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单元复习
五年级上册



本单元主题为“四时景物皆成趣”，围绕主题编

排了《山居秋暝》《枫桥夜泊》《长相思》三首

古诗词和《四季之美》、《鸟的天堂》、《月迹》

三篇课文，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一年四季别样的

风景。



     《古诗三首》描述的是古代诗人眼中不同季节的景或事，或咏景言志，

或借景物抒发情感，或借景描写表达思乡怀旧之情，三首古诗词都配有插图，

有助于学生理解古诗内容，体会古诗表达的思想感情。《四季之美》主要讲

了四季当中每个季节最美的是一天的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美。《鸟的天堂》

是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的作品。文章记叙了作者和他的朋友两次经过鸟的天堂

时所见到的不同景象，表现了大榕树的庞大、茂盛，以及被称作"鸟的天堂"

的名不虚传，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中这种生命现象的热爱和赞美。《月迹》

通过记叙一场饶有情趣的寻月活动，展现了美丽的月色，赞美了孩子美丽纯

洁的心灵，表达了孩子们追求美好事物的纯真愿望。同时告诉人们美属于每

一个人，人人都应该拥有美。



    本单元主旨是初步体会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学习写自然景观和

自然现象的方法。篇章页上呈现了诗歌形式的人文导语“四时景物皆成

趣。”配合描绘四时景色的的画面，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单元重点：

 （1）阅读时，初步体会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古诗词三首》

中，结合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

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来感受静态描写和动态

描写在景物描写中的作用；《四季之美》侧重通过朗读感悟景物的动态

描写，课后练习二直指本单元要素，联系上下文，体会景物的动态描写。



单元重点：

 《鸟的天堂》先写作者和朋友划船出去游玩，第一次经过“鸟的天堂”

时所看到的景象。接着重点写榕树的大和茂盛，按由远及近的观察顺序

写，表达了作者对榕树的赞美之情。这一部分属于静态描写。然后写作

者第二次经过“鸟的天堂”时所看到的众鸟纷飞的热闹情景，表达了作

者的喜悦兴奋之情。这一部分以动态描写为主。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相

结合是本课表达上的特点。重点是理解作者两次经过“鸟的天堂”所看

到的景象，学习作者观察和描写景物的方法，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单元重点：

 《月迹》的语言清新优美，含蓄凝练，富有诗的韵味。作者把热烈的

感情倾注在画面描绘和简洁的人物对话中。将作者对美好事物追逐的感

情，和谐地融汇于景物描写之中。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拟人、想象等手

法，增强了散文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对童心的描写更是既传神又逼

真。语文园地的“交流平台” 初步体会景物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

写,“词句段运用”安排了实践运用的练习设计海报和练习把画面写具

体，“日积月累”安排了古诗《渔歌子》。



单元重点：

  （2）学习描写景物的变化。本单元的习作要求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有

条理地描写景物；注意写出景物的动态变化，使画面更加鲜活”。本单元

的习作编排，目的在于留心观察自然，初步学习积累习作的素材，并用学

过的方法记录下来。能按照一定的观察方法仔细观察自己身边的一种自然

现象或一处自然景观，根据自己的观察对象把题目补充完整，围绕一个意

思用一段话写下来，并能主动运用平时积累的描写景物的词语；学会运用

本单元学到的写作方法，按一定顺序、学习课文描写景物静态和动态的方

法和动静相结合的对比方式，把一种自然现象或一处自然景观写清楚，写

具体，重点要突出景物的变化。



一、易读错的字

那畔（pàn）   聒噪（guō）   凛（lǐn）冽

三支桨（jiǎng）                   木桩（zhuānɡ）



二、易写错的字

孙：“子”的第三笔变为提。

寺：上半部分是“土”不是“士”。

幕：下面是“巾”不是“日”。

黎：下面是“ ”不是“水”。

逸：被包围部分是“兔”不是“免”。

梢：左边是“木”不是“禾”。

桨：下边是“木”不是“水”。

暇：左边是“日”不是“目”。 



三、会写的词语

王孙   停泊   发愁   榆关   河畔   黎明   红晕   漆黑

夜幕   愈发   闲逸   未免   大雁   降临   炭火   火盆

走廊   船桨   榕树   纠正   木桩   灯塔   抛开   陆续

涨潮   树梢   画眉   寒山寺  萤火虫       白茫茫 

心旷神怡      不可计数       应接不暇



四、形近字

榆(    )

愉(    )

幕(    )

暮(    )

梢(    )

稍(    )

捎(    )

榆钱

愉悦

夜幕

日暮

树梢

稍微

捎信



五、多音字

更

泊

晕

应

涨
gēng(更夫)

gèng(更加)

yùn(红晕)

yūn(头晕)

zhǎng(涨价)

zhàng(涨红)

bó(停泊)

pō(湖泊)

yīng(应该)

yìng(回应)



六、近义词

黎明—拂晓    漆黑—乌黑   陆续—连续    茂盛—繁茂

照耀—照射    留恋—眷恋 

应接不暇—目不暇接         急急匆匆—急急忙忙

不可计数—数不胜数 



七、反义词

暖和—寒冷    漆黑—通明    急急匆匆—慢慢悠悠

朦胧—清晰    黎明—黄昏    心旷神怡—心烦意乱

逼近—离开    茂盛—枯萎    不可计数—屈指可数

静寂—喧闹    热闹—冷清     应接不暇—应付自如 



八、词语搭配

（红紫）的彩云           （蒙蒙）的细雨

（凛冽）的清晨           （闲逸）的心情

（明亮）的月夜           （漆黑）的暗夜

（朦胧）的微光           （熊熊）的炭火

（寒冷）的冬晨           （灿烂）的红霞 



九、词语归类

形容人心情愉悦的四字词语：心旷神怡        怡然自得

表示天快亮或刚亮的词语：黎明              破晓        拂晓

形容数量多的四字词语：不可计数            数不胜数

形容树木繁茂的四字词语：枝繁叶茂          绿树成荫 



十、佳句积累

1. 静态描写的句子:

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儿缝隙。

2. 动态描写的句子：

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树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

在扑翅膀。

3. 动静结合的句子：

夕阳斜照西山时，动人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



十一、考点提示

1. 背诵：《古诗词三首》《四季之美》《渔歌子》。

2.《古诗词三首》中想象诗词句描绘的景象，体会诗词句中的静

态描写和动态描写。

3.《四季之美》中知道每个季节最美的具体时间及其特点，能联

系上下文体会句中的动态描写。



十、佳句积累

7. 排比句：追寻你，延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

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镢头，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8. 比喻句：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

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



第七单元课文知识点



   《山居秋暝》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绮丽风

光和山中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的高

洁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本单元知识点



   《枫桥夜泊》描写了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船苏州城

外的枫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

景色，表达了诗人旅途中孤寂忧愁的思想感情。

本单元知识点



   《长相思》描写了行军的艰辛和将士们在风雪声中辗转难眠

的情形，全词于写景叙事之中，表达了浓烈的羁旅怀乡之情。

本单元知识点



   《四季之美》通过对四季中具有代表性的时间及景物的描写，

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本单元知识点



   《鸟的天堂》记叙了作者和朋友们两次经过“鸟的天堂”时

所看到的不同的美丽景色，生动地描写了傍晚静态的榕树和早

晨群鸟活动的场面，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本单元知识点



   《月迹》通过记叙孩子们在中秋月夜追寻月亮的故事，展现

了美丽的月色，表现了孩童敏锐的想象力以及追求美好事物的

纯真愿望。

本单元知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