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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度小学语文五年级上期

期末考试试题

积累与运用。

1. 读拼音写词语。

ēn huì yǐn bì hóng wěi lǎn duò

（ ） （ ） （ ） （ ）

xián yì yā yì fáng ài qīn lüè

（ ） （ ） （ ） （ ）

2. 用“√”给加点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1）葡萄藤上果实累累．（léi lěi），惹人喜爱。

（2）防控疫情需要，大家排队放学时需要间．（jiān jiàn）隔一定的安全距离。

（3）昨天收拾书包时间，我把语文书落．（là luò）下了。

（4）月亮款款地悄．（qiāo qiǎo）没声儿地溜上了窗帘。

（5）读名人传．（zhuàn chuán）记，就是在学习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6）让我们背起行装投奔．（bēn bèn）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触摸山川湖海的心跳。

3. 选字填空，组成词语。

[协 谐]（ ）议 和（ ） [恒 衡]平（ ） 永（ ）

[泄 泻]发（ ） 腹（ ） [捡 拣]（ ）破烂 （ ）选

[慕 暮]爱（ ） 日（ ） [恃 待]等（ ） 有（ ）无

恐

4. 给加点字选择正确的解释，把序号填在括号里。（ ）

一花一鸟总关．情。

A. 合拢。 B. 牵连，涉及。

C. 事物的枢纽或重要的转折点。 D. 幽禁、禁闭。

5. 把下列词语补充完整，再按要求填空。

难以（ ）信 （ ）世闻名 亭台楼（ ） 奇（ ）异宝

（ ）计多端 （ ）所当然 应接不（ ） 处心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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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谜语“世界上最小的邮筒”的谜底：______

（2）感情色彩是贬义的词语：______、______

（3）和成语“茶米油盐”结构相似的词语：______

6. 请用一个成语概括下列语段所描写的场景。

此时，黄继光已多处负伤，弹药用尽，而敌人的枪口还在喷射出罪恶的子弹。没有时间多想，他忍着剧烈

的疼痛，用尽力气朝着敌人的暗堡一跃而起，子弹射进身体的同时，他扑在了暗堡口，用自己的胸膛堵住

了敌人的枪眼，壮烈牺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照样子，把句子写具体。

例：院子的中央，有一棵桂树。

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

雪花落下。

___________________

8. 根据所学、所积累的古诗词填空。

（1）《已亥杂诗》诗题中的“______”交代了这首诗题写的时间，即 1839 年。这首诗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

______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______比喻人们沉默不语，不敢发表意见。诗中“______，______。”是广

为传颂的名句。

（2）“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出自王维的《______》，这首诗______联写景，______联描写人的活动。

静态场景是：“______”，“莲动下渔舟”是______态场景。

阅读理解。

阅读非连续性文本，完成题目。

材料一：

材料二：

①立春在民间有许多习俗，将生菜、春饼等放于盘中，取迎春之意，并且馈赠亲友邻居，称为春盘。

②古代皇帝于立春日都要以春盘赐与近臣。吃三生菜，也就是三种生菜，取其“生”字，蕴涵万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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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意。以葱、韭菜、蒜、蓼蒿、芥菜五种辛辣菜杂和作食叫“五辛盘”，谐音取______之意。

③此风俗很久远，晋代周处《风土记》中载：“正元日，俗人拜寿，上五辛盘，宋柏颂，椒花酒，五

熏炼形。”后演变到立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

芥菜等辛辣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义，谓之五辛盘。”

材料三：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上，中国申

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9. 材料一的图画，介绍了和“谷雨”相关的哪些内容？写出两条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分别用一句话简要概括材料二和材料三的内容。

材料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材料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结合材料二，列出“春盘”里包含的三种食材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______ ______ ______

12. 阅读材料二，联系上下文，②自然段的“______”处可以补充为______

13. 材料一中和材料三中“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相关联的信息是

__________________

14. 材料二用到的说明方法有______、______

阅读课外文本，完成习题。

日落即景

①下午时分，太阳悬在天空的西边。日落即景，此时如果你注意去看，就能看到太阳与天空最美的一

面。

②太阳慢慢接近地平线了，它射出耀眼的金光，将西边的天空映得一片金黄。地面上的建筑、田里的

作物、农家的牲口，还有人们的脸都被映成金色的了。天地间的万物，都像太阳一般，闪着金色的光芒，

柔柔的，暖暖的。

③太阳继续下沉，西边的地平线便一点一点泛红了。这时的太阳如同一位画家，在天空这张巨大的画

卷上描绘着一幅生动的画。灿烂的霞光就是这幅画的底色，从地平线向上数，先是一层淡淡的红晕，向上

就是闪亮的金黄色，再向上，金色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天空原本的浅蓝。可这位画家觉得还不够，于

是又拿起画笔，在这画卷中点缀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彩云。在这无边无际的画布中，先是跑来一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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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在云朵铺成的草地上尽情地吃草。突然，又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老虎，悄悄地靠近小羊，眼看着就要

碰到小羊了，可一下子又变模糊了……你看，这美丽的天空，不就是大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幅最美的画卷吗？

④随着太阳渐渐沉入地平线，这块画布的底色也慢慢暗了下去。画家停止了作画。我眼中的美丽画卷

一点点消失，一点点被夜幕吞噬。不忍心让这份美丽逝去，于是我用手中的笔将这美丽定格于此。

15. 用文中的关键词，将日落变化的全过程补充完整。

16. 短文的第______自然段抓住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静态事物进行描写，想象

画面，眼前会被一片______的颜色笼罩。

17. 短文的第______自然段静态和动态描写结合。先按照______的顺序写出了天空中有层次的______，再

抓住______进行动态描写，我们可以给两幅画面取两个生动形象的名字：______、______。

18. 如果有感情地朗读第④自然段，为了突出作者______的心情，我们可以强调读“______”、“______”

等词语。

19. 书面表达（二选一）。

（1）题目：我熟悉的一个人

要求：①抓住并突出人物的特点，把熟悉的人的形象写得鲜活有趣。

②用一两件具体事例描写熟悉的人。

（2）介绍一种事物

阅读下面的材料，提取材料中的信息进行归类整合，再结合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以及推论，以“动物的尾巴”

为题，写一篇说明文。

要求：①写清楚事物的主要特点。

②试着用上恰当的说明方法。

③分段介绍事物的不同方面。

④字数不要超过 500 字。

材料一：

尾巴是指位于动物体背部尾端的部分，特别是指构造柔韧可弯曲且明显分开于躯干的附肢部分，大致

上相当于哺乳动物与鸟类的骶骨和尾骨。一般而言尾巴是脊椎动物的专属特征。动物为了适应周围的生活

环境，于是就演变出各种形态的尾巴，并且，不同的尾巴也具有不同的功用。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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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的尾巴是叮敌人的武器。

蝎子的尾巴是用来攻击敌人的。

猫的尾巴是用来平衡的，也可以用来钓鱼。

响尾蛇的尾巴用来吸引小动物，小动物就成了它的美餐。

有一种鱼叫做小水马鱼，它没有眼睛，它尾巴上有电，别的鱼靠近它的尾巴，小水马鱼就会逃走。

鸟把尾巴当作飞行器。鸟的尾巴上长着又长又宽的羽毛，这些羽毛展开时好像扇子，能够灵活转动，

便于掌握飞行方向。鸟尾在飞行时起着舵的作用，被称作“万能的舵”。

最有趣的是猴山上的猴子，尾巴是他的“第五只手”。猴子利用尾巴在树上窜来窜去，有时又用尾巴

攫取食物。

小松鼠睡觉时用尾巴当作棉被盖在身上。啄木鸟用凿子样的嘴巴寻觅树干中的害虫时，用结实的尾巴

作为重要的支撑物。

材料三：

燕子的尾巴像剪刀，燕子在飞翔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气流的阻力，而剪刀的形状是流线型的，这种能将

燕子遇到的阻力减到最小，使它们飞得更快。

松鼠的尾巴像掸子，蓬蓬松松，又大又长。

马的尾巴的形状像女孩的辫子，由很长的粗毛组成，可以左右甩动。老虎的尾巴，像一条钢鞭，能够

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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