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上册语文 1-8 单元课文理解填空
《第一单元》

1.大青树下的小学

1.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中，小朋友们民族不同，服装不同，但

大家一起学习、生活，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族小朋友之间的友爱

和团结。

2.我国一共有 56 个民族。《大青树下的小学》描写了民族小学的学

生上学、上课和 下课的情景。

3.《大青树下的小学》通过描写少数民族孩子们上学路上、来到学

校、上课和下课的情景，体现了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表达了作者

对母校的自豪之情。

2.花的学校

1.《花的学校》的作者是印度作家泰戈尔。作者将雨后的花儿用拟

人的手法表现出来，表现了花儿和儿童的活泼可爱以及对妈妈的爱

和依恋。

2.《花的学校》选自诗集星月集，描绘了一群活泼可爱、渴望自由的

花孩子，通过丰富的想象，把孩子和妈妈之间的感情表现得自然深厚。

语文园地一

1.古诗《所见》中，牧童原先是“歌声振林樾”，后来突然不唱了，

是因为“意欲捕鸣蝉”(填诗句)。

2.《所见》一诗中“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两句将儿童准备捕

蝉时天真烂漫的样子写得十分生动。

3.见到牧童骑着牛、唱着歌的场景，你会想起诗句“牧童骑黄牛，

歌声振林樾”，见到儿童在捕蝉，你会想起诗句“意欲捕鸣蝉，忽

然闭口立。



《第二单元》

4 .古诗三首

1.《山行》一诗中，“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两句诗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山路曲折、山间人家在云中若隐若现的画面。

2.《夜书所见》中诗人通过对秋风落叶、小孩捉蟋蟀、篱笆下的灯

火等的描写， 抒发了诗人在秋夜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3.诗人叶绍翁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便

写下诗句：“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4.秋天是绚丽多彩的季节。在杜牧眼中，秋天是火红的： 停车坐爱

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苏轼看来，秋天是黄绿相间的：一年

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5. 铺满金色的水泥道

1.《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中的“金色巴掌”其实熨帖地、平展

地粘在水泥道上的法国梧桐树的落叶。

2.“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

在秋天金黄的叶丛间，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从句子中，我

们能感受到作者高兴愉快的心情。

3.课文《铺满金色的水泥道》描写了深秋时节铺满落叶的水泥道美

景，一片片落叶像金色的小巴掌，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对生活的热

爱之情。

6.秋天的雨

1.秋天是五彩缤纷的季节，课文《秋天的雨》中有这样的句子：金

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的，橘子、

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

2.“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结合句中“勾住”的意思，



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小朋友被果子的香味吸引停不下脚步形象地

表现出了秋天果实成熟时气味的诱人。

3.课文《秋天的雨》 ，作者抓住秋天的特点，从秋天的到来写起，

写了缤纷的色彩、丰收的景象_和各种动植物准备过冬的情景，描绘

出一个美丽、丰收、欢乐的秋天，表达了对秋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第三单元》

8 .卖火柴的小女孩

1.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者是丹麦作家安徒生，被誉为“世

界 儿童 文学的 太 阳 ”， 我还 知道 他的 作品 有 ：有丑小鸭、海

的女儿、拇指姑娘等。

2.“小女孩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大火炉前面，火炉装着闪亮的铜脚

和铜把手，烧得旺旺的，暖烘烘的，多么舒服啊！”这是小女孩看到

的幻象，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小女孩的不幸与可怜。

3.《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一共 5 次擦燃了火柴，看到了火

炉、烤鸭、圣诞树、奶奶，最后小女孩冻死了，表达了作者对穷苦

儿童的深切同情。

10.在牛肚子里旅行

1.课文《在牛肚子里旅行》让我们体会到了青头为救朋友不顾个人安

危的高贵品质，并告诉我们一个科学小知识：牛有 4 个胃，会反刍。

2.“青头不顾身上的疼痛，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躲过它的牙齿，

牛在这时候不会仔细嚼的，它会把你和草一起吞到肚子里……’”

这句话中的“ 不顾身上的疼痛“大声喊”表现了青头的品质，从中

我们能感受到青头和红头之间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帮助朋友。

3.学完课文《在牛肚子里旅行》，我知道了红头在牛肚子里旅行的

路线是：牛嘴里→牛肚子→第一个胃→第二个胃→牛嘴里→被喷出



来，我知道牛一共有 4 个胃，其中第 4 个胃是管消化的。

语文园地三

1.“灯不拔不亮，理不辩不明。”这就告诉我们：理由越说越清楚，

还是开诚布公吧！

2.我从“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句话中得到的启发是：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理服人。

3. 生活充满了哲理，长辈经常用“ 一时强弱在于力，万股胜负在于

理”告诉我们：短时间的强弱在于力气大小，长时间的胜负在于道理。

《第四单元》

12.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1.课文《总也倒不了的老屋》讲述一间老屋在每次准备倒下时，因

为分别答应小猫、老母鸡、小蜘蛛的请求，给予它们帮助而总也倒

不了的故事，赞扬了老屋乐于助人的品质。

2.《总也倒不了的老屋》讲述了老屋想倒下，可是因为总有小动物

来请求它的帮助，因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倒下的故事，告诉我们：只

要帮助别人就有存在的价值。

语文园地四

1.两个人只要一条心，就能发挥很大的力量，正所谓：“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2.“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这两句话都强调了生活中要懂得团结，人多力量大，战胜困难就会

有方法。

3.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共同努力，

事情就能办成。

4.人多智慧多，经过我们小组三个人的商量和设计，这期的墙报，



我们班获得了学校的第一名，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

期中综合复习

1.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小扇子，扇哪扇

哪，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

邮票，飘哇飘哇，邮来了秋天的凉爽。

2.一时强弱在于力，万古胜负在于理。

3.我喜欢在古诗里遨游。《山行》中把秋天之美描写得胜过春天的

一句诗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赠刘景文》中直接表达诗人对秋天

的喜爱的诗句是“最是橙黄橘绿时”；《夜书所见》中描写儿童活

动的诗句是“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4.童话世界多奇妙。这里有在牛肚子里旅行的蟋蟀红头，有的蚂蚁

队长，有乐于助人的老屋，有长着长胡子的胡萝卜先生。大自然的

景色也很独特：《秋天的雨》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的雨的多姿多彩，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中，落满金黄色树叶的水泥道十分美

丽……

第五单元

15 搭船的鸟

1.在这篇课文中，作者是从外形_ 和_动作两个方面来观察、描写翠

鸟的。

2.根据课文内容， 判断下列说法的对错。(对的打“ ”， 错的打

“×”)

(1)课文描写了“我”在回家的路上观察并认识翠鸟的过程。 (√ )

(2) 课文题目中的“搭”字， 使翠鸟具有了灵性， 体现了鸟和人在

自然中的和谐。 (√ )

(3)“我”之所以能把翠鸟写得这样生动，是因为留心周围事物并细



致观察。(√ )

16 金色的草地

1.这篇课文写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兄弟俩在草地上玩耍_，另一件事

是“我们”发现了草地会变色及变色的原因_。

2.早上，草地是绿色_的，因为蒲公英的花朵是_合拢的；中午，草

地是金色_的，因为蒲公英的花朵是_张开的；傍晚的时候，草地是_

绿色的， 因为蒲公英的花朵是合拢_的。

第六单元

17 古诗三首

1.《望天门山》是唐代诗人_刘禹锡所作，从“_遥望洞庭山水翠，_

白银盘里一青螺_”两句看以看出诗人是在船上远望天门山的。

2.《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作者是唐_代诗人刘禹锡_，其中“欲把西

湖比西子_，淡妆浓抹总相宜_”两句用绝色美人比喻西湖，赋予西

湖以生命。

3.《望洞庭》中“_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_”两句是诗

人站在远处望向洞庭湖时看到的景象。

18 富饶的西沙群岛

1.作者按照海水_、海底_、_海岛的顺序具体形象地介绍了西沙群

岛_瑰丽风光，表达了作者_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2.这篇课文是围绕(B ) 这句话写的， 第 5 自然段是围绕(A ) 这句

话写的

A.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

B.那里风景优美， 物产丰富， 是个可爱的地方。

C.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D.正像人们说的那样， 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 一半是鱼。



19 海滨小城

1.这篇课文按照由远到近的顺序，写了大海、沙滩、庭院_、公园_、

街道__五个场景。

2.这篇课文展现了海滨小城美丽_的特点， 表达了作者_喜爱的思想

感情。

20 美丽的小兴安岭

1.作者把小兴安岭比作一座大花园_和宝库_，表达了作者对_喜爱与

赞美之情。

2.根据课文内容连一连。

春天 落叶在林间飞舞

夏天 树上积满了白雪

秋天 树木长得葱葱茏茏

冬天 树木抽出新条、长出嫩叶

语文园地六

《早发白帝城》中“_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_”两句与

郦道元写的《三峡》中的“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有异曲同工

之妙。坐在顺水疾驶的船中，两岸景色一晃而过，不由令人想起诗

句：两岸猿声啼不住_，轻舟已过万重山__。

第七单元

21 大自然的声音

1.《大自然的声音》一文主要为我们介绍了两位“音乐家”——_风、

水，一位“歌手”——_动物。

2.根据课文内容， 判断下列说法的对错。(对的打“ ”， 错的打

“×”)

(1)这篇课文是“总—分—总”的结构。 ( × )



(2)作者运用拟人和排比的修辞描绘了大自然中的各种声音。 (√ )

(3)作者在描绘雨声时用上了许多拟声词，展现了水声的美妙多变的。

(√ )

22 读不完的大书

1.作者把大自然比作读不完的大书，因为大自然中有无穷的奥秘和

无尽的乐趣。

2.课文中描写了许多“好玩的东西”， 下列不属于这本“大书”的

是( D )

A.空中的飞鸟。 B.林间的花草树木。

C.水里的虾蟹游鱼。 D.城市里的高楼大厦。

23 父亲、树林和鸟

1.《父亲、树林和鸟》这篇文章先_概括 (具体/概括)地讲父亲喜欢

_树林_和_鸟，然后_具体(具体/概括)地写黎明时“我”和父亲_在

树林边看鸟_的事，表达了_熟悉和热爱的主题。

2.从“我”和父亲的_对话中可以知道父亲是靠_了解鸟的习性得出

林中有鸟的结论的。

语文园地七

1.《采莲曲》的作者是_唐代诗人王昌龄_。诗中“乱入池中看不见_，

闻歌始觉有人来_”两句写出了采莲少女混入莲池不见踪影，听到歌

声四起才察觉到人来了的情景。

2.“_荷叶罗裙一色裁，_芙蓉向脸两边开”两句让人感觉到这些采

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第八单元

24 司马光

1. 群儿戏于庭_,一儿登瓮, 足跌没水中_。皆弃去_,光持石击瓮破之，



水迸，儿得活_。

2.这篇文言文通过记叙_司马光破瓮救友的故事，赞颂了司马光_聪

明智慧的品质。

25 灰雀

1.《灰雀》这篇课文通过一个温暖的故事，表现了列宁_尊重，爱护

孩子_和小男孩_诚实、知错就改的品质。

2.列宁喜欢灰雀， 表现为( B)；小男孩也喜欢灰雀， 表现为( C )。

A.每天到公园散步 B.把灰雀抓回去 C.经常给灰雀带面包渣和谷粒

26 手术台就是阵地

1.课文主要写了齐会战斗_中，白求恩在形势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下， 把手术台当作_阵地，坚持给伤员做手术_的事。

2.根据课文内容， 判断下列说法的对错。(对的打“ ”， 错的打

“×”)

(1)白求恩与师卫生部长的对话表现了他对伤员的关心和自己坚守

岗位的决心。

( √)

(2)文中描写环境的语句， 不仅渲染了紧张、危险的气氛， 还展现

了白求恩忘我工作的高尚品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