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材课后题参考答案

1.古诗三首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名师来指导〕 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了解诗的意思,反复有感情地诵读诗

歌,然后一边读一边想象诗的画面,最后抓住三首诗的具体景物将三首诗背诵下

来。

默写古诗时要关注生字,注意较难字。

2.读下面的诗句,说说你眼前浮现出怎样的情景,体会其中的乐趣。

〔答案大家找〕 (1)小孩子虽然不会耕田织布,但也在那桑树荫下学着种

瓜。

(2)清晨,满脸稚气的小孩,将夜间冻结在盆中的冰块脱下,用彩丝把冰块穿

起来当银钲。

(3)那小牧童横坐在牛背上,缓缓地把家还;拿着一支短笛,随口吹着,也没有

固定的声腔。

●小练笔

根据诗歌内容,展开想象,选择其中一首改写成短文。

〔答案大家找〕 示例:

《村晚》改写

夏末秋初,乡村的傍晚真美!雨过天晴,池塘里涨满了水,犹如一面硕大的银

镜。小鱼在水中快活地游来游去。池塘边的青草和水中的芦苇长得十分茂盛,有

的尖叶上还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夕阳西下,与两座山相连接,这景色连同小桥

和岸边的树木一起倒映在池塘中,随着池中细小的波纹晃荡着,起伏着。

柳荫下,慢悠悠地走来了一头黄牛,它拍打着尾巴,“哞哞”叫着,似乎在赞叹

傍晚的美丽景色呢!仔细一看,牛背上还横坐着一个牧童,他头戴草帽,身披一件

小褂子,腰间系一条棕色腰带,合身的短裤和那双草鞋搭配得恰到好处。忽然,一

阵稚嫩却悦耳的笛声传来,它时而婉转,时而悠扬,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似乎不成

曲调,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跳着,奔向前方。小牧童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暮色里,只有

那跳跃的笛音,仍然隐隐约约地在淡淡的暮霭里飞翔。

2.祖父的园子

1.默读课文。说说“我”和祖父在园子里做了什么,祖父的园子有什么特别

之处。

〔答案大家找〕 “我”和祖父在园子里栽花、拔草、种小白菜、铲地、浇

水,“我”还在园子里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捉蚂蚱、睡觉。

特别之处:祖父的园子里不但动植物齐全,而且一切都是自由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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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读下面的句子,体会“我”的内心感受。从课文中找出类似的句子,和

同学交流。

〔答案大家找〕 (1)我感受到了一切都是充满活力的,都有梦幻般的色彩,

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2)黄瓜是有灵性的,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是自由快乐、不受约束的。

课文中像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比如: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

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3.读读下面的“阅读链接”,说说你对课文有什么新的体会,再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

〔答案大家找〕 作者在祖父的园子里经历的童年生活是快乐、自由的,是

让人难以忘怀的,长大后即使再回到故地,因为没有了祖父,所以也没有了童年时

的快乐,可以说作者自由、快乐的童年生活是祖父给予的。作者怀念、留恋童年

的生活,同时也留恋祖父、怀念祖父。

5.草船借箭

1.默读课文。按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说一说故事的主要内容。

〔答案大家找〕 课文写周瑜由于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内造

好十万支箭,以此陷害他。诸葛亮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周

瑜不得不叹服诸葛亮的才能超过自己。

2.读下面的句子, 回答括号里的问题。文中还有一些体现人物特点的语句,

画出来和同学交流。

〔答案大家找〕 诸葛亮一是从大局着想,不愿破坏联吴抗曹的大局;二是夜

观天象知道两天后的晚上大雾弥江,草船借箭之计已然胸有成竹。

周瑜认为三天造十万支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诸葛亮又立下了军令状,这

样,周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治诸葛亮的罪。

鲁肃答应了。他不知道诸葛亮借船有什么用,回来报告周瑜,果然不提借船的

事,只说诸葛亮不用竹子、翎毛、胶膝这些材料。

3.读课文前,你对课文中的人物有什么了解?读课文后,你对哪些人物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你还想了解哪些关于他们的故事?

〔答案大家找〕 阅读课文前,我知道诸葛亮和周瑜都是足智多谋、不可多

得的人才;阅读课文后,我发现周瑜虽然聪明,足智多谋,但是心胸狭窄,自私自利,

不顾大局,而诸葛亮不但足智多谋,而且心胸宽广,大局观强。我还想了解“煮酒

论英雄”的故事。

4.读读下面的“阅读链接”,找出课文对应的段落,感受语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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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大家找〕 阅读链接对应的是课文最后的三个自然段,链接中的语言

更加凝练,读起来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也让故事的结构变得紧凑。

6.景 阳 冈

1.默读课文,遇到不懂的词语,如“筛酒、哨棒”,可以猜一猜意思。

〔答案大家找〕 筛酒:斟酒。本文指从壶里往杯子或者碗里倒酒。哨棒:

古代防狼的器具,一头是空心的,可以吹,发出像虎叫的声音,另一头是棒子。

2.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把下面的内容补充完整,再说说故事的主要内容。

〔答案大家找〕 喝酒—(上冈)—(打虎)—(下冈)

本文主要写了武松路过景阳冈,不听店家的劝告执意过冈,遇到老虎后,赤手

空拳打死老虎,然后下冈的故事。

3.用自己的话详细讲述武松打虎的部分,可以加上适当的语气、表情和动

作。

〔答案大家找〕 武松由于酒力发作,便找了一块大青石,仰身躺下。刚要入

睡,忽然一阵狂风呼啸,一只斑斓猛虎朝武松扑了过来,武松急忙一闪身,躲在老

虎背后。老虎一纵身,武松又躲了过去。老虎急了,大吼一声,用尾巴向武松打来,

武松又急忙跳开,并趁猛虎转身的那一瞬间,举起哨棒,运足力气,朝虎头猛打下

去。只听“咔嚓”一声,哨棒打在树枝上断了。老虎兽性大发,又向武松扑过来,

武松扔掉半截哨棒,顺势骑在虎背上,左手揪住老虎头上的皮,右手猛击虎头,没

多久就把老虎打得眼、嘴、鼻、耳到处流血,趴在地上不能动弹。武松怕老虎装

死,举起半截哨棒又打了一阵,见那老虎确实没气了,才住手。从此武松威名大震。

4.对于课文中的武松, 人们有不同的评价。你有什么看法?说说你的理由。

〔答案大家找〕 武松真勇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中国古典

名著中的精彩片段。文中刻画了武松临危不惊、镇定自若的气魄和为民除害的壮

举。人人都应当学习这种精神,也应当发扬这种精神,现代社会中就缺乏这种面对

恶势力时的勇气和胆量。

8.红楼春趣

●阅读链接

林庚的《风筝》主要回忆了儿时如何放风筝和各种风筝的样子,与《红楼趣

事》一文比较没有语言描写,没有神态描写。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给

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放风筝的画面。

9.古诗三首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从军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

有感》。

〔名师来指导〕 反复诵读,边诵读边想象画面,并借助画面,深入理解课文。

2.借助注释,说说下面诗句的意思,你体会到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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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大家找〕 (1)塞外的将士身经百战磨穿了盔和甲,不打败西部的敌人

誓不回还。表明边塞将士誓死杀敌的气概。

(2)中原人民在胡人压迫下眼泪已流尽,他们盼望王师北伐盼了一年又一

年。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而终不绝望的千回百转的心情。

(3) 赶紧动身启程从巴峡穿过巫峡，穿过了襄阳后又直奔洛阳。表达了诗

人急切、喜悦的心情，是诗人想象中的飞驰。

10.青山处处埋忠骨

1.默读课文。说说课文的两个部分分别写了什么内容。

第一部分：毛主席得知儿子牺牲后心情悲痛。

第二部分：虽然很想看看儿子的遗骨，但毛主席最终还是决定将毛岸英安葬

在朝鲜。

2.从课文中画出描写毛主席动作、语言、神态的语句，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岸英！岸英！”毛泽东用食指按着紧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

2.主席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心中的悲痛，目

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

3.结合课文，说说你对“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理解。

示例：毛主席认为儿子既然是革命者，就是把身心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

死后躯体是否回到家乡并不重要，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场又何妨呢？

11.军 神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出人物说话的语气。

〔名师来指导〕 根据人物的心理变化及时调整语速和语气,凸显人物的特

征和情感的变化。

2.沃克医生怎么发现刘伯承是军人的?后来为什么称他为“军神”?

〔答案大家找〕 沃克医生曾经当过军医,根据伤口就能判断出来;刘伯承受

了这么重的伤,还能如此镇定从容,这是一名军人应该具备的素质。由此,也可以

判断出来。

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刘伯承未用一点麻药,

疼痛使他把身下的新床单都抓破了,但是却一声没吭。他钢铁一般的意志,深深地

打动了沃克医生,所以沃克医生称他为“军神”。

3.从下面的句子中, 体会刘伯承的心理活动,再有感情地读一读。

〔答案大家找〕 (1)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不单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

战士们负责,为革命负责。

(2)这种痛苦真的是难以忍受啊,但是为了大局我也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倒下,

这点困难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4.从课文中找出对沃克医生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他的心理变化,

再以他的口吻讲一讲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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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大家找〕 “冷冷……惊疑……柔和……怔住……慈祥……肃然起

敬”。

体现了沃克医生对刘伯承从轻视到认可再到赞叹的心理变化。

讲故事:

一天,我的诊所里来了一位病人。每天来我这看病的人很多,开始我并没有在

意,只是冷冷地对待他。这是一个眼睛受了伤的人,根据伤口来看应该是枪伤。他

伤得很重,但是却依然很镇定,我知道他应该是一个军人,而他的回答也证实了我

的猜测。我准备要给他做手术了,但是他却提出了不用麻醉的要求。要知道,这么

大的手术,不用麻药风险太大,于是我教训了他,认为他这是在胡闹,但是我听了

他的理由后,我不得不给他做这个手术。手术过程非常烦琐,要知道眼睛不比别的

地方,而他的伤势又是这样的重。看到他因过度疼痛而失去色彩的嘴唇,用力揪住

床单而青筋暴起的双手,我的心里真的很担心他承受不住痛苦而晕倒,可是他却

坚强地挺住了,一刀一刀地数着手术的刀数。这绝对是我见过有着最坚强意志的

人!我知道他的身份一定不简单,当我得知他就是川东支队将领刘伯承的时候,不

禁感叹有这样的将领,何愁战争不取得胜利。

●阅读链接

文章围绕“丰碑”这个主题记叙了红军行军途中一位军需处长把自己的棉衣

让给了战友,自己被严寒冻死的感人故事,赞扬了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

神。

13.人物描写一组

1.默读课文。说一说三个片段中的人物分别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你是从课

文哪些语句看出来的。

〔答案大家找〕 嘎子是一个顽皮、争强好胜、聪明伶俐的孩子。骆驼祥子

是一个朝气蓬勃、淳朴忠厚、懂得上进的人。严监生是一个爱财如命,十分吝啬

的人。

“起初,小嘎子精神抖擞,欺负对手傻大黑粗,动转不灵,围着他猴儿似的蹦

来蹦去,总想使巧招,下冷绊子,仿佛很占了上风。”由此可以看出嘎子是一个顽

皮、争强好胜、聪明伶俐的孩子。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

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

内,只要硬棒就好。”由此可以看出祥子是一个朝气蓬勃、淳朴忠厚、懂得上进

的人。

“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能知道你

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

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

了气。”由此可以看出严监生是一个爱财如命,十分吝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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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举例说说三个片段分别用了哪些描写人物的方法,结合课文中的语句,体

会表达的效果。

〔答案大家找〕 写嘎子时,运用了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例如:起初,他依

据自己和胖墩儿的体形差异,找准对方的弱点,“欺负对手傻大黑粗,动转不灵”,

采取了围着对手“猴儿似的蹦来蹦去”,“总想使巧招,下冷绊子”的战术。在摔

跤中,当小嘎子处于劣势时,他便积极开动脑筋,“推拉拽顶”,想出了各种办法。

就是在他与胖墩儿酣战到最后时,他还是“想用脚腕子去钩他的腿”。

写祥子时运用了外貌描写,如“他没有什么模样, 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

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

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

块不小的疤”。

写严监生时主要运用了动作描写。如“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

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14.刷 子 李

1.默读课文。 结合课文内容,说说刷子李这个人物的特点。

〔答案大家找〕 “刷子李一举刷子, 就像没有蘸浆。 但刷子划过屋顶,

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从中可以看出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好像跟地上一桶白

浆较上了劲。”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自信;“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小三,

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从中

可以看出刷子李的心细如发。

2.画出描写刷子李和曹小三的语句,体会课文是怎么写出刷子李的特点的。

〔答案大家找〕 作者写刷子李的奇妙绝活时,首先极力写他手艺之高,“他

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什么都不用放,单坐着,就如同升天一般美。最让人

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这是在与自己

挑战?还是以特立独行显示自己的超凡出众?但不管怎么写,这样写却吊起了读者

的胃口。然后作者从一个小徒弟的视角印证了刷子李的真功夫:起初,徒弟是“半

信半疑”,但大半天下来,居然连一个芝麻大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

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正当徒弟对师傅佩服得五体投地时,却突然看

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师傅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不料刷子李最后

揭开谜底:那白点原来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

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一波三折的叙事,使刷子李的

“奇”得到了一次次的渲染,紧紧抓住了读者,起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15.自相矛盾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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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来指导〕 先通读全文,遇到不理解的词语要先理解词语的意思,然后

根据现代文翻译的意思进行断句,并反复诵读,边诵读边想象画面,再借助画面深

入理解文章,背诵课文。

2.联系上下文,猜测加点字的意思。

〔答案大家找〕 誉:称赞。 弗:不能。 立:存在。

3.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

〔答案大家找〕 楚国有个卖盾和矛的人,有一天他去集市上卖矛和盾,他先

称赞他自己的盾说:“我这盾牌非常坚固,没有东西能使它被刺穿。(他)又称赞他

的矛说:“我这矛的锋利, 对于任何东西没有不能被它刺穿的。”集市上有人问:

“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牌,会怎么样?”这个卖东西的人不能够回应了。那不能

被刺穿的盾牌和没有不能刺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4.“其人弗能应也”的原因是什么?生活中有类似的事情吗?

〔答案大家找〕 这个人说的话前后矛盾,那不能被刺穿的盾牌和没有不能

刺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例如:一个年轻人对发明家爱迪生说: “我有一个伟

大的理想,那就是我想发明一种万能溶液,它可以溶解一切物品。爱迪生听罢,惊

奇地问:“什么!那你想用什么器皿来盛放这种万能溶液呢?它不是可以溶解一切

物品吗?”

16.田忌赛马

1.分角色朗读课文, 注意“得意扬扬、轻蔑”等词语,读出人物说话时的语

气。

〔答案大家找〕 “得意扬扬”“轻蔑”这两个词语写出了齐威王骄傲自满、

麻痹轻敌的样子,读课文时要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词语,读出人物说话时的

语气。

2.默读课文。 把齐威王和田忌第二次赛马的对阵图标画出来。想一想:为

什么还是原来的马,只调换了一下出场顺序,就转败为胜了?

〔答案大家找〕 田忌:下等马——齐威王:上等马

田忌:上等马——齐威王:中等马

田忌:中等马——齐威王:下等马

取胜原因:因为双方每个等级的马相差不是很悬殊,田忌采用孙膑的计策,先

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以最弱对最强,抵消其优势,然后再用自己的上等马

对齐威王的中等马,自己的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

会取胜。

●选做

历史上有不少像“田忌赛马”这样以弱胜强的故事,找一找,和同学交流。

〔名师来指导〕 上网查询相关资料,了解一些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故事。

〔答案大家找〕 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巨鹿之战、官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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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跳 水

1.默读课文,想想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把下面的内容填写完整,再

讲讲这个故事。

〔答案大家找〕 水手拿猴子取乐→(猴子拿走船长儿子的帽子,孩子被激怒,

孩子走到桅杆顶端的横木取帽子,陷入险境)→(船长逼孩子跳海而化险为夷)

在一艘环游世界归来的帆船上,人们逗猴子取乐,猴子放肆起来,摘走船长儿

子的帽子,反过来逗孩子。孩子因猴子的挑逗和水手的哄笑而生气,爬上了桅杆去

夺帽子。后来,孩子在猴子的挑衅下失去理智,走上桅杆顶端的横木去取帽子,从

而陷入险境。在水手和孩子都被吓呆的关键时刻,船长机智、果断,用枪逼着孩子

跳入大海而化险为夷。

2.课文多次描写水手们,把相关的语句找出来,说说这些语句是怎么推动情

节发展的。

〔答案大家找〕 句子:水手们又大笑起来,只有那个孩子哭笑不得,眼巴巴

地望着猴子坐在桅杆的第一根横木上,摘下帽子来用牙齿咬,用爪子撕,好像故意

逗他生气。

孩子一方面因为水手的哄笑而难堪,另一方面对猴子无计可施,所以一时哭

笑不得。

句子:水手们笑得更欢了,孩子却气得脸都红了。

水手们更加放肆的笑声深深地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让孩子恼羞成怒。

正是因为水手们的笑才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得猴子肆无忌惮,孩子的

自尊心受到伤害,渐渐失去理智,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3.想一想:在那个危急时刻,船长的办法好在哪里?

〔答案大家找〕 因为孩子当时所处的地方是桅杆的最顶端的横木上,孩子

稍有不慎掉到甲板上就会粉身碎骨,性命不保。而跳水后孩子不会因为摔伤而有

性命之忧,船上的水手们如果能及时救起孩子,孩子生还的可能性很大,综合当时

的所有因素分析,船长的办法是最好的。

18.威尼斯的小艇

1.默读课文。说说课文围绕小艇写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答案大家找〕 这篇课文从小艇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小艇的外形和坐在船

舱里的感觉、船夫的驾驶技术好、威尼斯人的生活离不开小艇等几方面,介绍了

威尼斯独特的交通状况和风土人情。

2.读下面这段话,说说小艇有哪些特点,再体会加点部分的好处。

〔答案大家找〕 加点的部分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抓住了小艇的特点,

突出了威尼斯小艇的外形特殊、美观实用的特点。

3.如果你生活在威尼斯,结合课文内容,想象你一天生活的情景,和同学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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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大家找〕 早上起来,坐上小艇,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中午可以回家

休息,也可以在小艇上美美地睡上一觉,晚上去剧院看电影,散场后坐上小艇回

家。

4.读读下面的“阅读链接”,想想在介绍威尼斯时,三位作家在表达上有什

么相似之处。

〔答案大家找〕 《威尼斯》《威尼斯之夜》《威尼斯的小艇》三篇文章都

是对威尼斯进行描写,虽然内容不同,但是,三位作家在描写威尼斯的时候都运用

了抓住事物特点的方法,采用了动静结合的写法进行描写。

19.牧场之国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体会荷兰牧场风光的动、静之美。

〔名师来指导〕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抓住牧场之国的田园风光,体会

草原、牲畜与人和谐相处的画面。傍晚的喧嚣与夜晚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一

动一静,把牧场之国的不同景象完美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2.作者眼中 “真正的荷兰”是怎样的?为什么反复强调“这就是真正的荷

兰”?

〔答案大家找〕 在作者的眼中,真正的荷兰是奶牛的天堂,骏马的世界,猪、

羊、鸡各种小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个宁静的世界。

作者反复强调“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既是为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荷兰作

为牧场之国,不但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而且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而且也表达了作

者对荷兰强烈的热爱。

3.课文中的牛、马、羊等动物都别有一番情趣。 如,“牛犊的模样像贵夫

人,仪态端庄。”找出这样的句子,读一读, 再把它们抄下来。

〔答案大家找〕 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白色的绵羊,悠然自得。黑色的猪

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

成群的骏马,匹匹膘肥体壮。除了深深的野草遮掩着的运河,没有什么能够阻

挡它们飞驰到远方。

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地上,安闲

地欣赏着这属于它们自己的王国。

21.杨氏之子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好下面的句子。背诵课文。

〔名师来指导〕 可以借助课文的注释先理解原文的意思,然后再进行背诵。

〔答案大家找〕 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未闻/孔雀/是夫子

家/禽。

2.借助注释了解课文的意思,说说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杨氏之子的机智与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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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大家找〕 从杨家小儿的回答可以看出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听出了孔

君平的言外之意以后,没有直接反对他的话,而是用“杨梅不是我家的水果,孔雀

不是您家的鸟”间接否定了孔君平的说法。

22.手 指

1.默读课文。说说五根手指各有什么作用。

〔答案大家找〕 大拇指肯吃苦,不图名利。食指勤奋卖力,敢于探险,不怕

牺牲。中指:姿态优美和性格高傲。无名指和小指:体态秀丽,样子可爱,但是能力

薄弱。

2.课文的语言很风趣,如,“他永远不受外物冲撞,所以曲线优美,处处显示

着养尊处优。”找出类似的句子体会体会,再抄写下来。

〔答案大家找〕 他居于中央,左右都有屏障;他身体最高,无名指、食指贴

身左右,像关公左右的关平、周仓,左膀右臂,片刻不离。

3.作者笔下的五根手指分别让你联想到了生活中的哪些人?

〔答案大家找〕 大拇指:对工作认真负责,肯吃苦的人。食指:勤奋刻苦的

人。中指:性格高傲,注重形象的人。无名指和小指:单纯可爱,能力不足的人。

●小练笔

仿照课文的表达特点,从人的五官中选一个,写一段话。

〔答案大家找〕 现实生活中,见得最多莫过于家长老师严厉的眼神了,真是

纳闷,为何那眼神总是阴雨连绵,不知何时才会放晴。同学的眼神是友善的,就算

小打小闹也无伤大雅,毕竟孩童的眼睛是最纯真善良的,它没有大人们的深沉复

杂,值得任何人信任。陌生人的眼睛是匪夷所思的,你无法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

但有一点必须记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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