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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上册语文全册必考归纳
一、人物性格特点归纳 

白鹭：精巧 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 

桂花：香气扑鼻 海力布：热心助人、舍己为人 

松鼠：驯良乖巧 蔺相如：勇敢机智、不畏强暴、顾全大局 

牛郎：勤劳能王 廉颇：勇于改过、有错能改 

织女：心灵手巧 老牛：任劳任怨 

陆游：忧国忧民 将军：关心战士 

梁晓声：孝敬母亲 守岛战士们：不畏艰难，爱岛如家 

梁晓声的母亲：慈祥善良 

二、课文蕴含的人文素养（做人道理）： 

1. 《落花生》告诉我们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

没有好处的人。 

2. 《珍珠鸟》告诉我们：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3. 《搭石》通过平凡的小事，我们感受到了乡亲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

一心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质。 

4. 《将相和》通过对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告诉

我们要勇敢机智、不 畏强暴、勇于改过，要爱国。 

5. 《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告诉我们不管速度多快，人是可以用智

慧控制它的，激发了我们探求自然奥秘的兴趣。 

6. 《冀中地道战》让我们知道了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顽

强斗志和无穷无尽的智慧。 

7. 《牛郎织女》表达了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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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圆明园的毁灭》激发了我们不忘国耻，增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三、日积月累 

动物喻人 

立场不稳、见风使舵的人——变色龙    笑脸相对、两面三刀的人——笑面虎 

强横无赖、独霸一方的人——地头蛇    一毛不拔、吝啬钱财的人——铁公鸡 

趋炎赴势、百依百顺的人——哈巴狗    代人受过、替人挨揍的人——替罪羊 

孤陋寡闻、知识不广的人——井底蛙    鞠躬尽瘁、为民造福的人——孺子牛 

谐音歇后语： 

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孔夫搬家——净是输(书) 

小葱拌豆腐———清(青)二白    上鞋不用锥子——真(针)好 

四月的冰河—开动(冻)了        隔着门缝吹喇叭——名(鸣)声在外 

观察的名言☆ 

①生活中要善于观察。 

②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③观察， 观察， 再观察。 

④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中得来。 

天气的谚语 

①天上乌云盖， 大雨来得快。    ②有雨天边亮， 无雨顶上光。 

③喜鹊枝头叫， 出门晴天报。    ④西北恶云长， 冰雹在后晌。 

⑤黑云起了烟， 雹子在当天。 

 

☆古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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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无书， 百事荒芜。(陈寿)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刘向)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朱熹)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张九龄)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杜甫)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 (马戴) 

明月有情应识我，年年相见在他乡。(袁枚)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生江上几人还。 (卢纶)  

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刘著)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欲要看究竞， 处处细留心。 

虚心万事能成， 自满十事九空。 

滴水能把石穿透，万事功到自然成。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四、课文的四字词语 

美中不足 铿锵有力 指指点点 香飘十里  神气十足 栩栩如生 

索然无味 朦朦胧胧 无病呻吟 真情实感  心旷神怡 不能自已 

官迫民反 总而言之 哭哭啼啼 流光溢彩  津津有味 微微一笑 

蹦来蹦去 不动声色 理所当然 山洪暴发  脱鞋挽裤 井然有序 

相背而行 清波荡漾 人影绰绰 理直气壮  无价之宝 负荆请罪 

同心协力 难以置信 原原本本 乌云密布  狂风怒号 倾盆大雨 

震天动地 干干净净 眉开眼笑 一五一十  恋恋不舍 一张一合 

花花绿绿 无拘无束 富丽堂皇 怒气冲冲  自由自在 泪落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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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自历史故事的成语： 望梅止渴、破釜沉舟、围魏救赵 

2. 来自寓言故事的成语： 刻舟求剑、亡羊补牢、掩耳盗铃 

3. 描写场面的成语(人多)：人山人海、浩浩荡荡、摩肩接踵 

4. 带有近义词的成语：大惊小怪、东张西望、左顾右盼 

5. 带有反义词的成语：察言观色、高瞻远瞩、左顾右盼 

6. 描写情况紧急的成语：千钧一发、刻不容缓、迫不及待 

7. 描写人物神态的成语：呆若木鸡、眉开眼笑、目瞪口呆 

8. 描写英雄人物的成语：一身正气、临危不惧、光明磊落 

来自历史故事的成语 

三顾茅庐 铁杵成针 望梅止渴 完璧归赵 四面楚歌  负荆请罪 

带有鸟类名称的成语： 

欢呼雀跃 鸦雀无声 鹏程万里 一箭双雕 风声鹤唳    鹤发鸡皮 

寓言故事成语： 

画蛇添足 守株待兔 拔苗助长 刻舟求剑 如鱼得水 掩耳盗铃 

 

五、必考课文中心思想： 

1. 《白鹭》作者郭沫若，这篇文质兼美的散文生动地描写了白鹭颜色、

身段的精巧以及觅食、栖息、飞行时的韵味，给人以美的享受，表达

了作者对白鹭的喜爱之情。 

2. 《落花生》这篇文章讲了作者许地山一家人过花生收获节时谈论花

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说明

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没有好处的人，表达了作者不为

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 

3. 《桂花雨》作者主要回忆了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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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字里行间弥漫着作者淡淡的思乡情怀和对故乡美好生活的回忆。 

4. 《珍珠鸟》的作者是冯骥才，本文是一篇描写生动、富有诗情画意

的状物散文。课文以细腻亲切的语言写出了珍珠鸟在作者的精心照料、

细心呵护下由“怕”人到“信赖”人的变化过程，让我们深深感受到

了作者对雏鸟的喜爱之情。还告诉我们：信赖，往3 往创造出美好的

境界。 

5. 《搭石》作者刘章通过描绘乡亲们摆搭石、走搭石等生活中几个平

凡的情景，赞颂了搭石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同时也赞美了乡亲们无

私奉献的精神和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传统美德。 

6. 《将相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改写的。

它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景，以蔺相如的活动为线索，通过对“完璧

归赵”、“绳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的记述，写出了将

相之间由不和到和好的经过，赞扬了蔺相如勇敢机智、不畏强暴的斗

争精神和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的可贵品质和政治远见，

也赞扬了廉颇知错就改的精神。 

7. 《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本文是一篇科普说明文，作者运用了列

数字、作比较、举例子等说明方法，抓住了猎豹速度的特点，与其它

是动物进行比较。并指出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由此引出飞

机、流星体、光的速度，让人们有更清晰的认识。 8. 《冀中的地道

战》这篇课文从冀中地道战的出现原因、作用、地道的样式结构及特

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并对冀中地道战作了高度评价热情颂扬

了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顽强的斗志。 

9.《猎人海力布》这篇课文是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海力布的

猎人，为了挽救乡亲们的生命，不惜牺牲自己，变成一块僵硬的石头

的故事，表现了海力布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 

10-11.《牛郎织女》与《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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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民间故事”，表达了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破坏美好生活的专制者的憎

恨。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善良的人们的深深同情。12.《古诗三首》

《示儿》是宋代诗人陆游创作的一首诗，是诗人的绝笔。此诗传达出

诗人临终时复杂的思想情绪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全诗语言不假雕

饰，直抒胸臆， 表现了诗人一生的心愿，倾注了诗人满腔的悲慨，

既有对抗金大业未就的无穷遗恨， 也有对神圣事业必成的坚定信念。 

《题临安邸》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是讽喻诗中的杰作。

此诗第一句点出临安城青山重重叠叠、楼台鳞次栉比的特征，第二句

用反问语气点出西湖边轻歌曼舞无休无止。后两句以讽刺的语言写出

当政者纵情声色，并通过“杭州”与“汴州”的对照，不露声色地揭

露了“游人们”的腐朽本质，也由此表现出作者对当政者不思收复失

地的愤激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以祈祷

天神的口吻，呼唤着风雷般的变革，以打破清王朝束缚思想、扼杀人

才造成的死气沉沉的局面，表达了作者解放人才，变革社会，振兴国

家的愿望。 

13.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所作的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

败后的 1900 年， 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

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 “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

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

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与期盼。 

14. 《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

侵略者肆意践踏损毁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无限热爱，

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了人们不忘国耻，增强振兴中华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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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岛》通过写将军上小岛发现菜地，与将士们共享青菜的事情，

表达了海防战士的爱岛、爱国之情，激发了我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同时也表达了将军和土兵之间的感情。 

六、根据课文理解填空 

1．《落花生》中，作者借花生朴实无华、默默无闻的特点， 来说明

“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 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这

一道理。 

2．《圆明园的毁灭》通过将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和惨遭侵略者毁坏的

情景进行鲜明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之情和对侵略

者强盗行径的痛恨。 

3.《白鹭》作者是郭沫若，原名郭开贞。本文描写了白鹭的外形和神

态，赞颂了寻常的白鹭所蕴含的美，抒发了作者对平凡而高洁、朴素

而美好的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4.《桂花雨》作者是琦君。本文主要通过回忆了“我”童年时代在家

乡摇桂花雨的欢乐情景，表达了作者对童年时光和对故乡美好生活的

怀念。 

5.《珍珠鸟》作者是冯骥才。课文是一篇描写生动、富有诗情画意的

状物散文课文以细腻亲切的语言描写了“我”为珍珠鸟创造了自由自

在的生活环境， 它们由怕人到能与“我”和睦相处说明了“信赖往

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6.《搭石》作者是刘章。本文通过描写了家乡人摆搭石、走搭石等几

个生活中的平凡场景，赞扬了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一

心为他人着想的美好品质。 

7.《将相和》作者是汉代的司马迁，本文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

传》。本文通过对“完璧归赵” “渑池之会” “负荆请罪”三个故

事的记叙写出了将相之间由不和到和好的经过，赞扬了蔺相如勇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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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的意

识。 

七、根据语境，填上合适的名言警句或诗句 

1.《蝉》中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的诗句是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2.林杰的《乞巧》一诗中描写乞巧节盛况的诗句是“家家乞巧望秋月， 

穿尽红丝几万条。” 

3.说到爱国诗， 我们会想起林升的《题临安邸》中讽刺当政者纵情

声色的诗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还有龚自珍的《己

亥杂诗》中呼唤社会变革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

材。 ” 

4.葛洪用“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来告诫年轻人不弃功于寸

阴要爱惜光阴， 努力学习。 

5.我们只有不断学习与积累，才能获得多方面的知识。正如朱熹所说

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6.我们的老师把《论语》中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作为自己为人师表的格言。 

7.“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告诉我们学习要勤勉好学和勤于请教。 

八、课文重点知识点 

第一课《白鹭》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 主题：《白鹭》是一篇寓情于物的散文，本文描写了白鹭的颜色配

合与身段大小精巧和觅食、栖息、飞行时的美，表达了作者对白鹭的

喜爱和赞美之情。 

2. 本文作者是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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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根据白鹭活动于水田等生活习性,巧妙地把它置于三幅优美的

画中,这三幅画可命名为：白鹭钓鱼图、白鹭望哨图、白鹭低飞图。4.

课文开头用“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总起，结尾用“白鹭实在是一首

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来总结。这样首尾呼应，抒发了作者

对白鹭的赞美之情。 

第二课《落花生》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 《落花生》是一篇叙事散文，作者是许地山，笔名是落华生。记 

叙了作者小时候一家人过花生收获节的情况，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 

揭示了学习花生的好处的品格的主旨。告诉我们：“人要做有用的人，

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体现了作者不为名

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2. 课文以“落花生”为话题，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依次写了种花 

生、收花生、尝花生、议花生，其中详写了议花生。 

父亲跟“我们”议花生的目的是借谈论花生的好处，来教导“我们”

如何做人。从写法上看，这是一种借物喻人的写法，选文是用对话的

形式把这一道理表达出来的。赞扬了花生朴实无华、默默奉献的品质。 

3. “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一句话中“体面”的意思 是：好看、美丽。这句话的意思是：做人

不能只讲外表，更应该看看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有没有好处及贡献。 

“ 有用的人”指：对他人和社会主义有好处和贡献的人。 

“只讲体面的人”指：只注重外表美而不注重内心美的人。 

第三课《桂花雨》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 《桂花雨》回忆作者童年时在家乡“摇花乐”和“桂花雨”时的情

景，借桂花抒发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以及对童年生活无比怀念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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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2.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一个“浸”字形象的写

出了：桂花的香气，桂花不仅花开时香，晾干了泡茶、做糕饼同样香

气弥漫。 

3. “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 ”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在母亲的心里，故乡的一切都是最好

的，所以她认为家乡的桂花最香。作者通过母亲的这句话表达了对故

乡的深切怀念。 

 

第四课《珍珠鸟》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珍珠鸟》是冯骥才写的一篇散文，文章按时间顺序，作者为我们

生动地描述了珍珠鸟在“我”细心照料、呵护下由怕人到信赖人的过

程，表现了作者与珍珠鸟之间的情意，表达了：“信赖，往往创造出

美好的境界”的感受。 

2.作者称呼珍珠鸟为“小家伙”体现了作者对珍珠鸟的喜爱之情。 

3.文中的“美好境界”是指人与动物及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友好共

处的境界。 

4.珍珠鸟逐步依赖“我”是因为“我”真诚、无微不至地关爱珍珠鸟。 

 

语文园地一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 《蝉》中“表现修身而品格高尚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界的凭借 ，

自能声明远扬”的诗句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2. 诗中描写蝉的形体与饮食习惯的一句是：垂緌饮清露。描写蝉声远

传的一句是：流响出疏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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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的两句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3. 诗中作者以蝉自喻，从形状、习性、声音三个方面写出蝉的特点， 

用一个“疏”字写出了蝉所栖息树干的高峻挺拔；“流响”一词则写

出了蝉叫声的特点；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自我内在品格的赞美。 

 

第五课《搭石》 
1.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联结着

乡亲们美好的情感。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2.主题：《搭石》是一篇散文，作者通过对家乡环境的介绍，反映出

“搭石” 

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赞美了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美好

品质和一心为他人着想。 

1.全文的写作顺序：话搭石——摆搭石——走搭石——赞搭石。 

2.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美丽画卷：“协调有序”这个词

看到了一行人走搭石的动作美；我从“嗒嗒”这个词听到了走搭石声

音美；“清波漾漾”“人影绰绰”这两个词语写出了走搭石的画面美。 

3. 课文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两个人面对面过搭石、年轻人

背老人过搭石，从中要可以体会出乡亲们相互谦让、相亲相爱、 尊

老爱幼的感情。 

4. “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联结

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排排搭石任人踩踏， 

却无怨无悔，这正是乡亲们无私奉献精神的写照，也是联结着乡亲们

相亲相爱、友好互助情感的纽带。 

 

第六课《将相和》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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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 

1. 《将相和》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写的。 

2. 文中的“将”指的是廉颇，“相”指的是蔺相如，  “将相不和”

是因为廉颇居功自傲，忌妒蔺相如，后来“将相又和好”是因为蔺相

如和廉颇以国家利益为重。 

3. 课文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景，记叙了“完璧归赵”“渑池会面” 

“负荆请罪”三个故事，写出了将相由不和到和的过程。第二个故 

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发展，前两个故事的结果又是第三个故事的起因。

4.蔺相如的性格特点：勇敢机智、不畏强暴、顾大局、识大体。 

廉颇的性格特点：勇于改过，知错就改。 

1. 《将相和》一课讲的三件事，第一件事的起因是秦王要拿十五座城

换和氏璧，结果是完璧归赵；第二件事的起因是秦王在渑池会见 

时让赵王鼓瑟；第三件事的起因是蔺相如立功封官，廉颇不服气， 

结果是将相和好如初。 

5. “完璧归赵”表现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精神；“渑池会见”表现了

蔺相如不畏强暴，维护国家尊严的精神；“负荆请罪”表现了蔺相如

为国家着想，顾全大局的精神；廉颇背着荆条到蔺相如的府上认罪，

说明他具有知错就改的高尚品质。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是一篇介绍事物运动速度的说明文， 

一文写了几种比猎豹更快的事物，分别是：游隼、喷气式飞机、声音、

火箭、流星体、光。我知道光的传播速度是最快的，每秒可达 30 万

公里。 

2.课文主要运用了列数字、作比较、举例子的说明方法。 

3.按运动速度给事物由慢到快的顺序是： 

人、鸵鸟、猎豹、游隼、声音、喷气式飞机、火箭、流星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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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冀中的地道战》 

第九课《猎人海力布》 

4.在两条腿的动物里面，鸵鸟是奔跑的世界冠军，陆地上跑得最快的

动物是猎豹，光的传播速度是宇宙中最快的。 

 

 

1.主题：本文从冀中地产战的出现的原因、作用、样式结构及特点 

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说明，热情颂扬了人民群众的无穷的智慧和顽强

斗志。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 主题：本文主要讲述了善良的猎人海力布为拯救乡亲，不惜牺牲

自己变成大石头的故事，赞美了他热心助人、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

2.海力布变成石头的原因是：因为他为了救乡亲们说出了听到的动物

的话。 

第十、十一课《牛郎织女（一）（二）》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主题：故事歌颂了劳动人民反对压迫、争取自由幸福的精神，反映

了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揭露了封建制度对

人民的压迫，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破坏美好生活的专制者的憎恨。 

1. 《牛郎织女》是民间故事，本文由叶圣陶整理。我还读过他的文章：

《稻草人》《火灾》。 

2. 牛郎的性格特点：心地善良、勤劳能干。 老牛：知恩图报、善解

人意。 

织女的性格特点：心灵手巧、渴望自由。 王母：心狠手辣、无情无

义。 

3. 《牛郎织女》中的牛郎和织女代表勤劳善良、追求幸福的人，王母

娘娘代表专横、残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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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临安邸》 

4. 本单元所学课文《牛郎织女》属于中国古代民间四大民间故事， 

我还知道其他三个分别是《孟姜女哭长城》、《梁山泊与祝英台》、

《白蛇传》。 

第十二课《古诗三首》《示儿》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题目的意思：这首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的。 

2.主题：这首诗是宋朝诗人陆游的绝笔，诗中作者以父亲的口吻， 

表达了诗人至死不忘收复失地、渴望统一祖国的热切心情。 

3.诗意：我本来就知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都和我无关了。只是悲伤

的是没有看见祖国的统一。进行的军队收复中原的那一天，家祭时可

不要忘记了告诉你的父亲。 

4.诗中充分体现了诗人爱国之情的诗句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 

无忘告乃翁 

5.诗中，诗人的遗恨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诗人的遗愿是王师北定中原

日，诗人的遗嘱是家祭无忘告乃翁。 

 

课文重点知识归纳： 

1.题目的意思：题写在临安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 

2.本文的作者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七言绝句。 

3.主题：诗中前两句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

生活的描述和批判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深切忧虑，对统治苟且偷

安的愤激之情。 

4.诗的后两句以讽刺的语言写出当政者纵情声色，并通过“杭州” 

与“卞州”的对照，不露声色地揭露了“游人们”的腐朽本质，表现

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5.诗意：美丽的西子湖畔，青山连青山，高楼接高楼，一片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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