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师大版小学语文六年级毕业复习练习卷（三十九）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分 
分数 3 4 8 4 6 6 10 6 23 30 100 
得分                       

1. 请按不同的读音，把词语的序号写在横线上。  

 

A. 号称  B. 号叫  C. 号令  D. 风号浪吼  E. 号召  

 

A. 觉醒  B. 睡觉  C. 觉悟  D. 发觉  E.午觉  

 

A. 散开  B. 散光  C. 散布  D. 散会  E. 散装  

2. 辨写组词。  

     

3. 同类扩词  

1. 惊叹不已： ＿＿＿＿不已  ＿＿＿＿不已  

2. 名扬海外： 名扬＿＿＿＿  名扬＿＿＿＿ 

3. 化险为夷： 化＿＿＿＿为＿＿＿＿  化＿＿＿＿为＿＿＿＿ 

4. 说说从带点的部分体会到了什么？  

随着山势，溪流 ， ， ， ，溪声也时时变换调子。  

＿＿＿＿＿＿＿＿＿＿＿＿＿＿＿＿＿＿＿＿＿＿＿＿＿＿＿＿＿＿＿＿＿＿＿＿＿＿＿＿ 

＿＿＿＿＿＿＿＿＿＿＿＿＿＿＿＿＿＿＿＿＿＿＿＿＿＿＿＿＿＿＿＿＿＿＿＿＿＿＿＿ 

5. 扩写句子。  

1. 父亲做糖葫芦。 

＿＿＿＿＿＿＿＿＿＿＿＿＿＿＿＿＿＿＿＿＿＿＿＿＿＿＿＿＿＿＿＿＿＿＿＿＿＿＿＿ 

2. 年轻人吃起来。 

＿＿＿＿＿＿＿＿＿＿＿＿＿＿＿＿＿＿＿＿＿＿＿＿＿＿＿＿＿＿＿＿＿＿＿＿＿＿＿＿ 

3. 护士扎针。  

＿＿＿＿＿＿＿＿＿＿＿＿＿＿＿＿＿＿＿＿＿＿＿＿＿＿＿＿＿＿＿＿＿＿＿＿＿＿＿＿ 

6. 缩句  

1 一株带着花的丝瓜惊叹号般地垂着。  

＿＿＿＿＿＿＿＿＿＿＿＿＿＿＿＿＿＿＿＿＿＿＿＿＿＿＿＿＿＿＿＿＿＿＿＿＿＿＿＿＿＿＿＿＿＿＿＿＿＿＿＿＿＿＿＿＿＿＿＿＿＿＿＿＿＿＿＿＿＿＿＿＿

＿。  

2 一只只白天鹅用胸脯和翅膀重重地扑打着冰面。  

＿＿＿＿＿＿＿＿＿＿＿＿＿＿＿＿＿＿＿＿＿＿＿＿＿＿＿＿＿＿＿＿＿＿＿＿＿＿＿＿＿＿＿＿＿＿＿＿＿＿＿＿＿＿＿＿＿＿＿＿＿＿＿＿＿＿＿＿＿＿＿＿＿

＿。  



3 我家的菜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  

＿＿＿＿＿＿＿＿＿＿＿＿＿＿＿＿＿＿＿＿＿＿＿＿＿＿＿＿＿＿＿＿＿＿＿＿＿＿＿＿＿＿＿＿＿＿＿＿＿＿＿＿＿＿＿＿＿＿＿＿＿＿＿＿＿＿＿＿＿＿＿＿＿

＿。  

 

7. 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 “哺育”的“哺”字，它的音序是f，它的部首是“口”。（  ）  

2. “荆棘、峻岭、曲折、镶嵌”都是由近义词组成的词语。（  ）  

3 .  “马宝玉壮烈牺牲”其实就是“马宝玉英勇就义”，“就义”和“牺牲”的意思是一样

的。（  ）  

4. “荒地、荒凉、荒岛”中的“荒”字的意思是相同的。（  ）  

5. “我时刻牢记着母亲对我说过的话。”这句话缩句应是： 我牢记母亲。（  ） 

8. 整理排列错乱的句子。  

（  ）水珠听了，得意忘形，以为自己真的成为珍珠了。  

（  ）过了一会儿，太阳升高了，水珠逐渐变小了，最后完全被蒸发了。  

（  ）荷塘里满是碧绿的荷叶，一张张像大蒲扇似的，舒舒服服地躺在水面上。  

（  ）一个小孩看见了这些水珠，便欢快地叫起来： “大家看啊！那荷叶上的水珠简直

像真的珍珠一样，太美了。”  

（  ）它对荷叶说： “你看，我多美啊！由于我的存在，才给你增添了光辉。大家到这

里来，不都是看我吗？”  

（  ）美丽的荷叶上留下一块块水印。  

（  ）塘里的鱼儿一打挺，溅起来的水花落在荷叶上，颗颗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像碧

玉盘上盛着的珍珠，好看极了。  

（  ）荷叶听了，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9.                  红 玫 瑰  

我最近刚刚搬进这座小小的庭院。  

新的环境整洁、安静，让人满意。在这小院中，最惹我喜爱的，那就是北屋窗下那一丛

红玫瑰了。几十朵绒球似的红花，点缀在翠绿的枝叶间，煞是耀眼；再加上阵阵轻风断断续

续送来那清甜的香气，逗引得你不得不走近花前，去仔细欣赏欣赏它。  

我走到玫瑰丛边，左看看，右看看，看准了刚刚绽开花瓣的一朵，伸手想掐下来，不料

北屋里突然传出一个稚气的声音：“姐姐，别摘！”接着，竹帘儿一挑，走出一个戴着红领

巾的女孩儿来。看她的样儿，顶多不过十岁。大概，这就是玫瑰花的小主人了！我问她：

“这花儿，是你种的吧？”她大大方方地说：“不，是我爷爷栽的，我管浇水。”她歪着脑

袋看了看我，又补充说：“姐姐，这花只许看，不许摘。”虽然是命令的口气，但声音又清

脆又甜润。我听了她的命令，只好乖乖地放弃了摘花的打算。  

在后几天的接触中，我知道这个小姑娘名叫贺丹丹，读小学三年级。她的爷爷是个炊事

员，工作很忙，我和贺爷爷难得见上几面，倒是丹丹，每天姐姐、姐姐地喊着，渐渐和我熟

悉起来。  

住了不久，我就发现这个小院里有件奇怪的事。  

有天清晨，那丛玫瑰开得红艳艳的，少说也有七八十朵。可是等我放学回来，花儿却少

了一批，就像被一阵神风刮走似的，无影无踪，周围地上连个花瓣儿也寻不见。过了几天，

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玫瑰花到哪儿去了呢？是谁摘走了它们？我心里搁上了一个谜。这天，是星期日，我就

比较注意北屋窗下的那丛玫瑰花。忽然，我看到有个女孩儿，挽着一只小竹篮，正在采花。

我定睛一看，竟是丹丹。  



我怀着惊异的心情，悄悄向她走去。丹丹采花很专注，似乎没有发现我走到她身后。  

“喂，丹丹！不是‘只许看，不许摘’吗？怎么你倒带头摘花啦？”我用第一天见面

时，丹丹管我的话反问她。  

“哦……”丹丹突然发现我，愣了一下，抿着嘴笑着，又忙着摘花。我捏住丹丹的手

说：“这么好的花，摘了多可惜！”她抬起头，问我：“姐姐，您吃过糖玫瑰吗？”  

噢！我恍然大悟。丹丹的爷爷是炊事员，自然有一手好手艺喽！我想起了市场上那些美

味的玫瑰酥呀，玫瑰饼啊……不都是用糖腌玫瑰做原料吗？我伸出手指点点丹丹的额头，笑

着说：“小鬼，原来是想让爷爷给你做好吃的，解解馋。”  

“不！不！不！”丹丹使劲儿地摇着头，快活地说，“不是我吃，是送到幼儿园，让爷

爷把它们腌成糖玫瑰，做成点心，给小朋友们吃。”说话间，丹丹把一篮玫瑰花抱在胸前，

她微微笑着，用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望着我。我忽然发现，在这个女孩的眼神里，有那么一种

美的幸福的神情。  

我望着这小姑娘被朝霞映红的笑脸。  

我望着她胸前那一篮红艳艳、轻盈盈、水灵灵的玫瑰花。  

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这样一种强烈的爱： 我爱这带着晨露的红玫瑰，我更爱眼前这善

良而纯洁的小姑娘。  

1 选字填空。  

A. 簇  B. 朵  C. 束  D. 丛  E. 片  

（1） 在我的家乡，有一大（  ）玫瑰园。  

（2） 她头上戴着一（  ）玫瑰，好看极了。  

（3） 教师节这天，我们给刘老师送了一（  ）玫瑰。  

（4） 北屋窗下有一（  ）玫瑰，非常惹人喜爱。  

（5） 那一（  ）一（  ）的玫瑰花，映红了她的笑脸，驱散了她的烦恼。  

2 在下列括号里填上恰当的词语，使句子更加生动具体。  

（1） 轻风送来一股香气。  

（   ）轻风送来了一股（   ）香气。  

（2） 在这个女孩的眼神里，有一种神情。  

在这个女孩的眼神里，有一种（   ）神情。  

（3） 我望着她胸前的那一朵玫瑰花。  

我望着她胸前的那一朵（   ）玫瑰花。  

（4） 我爱这红玫瑰，我更爱这小姑娘。  

我爱这（   ）红玫瑰，我更爱这（   ）小姑娘。  

3 仔细阅读短文，判断正误，对的在句子后的括号里打“√”，错的打“×”。  

（1） 本文的玫瑰花是小女孩栽的，她爷爷管浇水。       （ ）  

（2） 小女孩对“我”说的话是：“这花只许看，不许摘。”   （ ）  

（3） 有天清晨，那丛玫瑰开得红艳艳的，少说也有七八十朵。可是等“我”放学回来，花

儿却少了一批。                   （ ）  

（4） 星期天，“我”终于看到了，是丹丹在采玫瑰花。     （ ）  

（5） 丹丹采玫瑰花，是为了让爷爷给自己做玫瑰糖、玫瑰饼解馋。 （ ）  

4 本文借助什么烘托出丹丹的美好心灵？  

＿＿＿＿＿＿＿＿＿＿＿＿＿＿＿＿＿＿＿＿＿＿＿＿＿＿＿＿＿＿＿＿＿＿＿＿＿＿＿＿ 

5 本文描写了一件什么事？通过这件事赞扬了什么？  

＿＿＿＿＿＿＿＿＿＿＿＿＿＿＿＿＿＿＿＿＿＿＿＿＿＿＿＿＿＿＿＿＿＿＿＿＿＿＿＿ 

＿＿＿＿＿＿＿＿＿＿＿＿＿＿＿＿＿＿＿＿＿＿＿＿＿＿＿＿＿＿＿＿＿＿＿＿＿＿＿＿ 

6 用“＿＿”在文中画出描写环境场景的句子，并简单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 

7 读完文章后，你认为丹丹是一个怎样的女孩？  



＿＿＿＿＿＿＿＿＿＿＿＿＿＿＿＿＿＿＿＿＿＿＿＿＿＿＿＿＿＿＿＿＿＿＿＿＿＿＿＿ 

＿＿＿＿＿＿＿＿＿＿＿＿＿＿＿＿＿＿＿＿＿＿＿＿＿＿＿＿＿＿＿＿＿＿＿＿＿＿＿＿ 

10. 作文题目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你了解哪些地方的风俗习惯？请你将调查了解到的民风

民俗加以整理，写成一篇习作。可以写节日习俗，也可以写富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

居，还可以写新颖、别致的民间工艺品。可以是课外阅读时知道的，也可以是通过调查访问

了解到的，还可以是在别的地方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  

思路导航  

          导航（一）  

你可以用总分法来写作，以事物的特点为线索行文。先总写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风俗特

点；然后再从几个方面分别介绍这个习俗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注意这几个方面最好既有代表

性又不重合；最后再小结一下这个习俗的有趣之处，与开头相呼应。  

          导航（二）  

如果是你在别的地方亲眼看到，亲自感受到的民风民俗，你还可以这样写： 先写写什

么时候，你去了哪里，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再简略地写写那儿有哪些与我们这儿不同的风

俗，其中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接着详细写写你最感兴趣的风俗，重点写清楚它与我们平时

的习惯有什么不同，你有什么新奇的、特殊的感受；最后小结一下那里的特色，还可以向大

家推荐一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