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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询教育 2015 秋季班六年级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辅导站（ ） 班级（ ）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装订线- - - - - - - - - - - - - - - - - - - -

试卷由基础分（100）＋附加分（20），满分（12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注意：考生务必按答题要求在答题纸规定位置上作答，在草稿纸、本试卷上答题一律无效

一、基础知识（10 分）

1.下列标点符号运用错误的一项是（ ）

A不知道伯父怎么会知道我读了“水浒传”，大概是爸爸告诉他的吧？

B伯父摸着胡子，笑了笑，说：“哈！还是我的记性好。”

C“哪一点不像呢？”伯父转过头来，微笑着问我。

D“碰壁?”我说，“你怎么会碰壁呢？是不是走路不小心？”

2.下列各组词语中,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

A 提名 金榜题名 B骨干 寻物启示

C诡辩 阴谋诡计 D频繁 濒危物种

3.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一句是: （ ）

A 他们全家的合唱,为家庭凭添了几分温馨。

B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各不相让,真是唇枪舌箭。

C胜利的消息传来;队员们兴高彩烈地把教练举了起来。

D文章要简练,语言要精炼,思想表达要准确。

4.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辛弃疾的词大多以激昂跌宕的气势和独具匠心的构思来抒情言志，在南宋词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B 亚洲地区的不良资产尚未化解，银行改革错综复杂，企业脱困困难重重。

C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恐怕克隆出“希特勒”式的人物，其实这只是对克

隆技术所知不多的人在杞人忧天。

D拖拉机司机急于赶路，他不走公路，另辟蹊径，沿着江边小道行驶，不料驾驶失控，出了车祸。

5.鲁迅的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以下哪部作品不属于他创作的？（ ）

A《狂人日记》 B《华盖集》 C《童年》 D《朝花夕拾》

二、填空（15 分）

1. ，望驿台前扑地花。

2.欲把西湖比西子， 。

3.洛阳城里见秋风， 。

4.篱落疏疏一径深， 。

5. ，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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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内文言文（15 分）

陈太丘与友期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
⑹
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

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

元方入门不顾
⒀
。

1．以上内容出自南朝宋 编撰的《 》 （4分）

2．解释下面加点的词语。（4分）
（1）陈太丘与友期．行（ ） （2）元方入门不顾．（ ）

3．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句。（4分）

过中不至，太丘舍去

4．“友人惭”是因为： （用自己的话简要回答） （3分）

四、课外文言文（10 分）

学 弈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

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欤？曰：非然也。

——《孟子·告子》

注释：弈秋：秋，人名，因他善于下棋，所以称为弈秋。 鸿鹄：天鹅。

缴：本课指有丝绳的箭。

1．解释下面句中加点的词（4分）

①通国之善弈者也（ ） ②为是其智弗若欤？（ ）

2． 将“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3． 用一句成语（ ）可以概括这段文字所讲述的道理。 （2分）

五、记叙文阅读（50 分）

我的老师

1)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 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

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他取乐，

到后来便不敢放肆，并认了他作我的老师。

2)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

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儿疼不疼?”人们对于美好的东

西，往往不加爱惜，只想占有，甚至加以残害。孙涵泊却视一切都有生命，加以怜悯、爱惜和尊重。

我想，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晚上看电视，七点钟，当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时，他就要站在椅了

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 A，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孙涵泊，孙老师，

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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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街上两人发生了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

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他便跑过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

是好孩子!”现在的人，多半是胆小怕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孙涵泊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

而出，显得十分神勇。一点不假，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4) 有一次，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着耳

朵。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 “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

字?”说：“黑字”。还有一次，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同事家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

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神情严肃。同事也觉得年历不

好，用红纸剪了小裤兜贴在那裸体上，大家都嗤嗤发笑起来。有人故意指着仍裸着的胸脯问他：“这

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说罢又忙他的操作。孙涵泊

无视权威，不瞧脸色，不转弯抹角，说话直奔事物的根本，没有丝毫的虚伪和做作，大大方方，自

自然然。的的确确，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5)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 B，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

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是诚心诚意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

耻。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接触了我的老师都要羞耻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

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作者贾平凹，有改动)

1. 文中 A 和 B 处应该选择的词语是( )和( )(4 分)

A 处.①讥笑 ②嗤笑 ③哂笑

B处.①教育 ②教诲 ③教导

2.文章以“我的老师”为题，实则描写的是一个三岁半的孩子，可见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老师。

文中反复出现“他真该做我的老师”这句话有什么作用?(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文中划线的文字描写十分精彩，请简析它的作用和表达效果。(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请从外部特征和内在品质两个方面简要分析“我的老师”这个人物形象。(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文中结尾“我的老师也该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这句话有什么深刻含义?（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捅马蜂窝

冯骥才

○1 爷爷的后院虽小，它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

荫影深浓，却是鸟儿、蝶儿、虫儿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

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

蜢虫驱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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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爷爷窗檐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

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它们中间哪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

○2 “真该死，屋子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

气。

○3 “不行，要蜇死人的!”爷爷说。

○4 “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

○5 “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
○6 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渴望。那多有趣．．．．!当我给这个淘气的欲望鼓动得

难以抑制时，就找来妹妹，趁着爷爷午睡的当儿，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

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儿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露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做为捣毁马

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马蜂窝，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

后把门关住。

○7 妹妹躲在门缝后边，眼瞧我这非凡而冒险的行动。我开始有些迟疑，最后还是好奇战胜了胆

怯。当我的竿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内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得别的，一些受惊的

马蜂轰地飞起来，我赶紧用竿头顶住蜂窝使劲摇撼两下，只听"嗵"，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

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竿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

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

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使我惊呆了。我抬乎想挡住脸，只觉眉心像被针扎似

的剧烈地一疼，挨蜇了!我捂着脸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进屋。

○8 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了醋、

酒、黄酱、万金油和凉手巾拔毒，也没能使我那肿疱迅速消下去。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

天后才渐渐复愈。这一下好不轻呢!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

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

○9 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招唤我去，

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

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吓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

○10 “怕什么，它早死了!”爷爷说。

○11仔细瞧，噢，原来是死的。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几只黑蚂蚁在它身上爬来爬去。

○12爷爷说：“这就是蜇你那只马蜂。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蜇你。它要是蜇了你，自己

也就死了。”

○13 “那它干嘛还要蜇我呢，它不就完了吗？”

○14 “你毁了它的家，它当然不肯饶你。它要拼命的。”爷爷说。

○15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这只马蜂，微风吹着它，

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视死如归的架式；与毁坏它们生

活的人拼出一死，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

在我心上。

○16那一窝马蜂呢，无家可归的一群呢，它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这只空

空的蜂窝粘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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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

○18转年开春，有两只马蜂飞到爷爷的窗檐下，落到被晒暖了的木窗框上，然后还在去年的旧窝

的残迹上爬了一阵子，跟着飞去而不再来。空空又是一年。

○19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忽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檐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

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一个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

○20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

旁人的事。

1．读文章第一段，有似曾相识之感，它与课文《 》中描写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情景相似，

课文选自《呼兰河传》，作者 。 （4分）

2．请从文中找出一句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的语句，工整地抄写在下面横线上。（3分）

3．第○7 段中“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进屋”一句中的“拖”不能换成“放”是因为用“拖”字不仅反

映出当时 的情况，也体现了 的心情。（6分）

4．认真阅读全文后，请发挥想象，写一段话，描述第○17段中“我”站在爷爷后院里时的所见、所做、

所感。不少于 100字。（20分）

六、附加题（20 分）综合运用

最近，上海市统计局在本市 16 周岁及以上常住市民中展开了一次关于时间够不够用的调查，调查结

果如下：（分）

1. 从左图可以得出的结论有（多选题．．．）

（ ）（4分）

A. 半数以上的市民认为时间够用。

B. 大部分市民认为时间不够用。

C. 超过四成的市民认为时间不够用。

D. 极少部分市民认为时间不够用。

2.请你根据要求，在校园开展的以“书香校园”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中，完成下列相关人物。

（16 分）

（1）下表是某同学在活动中搜集到的有关阅读的数据材料，请你从“人均阅读量”和“人均阅读时

长”中各得出一条结论。（6分）

年度 人均阅读量 人均阅读时长（每天）

纸质体术（本） 电子书（本） 纸质阅读（分钟）手机阅读（分钟）

2012 4.39 2.35 15.38 16.52

2013 4.77 2.28 13.43 21.70

结论 1

结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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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量应当关注，阅读内容也值得重视。你的班级将举行一次“我们该读什么书”的专题讨论

会，就著名作家毕淑敏和汪曾祺的不同阅读观开展讨论。请你准备好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简述

理由。（10 分）

毕淑敏：名著一般多是经过了许多年代的考验，是被大师们的智慧之磨研磨了无数次的精品，读的

时候，像烈火烹油的满汉全席，为大享乐。

汪曾祺：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什么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

观点及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