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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语⽂中考阅读 100天
阅 读 100 天
第85天

    年    ⽉    ⽇  班级       姓名     评价     

⼀. 古诗词阅读

                                  登   楼

                                  [唐]杜甫 
                   花近⾼楼伤客⼼，万⽅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来天地，⽟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暮聊为《梁甫吟》。
1.颔联描绘了怎样的画⾯，表达了作者什么感情？ 
【答案】登楼远望，锦江两岸蓬蓬勃勃的春⾊，铺天盖地⽽来；⽟垒⼭上的浮云，古
往今来，千形万象，变幻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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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画⾯要做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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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达的感情要结合“⼼中⾃不平、
宁为百夫长,胜作⼀书⽣”等语句来写。
感情:对祖国⼭河的赞美以及对民族历史的追怀。 
2.“锦江春⾊来天地，⽟垒浮云变古今”⼀句中的“来”和“变”好在哪⾥？ 
【答案】 “来 ”是 “来临 ”的意思，锦江两岸蓬蓬勃勃的春⾊，铺天盖地⽽来，运⽤拟
⼈，烘托锦江春⾊逐⼈、⽓势浩⼤，令⼈有当胸扑⾯的感受，表现诗⼈对祖国⼭河的
赞美。 
“变”是“变化”的意思。是指，浮云如⽩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桑⽥，⼀字双关，使
⼈浮想联翩。表现诗⼈对民族历史的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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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

                 陈涉世家(节选)

  [甲]吴⼴素爱⼈，⼠卒多为⽤者，将尉醉，⼴故数⾔欲亡，愤恚尉，令辱之，以激怒
其众。尉果笞⼴。尉剑挺，⼴起夺⽽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公等
遇⾬，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弟令⽏斩，⽽戍死者固⼗六七。且壮⼠不死即已，死
即举⼤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敬受命。”乃诈称受⼦扶苏，项燕，从
民欲也。袒右，称⼤楚。为坛⽽盟，祭以尉⾸。陈胜⾃⽴为将军，吴⼴为都尉，攻⼤
泽乡，收⽽攻蕲。乃令符离⼈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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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 
                                                      （节选⾃《陈涉世家》） 
[⼄]秦⼆世元年七⽉，陈胜等起⼤泽中。其九⽉，会稽守①通谓梁②⽈：“江西皆反，
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后则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即恒楚将”。是时
恒楚亡在泽中。梁⽈：“恒楚亡，⼈莫知其处，独籍③知之⽿。”梁乃出，诫籍持剑居
外待。梁复⼊，与守坐，⽈：“请如籍，使受命召恒楚。”守⽈：“诺。”须臾，梁睨④
籍⽈：“可⾏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授。门下⼤惊，扰乱，
籍所击杀数⼗百⼈。⼀府中皆慑伏，莫敢起。 „ „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
县。 
                                                      （节选⾃《史记·项⽻本纪》） 
[注释 ]①会稽守：会稽郡的郡守。②梁：项梁，是项⽻的叔⽗。③籍：项籍。项籍字
⽻，所以又称项⽻。④睨：斜眼看。 
3.试解释下列加点词字的意思。
  ①吴⼴素爱⼈    素：         ②⽐⾄陈     ⽐：
 ③使公即恒楚将    将：         ④恒楚亡在泽中       亡： 
【答案】 ①素：向来   ②⽐：等到   ③将：统帅，率领   ④亡：逃亡
 【解析】本题考查常见⽂⾔实词在⽂中的含义。需要平时多注意课⽂下⾯的注释。
4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
 ①⼴故数⾔欲亡，愤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 
 ②吾闻先即制⼈，后则为⼈所制。 
【答案】①⼴故意多次说要逃跑，使军官恼怒，让他们责辱他，（借此）来激怒⼠
卒。  
②我听说先动⼿可以制服对⽅，后动⼿就被对⽅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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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亡”“以”等词的解释；翻译第⼆句要注意要注意“为”的
解释。
5.阅读选⽂，说说甲⼄两段各写了什么内容？ 
【答案】甲⽂中记叙了陈胜、吴⼴发动起义的过程。⼄⽂写项梁夺取郡守之位的兵变
过程。
【解析】本题考查对内容的理解和概括。可先阅读⽂章，从⽂中找到需要的信息进⾏
概括。
6.从甲⼄两⽂中可以看出陈胜、项梁各有什么性格？
【答案】陈胜是⼀个富有谋略，机智果敢，并有⼀定组织和领导才能的⼈。项梁是⼀
个沉着⽼练（或⽼谋深算、阴险狡诈等）做事迅速果断，善于随机应变的⼈。
【解析】本题考查对⼈物性格的概括。甲⽂通过  “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壮⼠不死即
已，死即举⼤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表现陈胜机智果敢，从“乃诈称受⼦扶苏，项
燕，从民欲也。袒右，称⼤楚。为坛⽽盟，祭以尉⾸。陈胜⾃⽴为将军，吴⼴为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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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泽乡，收⽽攻蕲。”等句表现陈胜有谋略。
三、现代⽂阅读

（⼀）记叙⽂阅读
                         ⽥埂上的精神
麦⼦把⽥野的纽扣⼀粒⼀粒扣齐。但是，有⼀粒麦⼦被⼈们遗忘了，落在了⽥埂上，
像⼀只浇了⽔后丢在堤上的桶。  
秋天继续深⼊。在清寒的晨⽓中，秋天的阳光抹在⽥野上，也抹在这⼀粒麦⼦上。它
穿透⼟壤的⿊暗，长出如针的⼩苗。来地⾥除草施肥的⼈们，⾃远⽅踏步⽽来，这⼀
株麦苗兴奋地在微风中晃动着绿⾊的⾝⼦，似蝴蝶抖动⾦⾊的翅膀。然⽽，没有⼈在
⾛近它时停下来，甚⾄没有闲暇望它⼀眼。因为⽥野⾥有⼤⽚的麦⼦，在等待着他们。
 
本来它也应该⽣长在平整如砖的麦地呀！那⼉有着它许许多多的兄妹，它们被调理得
丰腴⽽肥硕。远远望去，它们宏⼤⽽又壮观。它们⼿挽⼿⼀起⽣长，⼀起成熟，⼀起
⾛进农家的粮仓，与那些农民⼀起体验丰收的喜悦。⽥埂上只有⼀株孤零零的麦⼦，
⼀株长错了地⽅的麦⼦。它很⽆奈。  
尽管这株麦⼦⾮常纤弱，但它长得⾮常卖⼒。它⽐⽥地⾥任何⼀株麦⼦都活得⽤⼒；
它不想放弃⾃⼰⽣长的权利；它甚⾄还想⽤它那⼀⽚特别的绿，来引起⼈们的关注，
从⽽获取⽣长所必需的元素。它⼤声地对每⼀位从它⾝边经过的⼈呐喊：“你们睁⼤眼
睛瞧瞧！我不是⼀棵⼩草，我是麦⼦，我是⼀株麦⼦啊！”但是，没有⼈理会它。例外
的⼀天，有个⼈偶然歇息时坐在它⾝边的⽥埂上，抽了⼀根烟，扔下烟蒂时瞅了它⼀
眼，这时才突然记起来似的说：“噢，这⼉还有⼀株麦⼦！”这时，麦⼦为有⼈记起它
⽽⾼兴，它显得异常兴奋，甚⾄还有意地直了下它的⾝⼦，以便能让⼈看到它健康向
上的样⼦。它不愿意让⼈笑话它，或者可怜它。那⼈只留下了些烟灰，拍了拍沾在裤
⼦上的泥⼟，⾛了，就不再有踪影。  
这⼀株麦⼦已彻底为⼈们所遗忘，偶尔有⼩鸟落在它的⾝边，望着这深秋的⼤地⼀动
不动。风吹，⾬淋，⽇晒，它在孤独寂寞和⽆望中艰难地⽣长。它必须要⽣长，因为
它是⼀粒落进泥⼟获得⽣命的麦⼦。它的存在属于⼤地，还有⽩云和⾼空飞翔的鸟⼉，
以及美好的黎明和黄昏。太阳格外地偏爱它，总是⽤暖暖的光芒映照着它的⾝⼦。  
尽管它是⼀株长在⽥埂上的麦⼦，被⼈们忽略，但它依然挚爱着这⽚⼟地和这⽚⼟地
上的⼈们。它能体会到他们泥⼀脚⽔⼀脚跋涉于齐膝的泥淖中的滋味；它能感受到他
们担着百余⽄的担⼦压在肩上⾛上三四⾥地的分量。抢收抢种的季节，他们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顶着最毒的太阳，⼲着最繁重的活。他们受苦受累似乎是注定的。谁也没
觉得不应该。想到此，它的⾝⼦⼀沉，似乎想把⾃⼰的根系伸进更深的⼟壤中，汲取
更多的营养，使⾃⼰长得更健壮⼀些。  
冬去春来，它终于开始抽穗，并且呈现出⾦黄的颜⾊。当⼀位农⼈收割了⽆数麦⼦后，
发现了它，欢喜得了不得，⼩⼼翼翼地割下这株麦⼦，把它捧在⼿⼼，喃喃地⾃⾔⾃
语：“麦⼦，⽥埂上也能长出这么好的麦⼦，它承的是天惠呀！”  
⼀颗明亮⽽智慧的种⼦，只要根植于泥⼟，它就能结出果实，正如这⽥埂上的⼀株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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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长的是⽥埂上的精神。  
7.阅读全⽂，把⽥埂上的麦⼦的情感变化过程补充完整。
长出了麦苗，兴奋   发现长错了地⽅，     被⼈认出，⾼兴        
� 被彻底遗忘，       理解农⼈，执着

【答案】⽆奈 孤独／寂寞／⽆望
【解析】分析⽂章的抒情线索。仔细阅读全⽂，注意麦⼦感情变化的词语，有⽆奈，
有失望，有执着等。
8.根据括号内的要求赏析句⼦。（1）在清寒的晨⽓中，秋天的阳光抹在⽥野上，也抹
在这⼀粒麦⼦上。（加点字“抹”“照”⽐起来好在哪⾥？）
(2)⽥埂上只有⼀株孤零零的麦⼦，⼀株长错了地⽅的麦⼦。（这句话看起来没有“⽥埂
上只有⼀株孤零零的长错了地⽅的麦⼦”表达简洁，但表达效果更好，请你说说好在哪
⾥？）
【答案】（1）运⽤拟⼈⼿法，写出了阳光的温柔。
（2）原句采⽤反复的⼿法/分开表述/⽤两个宾语，突出了“孤零零”“长错了地⽅”。
【解析】本题考查体会重要语句的含意，品味语⾔表达艺术。（1）主要采⽤了拟⼈的
修辞⼿法，“抹”也采⽤了拟⼈的修辞，写出了阳光的温柔。回答是否定的，从表达效
果⽅⾯分析。原⽂采⽤了反复的修辞，写出了⼀株麦苗的孤独，⽽修改后⽆此表达效
果
9⽂章第三段⽤⼤量的⽂字描写麦地⾥的麦⼦，这属于什么写法？有何作⽤？ 

【答案】衬托/反衬/对⽐⼿法，突出⽥埂上麦⼦的孤独，⽣长条件的恶劣，为下⽂具体
写麦⼦顽强⽣长做铺垫。
【解析】本题考查欣赏作品的形象，领悟作品的艺术魅⼒。从写作⼿法上考虑，采⽤
了对⽐，或衬托，写出了其⽣长环境的恶劣，为下⽂结出硕果做铺垫。
10.下列对“⼀粒麦⼦在⽥埂上能长得这么好”的原因分析不合理的⼀项是（  ） 

11.请结合全⽂，说说“⽥埂上的精神”包含了哪些精神。
【答案】（1)性格：⾃⽴⾃强／坚忍不拔；(2)进取精神：执着追求／不抛弃不放弃/不
⽢卑微／昂扬向上／奋⼒进取；(3)待⼈：理解宽容；(4)追求：成就⾃我，实现⾃我价
值。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答案不唯⼀，从很多⾓度
能写出“精神”来。⾃⽴，⾃强；执着；追求最好，宽容等。

A．麦⼦本是⼀颗明亮⽽智慧的种⼦，只要根植于泥⼟，它就能结出果实。

B．它⽐⽥地⾥任何⼀株麦⼦都活得⽤⼒，它不想放弃⾃⼰⽣长的权利。 

C.它⽤它那⼀⽚特别的绿，来引起⼈们的关注，从⽽获取⽣长所必需的元素。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章中的信息。从全⽂看，⼈并没有在⽣长的过程中关注它，
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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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话表述“⽥埂上的麦⼦”给了我们哪些⼈⽣启⽰。
【答案】启⽰应包括：⾝处逆境仍应⾃⽴⾃强、昂扬向上、坚忍不拔、奋⼒进取；保
守⾃尊、不⽢卑微，努⼒追求，渴望得到关注和尊重。
【解析】本题考查阅读拓展能⼒。解答此类题根据⽂中麦⼦的精神再结合⾃⼰的⼈⽣
体验来谈⾃⼰的感想、启⽰。

（⼆）议论⽂阅读

汉语“纯洁性”之争  
【媒体看法】  
2014年4⽉25⽇《⼈民⽇报》发⽂《“零翻译”何以⼤⾏其道》，节选如下：  
WiFi、CEO、MBA、CBD、VIP、PM2．5，⼤量外语词不经翻译就见诸报端，甚⾄
还出现在某些严肃的学术期刊⾥。  
可是，这样的“零翻译”，不知有多少读者看得懂？  
专家表⽰，“零翻译”的外语词，既破坏了汉语⾔⽂字的严整与和谐，影响了汉语表意
功能的发挥，使语境⽀离破碎，从深层次来说，也消解了中国⽂化精深⽽丰富的内涵。
 
为什么“诺基亚”“摩托罗拉”能译成汉字，⽽iPhone和iPad就没能翻译过来？英语吸收汉
语词汇都改为字母拼写，为什么汉语中却要夹杂⼤量英⽂？外来语对汉语的纯洁和健
康的伤害到底有多⼤？  
⾯对外来语⽆处不在的⾝影，不少国⼈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零翻译”现象的分析：  
“这跟西⽅⽂化的强势有关，总的来看近百年来，西⽅输⼊中国的⽂化多，中国输出的
少。”外交学院英语系教授武波博⼠分析。此外，⼀些科技、医药⽅⾯的专业词汇，⼀
时半刻找不到相对应的词，又着急使⽤，所以只好直接引⽤，造成“零翻译”现象。  
“懒惰，觉得写英⽂缩写更省事，是外来语滥⽤的⼀⼤主因。”中国外⽂出版发⾏事业
局副局长王刚毅对此直⾔不讳。  
“优秀翻译⼈才匮乏也是原因之⼀。”武波⽤“青黄不接”形容当今翻译界的⼈才断层，
“早年，说起著名翻译家，⼀⼤串名字会浮上脑海。现在，你能想起谁？凤⽑麟⾓！”  
【学者观点】  
美国宾⼣法尼亚⼤学汉学家梅维恒说：“没有纯洁的语⾔。”他以拥有⼤量外来词的英
语和⽇语为例指出，不仅语⾔的不断变化是“正常的”，⽽且“从其他语⾔借⽤词语实际
上也是⼀种健康的现象”。（选⾃《参考消息》）  
暨南⼤学华⽂学院院长郭熙认为：字母词的使⽤是语⾔接触中的⾃然现象，只要语⾔
有接触，就有语⾔的互相借⽤，语⾔的纯洁是站不住的，纯洁的语⾔只能是死的语⾔，
活的语⾔⼀定要吸收新的东西，这就是语⾔的来来往往。字母词⼀开始可能是照搬，
时间长了就会进⼀步调整，⽐如开始⽤E-mail，后来⽤汉字⾳译“伊妹⼉”，现在都⽤
意译的“电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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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光明⽹”）  
【国外做法】  
英国、美国等都是先将外语词“化”为⾃⼰民族语⾔的⼀部分后再使⽤。例如在《⽜津
简明英语辞典》（第11版），“中国航天员”便被译作“taikonaut”。“taikonaut”的前半
部“taikong”便是汉语拼⾳，⽽后半部则跟英⽂“astronaut”合成。  
德国官⽅没有对于语⾔纯洁性的保护，近⼏⼗年来，德语中出现了⼤量的外来语借词，
对此有⼈惊呼“德语正在衰退”。但是，德国⽂学教授鲁蒂·凯勒曾对媒体表⽰，语⾔就
好⽐是⾃由的市场经济，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最符合⽼百姓语⾔习惯的说法。外来词可
能被德语吸收成为固定的德语词，也可能过⼀段时间以后被淘汰。  
法国是较重视其语⾔“纯洁性”的国家。法语⾃17世纪初取代了拉丁语获得第⼀国际语
⾔的地位，随后又于20世纪初被英语所取代。法国⼈不⽢⼼，于是通过各种⽴法维护
法语的纯洁性，以图重新获得曾有的国际地位。结果，今天的法语在欧洲国家都已被
边缘化了。  
                                                     （选⾃⽹络）  
13.围绕汉语“纯洁性”之争，【媒体看法】中《⼈民⽇报》和【学者观点】中学者各持
什么观点？
【答案】《⼈民⽇报》的观点：“零翻译”词/外来语/外来词伤害汉语的纯洁和健康；学
者的观点：没有纯洁的语⾔/纯洁的语⾔只能是死的语⾔/活的语⾔⼀定要吸收新的东西
（意对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概括议论⽂的主要观点。仔细阅读《⼈民⽇报》的内容，把握
关键语句，其观点主要是：认为“零翻译”对汉语的危害较⼤。学者的观点是：世界上
没有纯洁的语⾔。
14.下⾯对“零翻译”盛⾏的原因解读不恰当的⼀项是（  ）

15.⽂中提到，“说起著名翻译家，⼀⼤串名字会浮上脑海”，请你写出两位翻译家以及
他们翻译的外国作品。
翻译家：        翻译作品：《    》  
翻译家：        翻译作品：《    》

【答案】⽰例：教材中出现的翻译家及作品。【解析】本题考查识记⽂学常识。此题
相对⽐较简单，从教材中举出事例即可。  

A．近代以来，西⽅⽂化⽐中华⽂化强势。 

B．⼀些专业词汇，汉语中始终找不到相对应的词。 

C．很多⼈有惰性，觉得直接⽤英⽂缩写词更省事。 

D．当今翻译界⼈才断层，优秀⼈才匮乏。 
【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中的信息。B项：⽂中没有此信息。可以
在对“零翻译”现象的分析中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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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学者观点】中暨南⼤学华⽂学院院长郭熙谈 “E-mail”⼀词的演变属于什么论证⽅
法？作⽤是什么？
【答案】举例论证，证明“字母词⼀开始可能是照搬，时间长了就会进⼀步调整”这⼀
观点。
【解析】本题考查论证⽅法及其作⽤。联系上⽂即可得知举例证明字母词⼀开始可能
是照搬，时间长了就会进⼀步调整。  
17.⾯对外来词进⼊汉语，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请你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合理
可⾏的建议。
【答案】对外来词可以先“借⽤”/“照搬”，然后“化⽤”，可以先⾳译，最后意译；可以
组织优秀翻译⼈才译出对应的汉语；可以组织语⾔专家进⾏甄别，有的吸收进汉语词
汇，有的淘汰。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答案不唯⼀，但必须遵循
批判的继承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