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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语⽂中考阅读 100天
阅 读 100 天
第84天

    年    ⽉    ⽇  班级       姓名     评价     

⼀. 古诗词阅读

                      从军⾏

                         [唐]杨炯
            烽⽕照西京,⼼中⾃不平。⽛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书⽣。
1. “铁骑绕龙城”的“绕”字⽤得⾮常好,请说说它好在哪⾥?

【答案】绕，环绕。表明唐军已经神速地到达前线,并把敌⽅城堡包围得⽔泄不通的军
事态势。
【解析】本题从炼字的⾓度考查学⽣对诗歌的鉴赏。解答时要先解释词的本义，通读
全诗，在理解的基础上从具体语境⼊⼿分析词语展现的意境、表达效果、包含的思想
感情等。“绕”的本义是“环绕”，⽤在此处表明唐军已经神速地到达前线,并把敌⽅城堡
包围得⽔泄不通的军事态势。
2.品读全诗,展开联想和想象,描绘五六句所展现出的画⾯。
【答案】⼤雪弥漫,遮天蔽⽇,天⾊昏暗,使军旗上的图案颜⾊都变得模糊暗淡了,狂风呼
啸,与雄壮的进军⿎声交织在⼀起。
【解析】此题考查对诗句的理解和想象能⼒及表达的思想感情。描绘画⾯做到六点：
①运⽤描写。②适当想象和联想。③体现原作风格。④吻合原作感情基调。⑤不可机
械翻译。⑥语⾔畅达，⽆内容、标点错误。
⼆. ⽂⾔⽂阅读

                     隆中对（节选）

亮答⽈：“⾃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于袁绍，则名微⽽众
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惟天时，抑亦⼈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
⼦⽽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之⽤，
此可以为援⽽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
武之国，⽽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
天府之⼟，⾼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不知存恤，智能之
⼠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
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上将将
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壶浆以迎将军者
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3．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解释不正确的⼀项是（   ）
A．此殆天所以资将军  殆：⼀定 B．民殷国富⽽不知存恤  殷：兴旺富裕
C．挟天⼦⽽令诸侯  挟：控制  D．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  将：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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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对重点实词含义的掌握。课内词语解释要准确⽆误；A项中的“殆”应
该解释为“⼤概”。
4．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意义和⽤法都相同的⼀项是（  ）

A．①利尽南海       ②⽗利其然也
B．①信义著于四海   ②欲信⼤义于天下
C．①则名微⽽众寡   ②有仙则名．
D．①此诚不可与争锋  ②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实词的词类活⽤现象。这需要学⽣平时多识记并积累⽂⾔实词
的活⽤A名词，物资/意动⽤法以„„为利；B名词，诚信/动词，通“伸”伸张；C名词，名
声/动词，出名。
5．⽤现代汉语翻译下⾯的句⼦。
（1）⾮惟天时，抑亦⼈谋也。
（2）百姓孰敢不箪⾷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答案】（1）不仅仅是时机好，⽽且也是⼈的筹划得当。
（2）百姓谁敢不⽤箪盛着饭，⽤壶盛着浆来欢迎您呢？
【解析】本题考查⽂⾔⽂翻译。解答时⼀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的整
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给分点，查看有⽆特殊句式，直译为主，意译为
辅。翻译第⼀句时要注意“惟”“抑”“谋”等词的解释；翻译第⼆句要注意该句是个反问
句，还要注意“孰”的解释。
6．“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现实的⼀⾯镜⼦。结合选段内容，说说隆中对策
中哪些策略对治国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简要概括三点即可。
【答案】⽰例：运⽤贤能体恤百姓 加强民族团结 改善睦邻关系 对内⾰新政治等（也
可⽤原⽂作答，答出3点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学⽣分析概括能⼒。解答时结合选⽂的内容从治理国家的⾓度来概
括治国策略。

三、现代⽂阅读

（⼀）记叙⽂阅读
                     拨动⼼弦的微笑

①那天，我到⽕车站去接汉⼜来的客⼈。
②清晨的车站⼴场上，稀稀拉拉的，没有⼏个⼈。我正要⾛进售票⼤厅去买⼀张站台
票，门⼜的⾓落⾥，突然⾛出⼀个男⼈，他向前跨了两步，有些犹豫地朝我喊了声：
“⼤哥”。
③起初，我以为听错了，因为我并不认识他。回头看了看，⾝后并没有其他⼈。接着，
男⼈又叫了⼀声“⼤哥”。他的⽬光怯怯的，有些⽆助，也有些⽆奈。我说，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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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想证实⼀下。他点点头说：“⼤哥，是这样的，下公共汽车的时候，我的钱被⼈
掏了，我回不了家了，我是想……”

④我明⽩了他的意思，我的脑海中⽴刻涌现出了许多画⾯：弄残了肢体的⾏乞者，编
造家⾥遭受灭顶之灾的⾏骗者……繁华的街⾓、车站、码头，这样的⼈到处都是。就
在刚才，售票⼤厅的外⾯，还有⼀个⽼婆婆趴在地上，摇动着饭盒，向⼈们要钱呢。
⑤我怎么办？这是⼀个好⼈，还是⼀个骗⼦？是⼀⾛了之，还是施救于他？我飞快地
在⼼⾥忖度着。男⼈低着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我的回答。就在这时候，⼀个六七岁
的⼥孩跑过来，说：“叔叔，真的，我爸爸的钱真的丢了！”说完后，她朝我微微⼀
笑。这个⼩⼥孩的笑容真漂亮，那纯净的甜美的笑容，像清泉，⼀下⼦流到我的⼼坎
⾥。
⑥男⼈⼀见⼥孩跑过来，突然扯开嗓门嚷了⼀句：“让你站在⼀边等着，谁让你过来
的！”⼥孩被⽗亲的厉声呵斥吓坏了，她紧紧扯住了⽗亲的⾐襟，不松⼿。
⑦这会不会是⽗⼥俩为我上演的⼀出戏？我的脑海⾥⽴刻又冒出这样⼀个念头。但⼀
想到刚才⼥孩那纯净的笑容，⼼⾥不免犯嘀咕，不会吧，他们怎么会是骗⼦呢？我在
⼼⾥暗暗地骂了⾃⼰⼀句。
⑧⼩⼥孩说：“叔叔，你要是不相信，我会唱歌，我给你唱⼀⾸歌吧。”说完后，⼩⼥
孩又甜美地⼀笑。她松开扯着⽗亲⾐襟的⼿，⼀本正经地摆了个站姿，歪着头想了⼀
下，便唱了起来：秋风秋风轻轻吹，棉桃姐姐咧开嘴，你看她露出⼩⽩⽛……这是我
熟悉的⼀⾸⼉歌，我俯下⾝⼀把抱住⼥孩，说：“孩⼦，别唱了……”我⼀连说了⼏个
别唱了，然后站起⾝，对男⼈说：“⼤哥，你需要多少钱？”

⑨“我，我需要……我需要150块钱。”男⼈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因为难以启齿，总之吞
吞吐吐半天，才说出这个数字。我把钱递给他的时候，他问我要地址，说将来要还我。
我摆摆⼿说不⽤了。我俯下⾝⼦，拍了拍⼩⼥孩的脸蛋，说：“⼩家伙，真可爱！”说
完我就⾛了。
⑩在站台上，我等到了要等的⽕车，也接到了要接的⼈。然后，顺着站台往回⾛，快
上天桥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沉闷的敲击窗户的声⾳，抬头⼀看，原来是那⽗⼥俩。他
们坐在即将开⾏的⼀列⽕车⾥，正咧着嘴，⼀边朝我摆⼿，⼀边朝我微笑。啊，他们
不是骗⼦。是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骗⼦。
⑪那⼀刻我为什么会突然坚决地拿出钱来帮助那个男⼈呢？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那个
⼥孩的那⾸⼉歌，还有她那甜美纯真的微笑，突然拨动了我⼼弦的缘故吧。
⑫微笑，是不是上帝赋予全⼈类的共同语⾔呢？你看，这甜美的语⾔，像⼀只温柔的
⼿，⼀下⼦就触到了⼈性中最柔软的部分。我想说的是，不仅是这个⼩⼥孩，当我们
也试着⽤微笑⾯对别⼈的时候，会不会⼀下⼦拨动整个世界友善的和弦呢？
7. 结合语境解释第⑤段中斜体的词语有什么含义？
男⼈低着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答案】惴惴不安：本义⽤来形容因害怕或担⼼⽽不安，⽂中指“男⼈”求助于“我”时
内⼼的⽆奈、为难的⼼理。
【解析】本题考查词语在⽂中的含义。应该先写出词语的本义，然后结合上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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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主题写出它在⽂中的含义。
8. 请结合全⽂，说说“我”的情感和认识经历了⼀个怎样的变化。
根据这篇⽂章的内容，依次填写出“我”对这对⽗⼥俩的情感变化是
→ 愧疚 →

【答案】怀疑（置疑） 欣慰（欣喜）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课⽂的内容及感情的把握。只要认真读⽂章，九能够很好的
把握我对这对⽗⼥俩的情感变化，最好⽤⽂中的原词来回答。
9. 这篇⽂章在刻画⼈物时，运⽤了⼼理描写，请你从⽂章中找出⼀句，并作分析。
【答案】例句：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那个⼥孩的那⾸⼉歌，还有她那甜美纯真的微笑，
突然拨动了我⼼弦的缘故吧。
分析：这句话通过巧妙的⼼理刻画，揭⽰了作者内⼼的认识变化过程，并以此揭⽰了
⽂章的主题。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描写⽅法及其作⽤的掌握情况。本⽂在刻画⼈物时，多处运
⽤了⼼⾥理描写，通过⼼理描写来解释⽂章的主题。
10. 请品析下列句⼦的表达效果（3分）
你看,这甜美的语⾔,像⼀只温柔的⼿,⼀下⼦就触到了⼈性中最柔软的部分。
【答案】这句话⽤⽐喻的修辞⼿法，形象⽽⽣动地揭⽰了⼈物的内⼼世界，突出了⼈
性中最为美好的部分，那就是善良和纯洁。(运⽤⽐喻修辞⼿法，⽣动形象地写出了微
笑的巨⼤⼒量。)

【解析】本题考查学⽣赏析句⼦的能⼒。赏析句⼦，需要联系上下⽂内容来理解。这
句从“这甜美的语⾔,像⼀只温柔的⼿”中可以判断出运⽤了⽐喻的修辞，结合前后⽂的
内容可以概括出微笑带来的巨⼤⼒量。
11. 作者⽂中多处写到⼩姑娘的微笑，请揣摩作者这样安排的意图是什么？（3分）
【答案】（1）“微笑”是贯穿全⽂的线索；（2）是“微笑”转变了“我”的看法；（3）
“微笑”也是作者所要赞美的语⾔。
【解析】本题考查对⽂章多次出现的内容的理解。可以联系⽂章的主旨来分析。
12. 勿庸置疑，社会上存在不少利⽤⼈们的善⼼⽽进⾏⾏骗的现象，但有时我们⽆法辨
别。⽂中“我”的做法，给了你什么启⽰？（3分）
【答案】⽰例：(1)这样的事情很多,⽤这种⽅式取得⼈们同情的⼈侮辱了⼈性中最善良
的东西,会遭到世⼈的唾弃,我们应该摒弃世俗的污染,⽤真诚的⼼⾯对世界,相信也⼀定
会获得最真诚的回报的.(2)提⾼⾃⼰的辨别能⼒；相信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骗⼦。
【答案】本题考查阅读拓展能⼒。解答此类题要结合⾃⼰的⼈⽣体验，有创意的表达，
要注意语⾔简洁明了。

（⼆）议论⽂阅读

阅历与读书
①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同⼀本书，在不同的⼈⽣阶段阅读，

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正如清代⽂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书中写到：“少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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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如隙中窥⽉；中年读书，如庭中望⽉；⽼年读书，如台上玩⽉。皆以阅历之深浅
为所得之深浅⽿。”可见阅历对读书的影响⾄关重要，有⽆阅历、阅历多少不仅影响着
读书的倾向，某些时候甚⾄关系到读书的效果。只有经历了⼈⽣的浮沉，⽅能懂得书
中万象。要想真正读懂读透⼀本好书，尤其是那些⽴意⾼远、境界深邃的经典之作，
除了基本的⽂化素养、必备的思维能⼒、正确的读书⽅法外，还需要深厚的社会阅历
和的丰富的认知经验。  
　　② 阅历之所以会对读书所得产⽣深浅有别的影响，原因在于阅读并⾮是对作品的
简单再现，⽽是⼀个积极主动的再创造过程，⼈⽣的经历与⽣活的经验都会参与进来。
少年的时候阅历不够丰富，洞察⼒、理解⼒等⽅⾯有所⽋缺，所以在读书时往往容易
只看其⼀点或⼏点，对书中蕴含的丰富意义难以全⾯把握。正如从门缝中窥探⽉亮，
难免有视野不宽、观察不全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的眼界学识、经验阅历以及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的能⼒都有⼤幅度的提升，往往能够从更⾼的层次、更宽的视⾓
观察问题，正如歌德所说的：“阅历丰富的⼈读书时，常常是⼀只眼看到纸⾯上的话，
另⼀只眼则留⼼看纸的背⾯。” ⽣活阅历越丰富，越有助于⼈们对作品的全⾯理解和
深刻把握。  
　　③ ⼀般来说，⼀个⼈的⽣活阅历是不是丰富，往往与其年龄密切相关。通常情况
下，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些事情，每天都会对发⽣的事情进⾏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经历的⼈和事越来越多，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越来越多，对⼀些事物的看法逐渐由
浅⼊深，由表及⾥，这时我们的阅历就会⽇趋丰富。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有的⼈年
龄虽然不⼤，但却⾛过许多地⽅，经过诸多历练，体验过各种⾝份和⾓⾊，经历过复
杂岗位的锻炼和艰苦⽣活的磨砺，这种经历同样可以让他拥有丰富的阅历。古⼈云：
⾏万⾥路，读万卷书。⼈既然不能任意拉长⽣命的长度，那么要想增加⾃⼰的阅历，
就要努⼒拓宽⽣命的宽度。具体来说就是要深⼊⽣活，深⼊实践，多接触社会，多了
解⼈⽣，加深对国情、社情和民情的体察和认识，既读有字之书，又读⽆字之书。陆
游曾经写诗教⼦：“古⼈学问⽆遗⼒，少壮⼯夫⽼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只有亲⾝体验，躬⾏践履，才能准确把握社会现实，不断提⾼理解能⼒，做到
学以致⽤、知⾏合⼀，从⽽更加深⼊地领悟书中蕴含的寓意和韵味。  
　　④ 然⽽阅历不等于经历。并不是说只要经历过的，就会⾃然⽽然地成为⼈们的阅
历。经历只是⼀种经过，或⾛过，或听过，或看过，形成的是事物的表象，是感性的。
⽽阅历则是⼀个⼈对社会、对事件的经历及理解程度，是在表象的基础上对经历进⾏
思考、领悟、概括、提炼，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有的⼈虽然经历过很多事情，
体验过各种⼈⽣，看似阅历颇丰，却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不懂得总结和反思，不能从
阅历中提炼出智慧和哲理。所谓的阅历只有阅历之名，⽽⽆阅历之实，只是⼀种经历
⽽已，对于⼯作和⽣活并⽆多⼤益处。只有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并且举⼀反三、融
会贯通，才能从经历中总结出事物的规律，领悟到⼈⽣的真谛，才能让经历升华成为
阅历。  
　　⑤ 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助益读书，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和阅历可以互相代替。⼀
直以来，不少国⼈⾝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种现象：年轻的时候，迫于升学就业的现实



 6

微信添加chuzhongyuwen100即可关注初中语⽂，获取更多⼲货 

压⼒，⼀门⼼思埋头在书本⾥，两⽿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到中年以后，
精⼒记性有所下降，⽣活事业基本定型，再加上⾃认为⼏⼗年的阅历，什么⼈没见过，
什么事没经过，早已洞察世事，参透⼈情，不需要再到书中寻求⼈⽣真谛，阅读的动
⼒往往就会减退，不少⼈甚⾄逐渐远离书本。这是⼀个极⼤的误区。⼈类发展的历史
反复证明，读书和阅历都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源泉，也是提⾼能⼒的必经之路，⼆者不
可偏废。⽆论为官、经商，还是读书、治学，只重读书不重阅历，极易造成主观臆断，
纵然学富五车、才⾼⼋⽃，但⼀涉及具体做事的层⾯，则往往因脱离实际⽽变得⼨步
难⾏。只重阅历不重读书，则会导致经验主义，尽管⽼于世故、精于谋略，但却由于
缺乏理论指引常常流于平庸世俗。只有将读书和阅历紧密结合，既博览群书，又勇于
实践，既潜⼼书本，又深⼊⽣活，并⽤阅读拓展阅历，以阅历深化阅读，才能做到读
书和阅历相长、理论与实践结合，并在⼆者的相辅相成中更好地学习和⼯作。  
　　——摘⾃《学习时报》2013年10⽉28⽇版，有删节  
 13本⽂的中⼼论点是什么？
【答案】阅历助益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与读书相辅相成）⼆者不可偏废。
【解析】本题考查对论点的概括。论点的概括，要特别注意题⽬、开头、结尾的⼀些
概括性的句⼦，但要注意要准确，不要照搬原句，有时要能够从其中筛选出最能表达
作者观点的句⼦，即论点。如本⽂作者要表达的观点是“只有耐得住寂寞，并朝着⾃⼰
的⽬标努⼒，才能出学问”，所以如果答上“古来圣贤皆寂寞”就有点画蛇添⾜了。
14.分析第①段的作⽤。
【答案】①指出“阅历对读书⾄关重要”，引起下⽂。②从读书体验谈起，借⽤名⾔，
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开头段的作⽤。议论⽂开头段通常通过故事或名⾔警句等引
出⽂章的论点或论题，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15本⽂第③段的论证结构是什么？
【答案】先提出本段论题“如何丰富阅历”。然后从阅历与经历的关系、阅历与读书的
关系进⾏论证。最后点明本段论点“经历与读书都能丰富阅历”。
【解析】本题考查⽂章的论证思路。分析论证思路其实就是在概括段落层次⼤意的基
础上加上诸如“⾸先、然后、接着、最后”之类的额词语。
16.根据⽂意，下列说法正确的两项是（ ）
A. 要想真正读懂读透⼀本⽴意⾼远、境界深邃的经典之作，既要基本的⽂化素养、必
备的思维能⼒、正确的读书⽅法，也要深厚的社会阅历和的丰富的认知经验。
B. 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经历的⼈和事越来越多，所以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必然也
越来越多，对⼀些事物的看法也必然越来越深刻，这时我们的阅历就会⽇趋丰富。  
C. 有了亲⾝体验，躬⾏践履，就能准确把握社会现实，不断提⾼理解能⼒，做到学以
致⽤、知⾏合⼀，从⽽更加深⼊地领悟书中蕴含的寓意和韵味。  
D. 阅历不等于经历，阅历是⼀个⼈对社会、对事件的经历以及对经历进⾏思考、领悟、
概括、提炼，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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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阅历可以帮助⼈们更深刻地领悟书中蕴含的韵味，读书和阅历都是获取知识的重要
源泉，也是提⾼能⼒的必经之路，⼆者不可偏废。
【答案】AE

【解析】本题考查对关联词语的掌握。B项错在错设因果关系，原句是并列关系；C项
错在“有了……就”原⽂是说“只有亲⾝体验，躬⾏践履，才能准确把握社会现实”；D项
错在漏了前提条件：“是在表象的基础上”。
17．根据⽂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项是（ ）（3分）
A. 张潮认为：“⽼年读书”⽐“少年读书”境界更⾼⼀层，所得也更多。  
B．阅历浅的⼈读书时、不能做到“⼀只眼看到纸⾯上的话，另⼀只眼则留⼼看纸的背
⾯”。  
　C．亲⾝体验，躬⾏践履，才能准确把握社会现实，增长⼀个⼈的阅历。  
　D．⼈⽣在世，必须做到阅历和读书齐头并进，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作。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课⽂内容的理解。原⽂第2段是说阅历丰富的⼈“常常是⼀只眼看
到纸⾯上的话，另⼀只眼则留⼼看纸的背⾯”但没有说阅历浅的⼈就绝对不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