怀深深感染，情不自禁的情状。“悲歌慷
慨”既表现了老师朗读时的神态，又传达出一种爱国情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邱，凹者为壑，
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赏析：这里突出了视小为大、胸有丘壑的“神游”之乐，作
者由丛草、虫蚁、土砾联想到山林、野兽的美景，进入了心
旷神怡之境，丰富了美的感受，获得移情入境、小中见大、
微中见奇的欣赏效果。)

走进公园或田野，寻找一株花草，一只小鸟或者其他的任何
一个引起你兴趣的事物，仔细观察，展开想象和联想，写一
段话，记下你的见闻和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这令我惊喜的天地里，我渴望生活，渴望创造，渴望有
一副轻灵的翅膀，摆脱这沉重肉体的束缚，在无际的天空自
由地飞翔。



(赏析：这一句话写出了北大给我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在这
个精神世界里，作者对生活充满了渴望，渴望在理性的精神
世界里自由飞翔，自由创造。)

试着仿写：______________天地里，我渴望___________，渴
望____________，渴望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连剪个线头都不相信堂堂的贾里?他猛一下脱掉西装，抄起
把剪刀，眼疾手快地几下消除了羽纱上的线头，……不料，
一个动作做过火了，把夹里剪开一个小口子。(选文语言简洁
明快，轻松活泼，试体会加点词语对表现人物的作用。)

(赏析：“堂堂的贾里”是自信心强，自命不凡的表现。不服
气的闯劲使他“抄起”剪刀，“眼疾手快”、“几下消除”
了线头。可身无真本领，不免动作会“做过火”于是，一不
小心，剪开了一个小口子。加点词语活泼幽默，把一个眼高
手低，自以为线头是简单活的楞头小子刻画得惟妙惟肖。)

对你所熟悉的人，写一段能突出其性格的细节描述，试试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七

一、会写字及组词

1吃水不忘挖井人

吃(吃水)(吃力)(好吃)(吃东西)

叫(叫好)(大叫)(叫门)(叫花子)



主(主人)(主力)(主要)(公主)

江(江西)(江水)(长江)(江山)

住(住口)(住手)(住人)(对不住)

没(没有)(没人)(没用)(没什么)

以(以后)(可以)(以上)(以小见大)

2我多想去看看

会(学会)(不会)(开会)(大会)

走(走出)(不走)(走动)(飞走)

北(北方)(东北)(北风)(北国)

京(北京)(东京)(京口)(京广)

门(大门)(开门)(门口)(出门)

广(广大)(广东)(广西)(北上广)

3一个接一个

过(不过)(过年)(过去)(过问)

各(各自)(各人)(各个)(各种各样)

种(种子)(火种)(种田)(种花)

样(同样)(一样)(样子)(花样)

伙(同伙)(入伙)(大伙儿)(小伙子)



伴(伙伴)(同伴)(女伴)(学伴)

这(这样)(这儿)(这里)(这么)

4四个太阳

太(太阳)(太子)(太后)(太太)

阳(阳光)(阳春三月)(阳春白雪)

片(一片)(刀片)(叶片)(动画片)

金(金光)(金子)(金秋)(太白金星)

秋(秋天)(秋风)(秋雨)(立秋)

因(因为)(因果)(主因)(因由)

为(为了)(为什么)(以为)(自以为是)

二、易写错的字

走：先写“土”，再写下面的部分，注意第二笔的竖与第四
笔的竖不连写。

北：第四笔是“”，不要写成“一”。

广：上面有“丶”，不要写成“厂”。

各：上面是“夂”，不要写成“攵”。

种：左边最后一笔是点，不是捺。

样：左边最后一笔是点，不要写成捺。



这：第四笔是点，不要写成捺。

为：笔顺是点、撇、横折钩、点。

三、会认字

棵架

四、多音字

觉解着会别为看

五、近义词

洁白——雪白回家——归家

睡觉——睡眠到处——处处

想念——挂念雄伟——宏伟

壮观——壮丽开心——快乐

各种各样——多种多样

六、反义词

远——近弯——直快——慢

想念——忘怀雄伟——渺小

壮观——渺小清凉——炎热

睡觉——起床好梦——噩梦

有趣——乏味盛开——凋谢



温暖——寒冷洁白——乌黑

各种各样——千篇一律

七、词语搭配

弯弯的小路弯弯的月牙弯弯的小河

遥远的北京城遥远的新疆遥远的地方

雄伟的_雄伟的高山宽宽的公路

宽宽的街道洁白的雪莲洁白的雪花

各种各样的梦各种各样的花

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工作

各种各样的笔多么开心多么难过

多么可爱多么善良多么难忘

多么动听

八、好句积累

1.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2.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_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

3.遥远的新疆，有美丽的天山，雪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

4.去了学校，就能见到小伙伴，多么开心哪!

5.春天是个多彩的季节。



6.金黄的落叶忙着邀请小伙伴，请他们尝尝水果的香甜。

7.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8.阳光像金子，阳光比金子更宝贵。

苏教版一年级语文学习方法

1、多读书：多读是建立在精读的基础上的。读文章时一定要
注意它的内涵。反复看课文上的文章，将精彩之处做上标记，
写上自己的感受、思考。

2、多练习写作，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法：不管是杂文、散文，
还是小说，都可以写，写完了要反复修改，这样才能真正提
高自己的写作能力。要多思考，学而不思则惘。

3、多注意观察：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素材可以成为写作的素
材。

苏教版一年级语文学习技巧

多读

就是反复读。据说，丰子恺先生的读书法称为“二十二遍读
书法”，他对一篇好文章，前后读22遍之多，并深有体会地
说，把文章读熟后，就会渐渐地从唇间背诵出来，多读成诵，
应当就是记忆之本。

强记

就是有目的地克制自己，进行记忆。有些课程基本概念不记
不行，如语文中的音形义、外语中的单词等。理解了的要背
诵，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加以记忆，并在使用中重新巩固记忆。

古诗文，背诵后更易理解，理解后还会记得更牢固——当然



这需要毅力和恒心。久而久之，不但大脑信息存储得越多，
而且会养成乐于记忆的好习惯。当然，强记和死记并非同一
概念。

勤写

不只是写作文，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日记、听课笔记、读
书中的圈点评注、整理摘抄都属于这个范畴。

写本身就是较高层次的记忆，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写作文，
先打腹稿，再写成初稿，待到往作文本上誊写时，不看初稿
就能写完。原因是，动笔综合调动了各种器官，并进入记忆
的高级阶段，“好记性不如赖笔头”不无道理。

七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基础过关测试卷篇八

春姑娘穿着绿色的衣裳悄悄的来了，小草纷纷探出头来，柳
树抽出点点嫩芽，春风也来了，害羞的小草、柳枝都弯了腰。
校园的春天是一个美丽的校园，校园里最美的就是操场。

宽大的操场有 春姑娘穿着绿色的衣裳悄悄的来了，小草纷纷
探出头来，柳树抽出点点嫩芽，春风也来了，害羞的小草、
柳枝都弯了腰。校园的春天是一个美丽的校园，校园里最美
的就是操场。

宽大的操场有许多正方形的方格。这里有嫩绿的小草，像一
片绿油油的地毯：草间有五颜六色的花朵，像小孩子的小脸；
旁边茂盛的大树，像一把巨大的大伞，叶子非常密，不留一
点儿空隙。那些正方形的大方格是我们做早操那时每一个人
一个格的。每天边做操边闻着阵阵草香，让人不由的心情舒
畅起来。

操场上的足球场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足球场的门框有2米
高，如果1米5就太矮了，会撞到头，这样的门框共有2个，每



当踢足球都要分两队，当这对的人把足球踢进了另一队的门
框就赢了。

还有旁边的沙池，沙池并不大，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沙
池有一个单杠，我们经常爬上去玩，如果从较高的单杠或杠
跳下来，叫就觉得疼，所以放了许多沙在地上。那些沙经常
被我们的脚踩到，像一个个鸟巢。

这就是校园的春天，既美丽，又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