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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语⽂中考阅读 100天
阅 读 100 天
第86天

年    ⽉    ⽇  班级       姓名     评价     

⼀. 古诗词阅读
                    《⾛马川⾏奉送封⼤夫出师西征》

                              岑参 

君不见⾛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天。轮台九⽉风夜吼，⼀川碎⽯⼤如⽃。随风满地

⽯乱⾛，匈奴草黄马正肥。⾦⼭西见烟尘飞，汉家⼤将西出师。将军⾦甲夜不脱，半夜军

⾏⼽相拨。风头如⼑⾯如割，马⽑带雪汗⽓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凝。虏骑

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1.发挥想象,说说“匈奴草黄马正肥，⾦⼭西见烟尘飞，汉家⼤将西出师”描绘了⼀幅怎样的

画⾯?

【答案】剽悍强劲的匈奴军队利⽤草马正肥的时机发动了猛烈进攻。⾦⼭西⾯，报警的烽
烟像匈奴铁骑卷起的尘⼟⼀样飞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英姿飒爽，沉着迎战，尽显“汉
家⼤将”的果敢、镇静的风姿。又显⽰出了必胜的信⼼！
  【解析】此题考查对诗句意思的理解和想象能⼒。解答时，先要正确理解所描述的画
⾯的诗句意思，然后通过⾃⼰的想想和联想对画⾯加以创造，最后⼒求⽤优美的语⾔
描述出来。
 2.试从“炼字”⾓度，赏析“轮台九⽉风夜吼， ⼀川碎⽯⼤如⽃，随风满地⽯乱⾛。” 
【答案】 “吼”是“吼叫”的意思，轮台九⽉的风声⽇夜狂吼，从听觉上写出了风声之⼤，渲

染了环境的恶劣，表现了唐军将⼠不畏艰险的爱国精神。   “乱”是“胡乱”的意思，⼤如⽃

的碎⽯都被刮的满地乱滚。从视觉上写出了风⼒之猛，渲染了环境的恶劣，表现了唐军将

⼠不畏艰险的爱国精神。 

【解析】此题考查对诗句中炼字的感悟语理解能⼒。“轮台九⽉风夜吼， ⼀川碎⽯⼤如
⽃，随风满地⽯乱⾛。”中“吼”“乱”两字⽤的好。解答时要先解释这两字的本义，然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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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布⾐，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卑鄙，猥⾃枉

屈，  三顾⾂于草庐之中，咨⾂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

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有⼀年矣。先帝知⾂谨慎，故临崩寄⾂以⼤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渡泸，深⼊不⽑。今南⽅已定，

兵甲已⾜，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所

以报先帝⽽忠陛下之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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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表》（节选）

夫⼗围之⽊，始⽣如蘖①，⾜可搔⽽绝②，⼿可擢⽽抓，据其未⽣，先其未形③。磨砻

砥砺④，不见其损，有时⽽尽。种树畜养⑤，不见其益，有时⽽⼤。积德累⾏不知其善有

时⽽⽤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亡。⾂原⼤王熟计⑥⽽⾝⾏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书谏吴王（节选） 

 

注释：①蘖(niè)：植物的幼芽。②⾜可搔⽽绝：⽤脚可以踩断。③据其未⽣，先其未形：

在它未成长之前（就抑⽌它），在它未形成之前（就抑⽌它）。④磨砻砥砺：四种磨⼑⼯

具。⑤种树畜养：种植物，养牲畜。⑥熟计：仔细考虑。

3.《出师表》是_________在出师前写给后主________的⼀篇⽂章。

【答案】诸葛亮（孔明）；刘禅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出师表》涉及到的两个主要⼈物，要熟悉《出师表》的写作背景。
 

4.下列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项是（    ）（2分） 

A、深⼊不⽑——吹⽑求疵    

B、庶竭驽钝——殚精竭虑  

C、三顾茅庐——顾此失彼     

D、猥⾃枉屈——猥琐不堪

【答案】B 

【解析】考查对⽂⾔⽂中⼀词多义的掌握。A 中深⼊不⽑指⼀种地⽅，吹⽑求疵指⽪⽑；

B 中竭都是指竭尽的意思；C 中三顾茅庐指拜访，顾此失彼指顾得上；D中猥⾃枉屈指辱，

这⾥有降低⾝份意思；猥琐不堪指鄙陋卑下，不⼤⽅。 

5.将⽂中画线句⼦⽤“/”断句。（2分） 

积  德 累 ⾏ 不  知 其 善  有  时  ⽽ ⽤ 弃  义  背 理  不 知 其 恶  有 时 ⽽  亡【答案】积 德 

累 ⾏ / 不 知 其 善 / 有 时 ⽽ ⽤ / 弃 义 背 理 / 不 知 其 恶 / 有 时 ⽽亡 

【解析】根据上下⽂及句意可判断。这是⼀组骈句。 

6.⽂中画线句阐明了积善成德、____________的道理。空⽩处正确的选项是（  ）（2分） 

A、防微杜渐    B、温故知新    C、礼尚往来    D、得⼨进尺

【答案】A

【解析】画线句的意思是：积累德⾏，不见它的好处，旪间长了就会有作⽤；背弃理义，

不知道它的危害，旪间久了就会灭亡。因此可判断是防微杜渐。

三、现代⽂阅读

（⼀）记叙⽂阅读
                             ⼤师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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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语堂短暂的执教⽣涯和他漫长的著述⽣涯⽐起来，更像是⼈⽣中⼀段插曲。但以今天

的眼光来看，林语堂却⾜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 

②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学法学院兼了⼀年的英⽂课。这天是林语堂的第⼀堂课，他带了⼀

个⼤包到教室，学⽣们还以为这⾥⾯装的都是教学资料，⼼想这位拥有哈佛⼤学⽂学硕⼠

和德国莱⽐锡⼤学语⾔学博⼠⽂凭的⽼师果然深不可测。 

③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倒，只见⼀堆带壳花⽣稀⾥哗啦全落

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把花⽣，分给前⾯的学⽣，并请诸君⾃便。⼤家你看我我看你，

谁也不敢先动⼿。林语堂笑道：“吃花⽣必吃带壳的，⼀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

有劲，花⽣⽶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又叫长⽣果。诸君第⼀天上课，

请吃我的长⽣果。祝诸君长⽣不⽼！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果，更有长性⼦，

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有幸。” 

④学⽣们闻⾔哄堂⼤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请吃！请吃！”课堂⾥⽴即响起了⼀⽚剥

花⽣壳的声⾳。等到花⽣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 

⑤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缺课，⽽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慕名赶来偷师。 

⑥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考试，每到学期最后⼀节课的时候，林

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捡起学⽣的花名册⼀⼀唱名，念到名字的学⽣依次站起来。这

时，林语堂便如相⾯先⽣⼀般，细细把这个学⽣打量⼀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个分数，

这就是该⽣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奇闻，并引起了

⼀些⽼师的模仿。 

⑦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学讲堂演

讲，⼀班56个学⽣，多半见⾯⽽不知名，少半连⾯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

给他们考，⽽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他还把考试⽐成⼤煞

风景的“煮鹤”，说：“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青年。” 

⑧令⼈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打分”过的学⽣接到⾃⼰的成绩后个个⼼服⼜服，没

有⼀个⼈上校长那投诉，⽽且⼤家公认林语堂相⾯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般

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法。其实，林语堂记忆⼒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

流等⽅式早已对每⼀个学⽣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打分看似及其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

了每⼀个学⽣的⽔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起偶然性很⼤的⼀次考试反⽽更显出其公平。

 

7.分析第①段在⽂中的作⽤。

【答案】  统领全⽂（引起下⽂，点明⽂章主旨），下⾯的“上课吃花⽣”和“相⾯打分”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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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都是围绕这⼀段展开叙述的。 

【解析】分析第①段在⽂中的作⽤，⼀般从内容的结构两⽅⾯进⾏分析。句⼦的结构上的

作⽤要看句⼦所处的位置，句⼦的内容的作⽤要联系原段落的具体内容分析作⽤。 

）  

8.本⽂第③段对林语堂的描写，运⽤了哪些描写⽅法？

【答案】神态；动作；语⾔。

【解析】分析⼈物要考虑⼈物的描写⽅法：外貌描写、语⾔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

⼼理活动描写，结和原⽂的内容分析即可。 

 9.林语堂为什么能做到“相⾯打分”公正公平？

  【答案】林语堂记忆⼒超群，他平时上课时早已对每个学⽣知根知底。  “相⾯打分”看似

随意，实际上是合理决断。 

【解析】这类题是对⽂章内容的考查。问答题要把这个问题放回到原⽂中，找出具体对应

的答案即可。 

10.⽂中第⑦段画线句有什么表达效果？

【答案】本题考查对句⼦的赏析。该句运⽤了⽐喻等修辞⼿法，将“恶性考试”形象⽐作

“煮鹤艺术”  ，极富讽刺意味，饱含了林语堂对刻板考试制度的厌恶，表达了对学⽣遭遇的

惋惜。 

【解析】赏析语句题，先分析这句话采⽤的修辞⼿法，再分析句⼦所描写出的内容，最后

分析作者的情感，注意：要结和原⽂的内容分析。

11.阅读以下两则林语堂的经典名⾔，结合本⽂内容，谈谈你以上中的好⽼师应该具有的品

质。 

名⾔⼀：让我和草⽊为友，和封相亲，我便已觉得⼼满意⾜。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

蠕动，觉得很快乐。 

名⾔⼆：⼈⽣不过如此，且⾏且珍惜，⾃⼰永远是⾃⼰的主⾓，不要总在别⼈的戏剧⾥充

当着配⾓。

【答案】尊重学⽣、公平公正、热爱⽣活、深厚⼴博、诙谐幽默、卓然独⽴等等。

【解析】这道题根据分值情况⾄少要围绕三点作答，答题时要结和两⽅⾯的内容：名⾔的

意思和本⽂的内容。

12.

（⼆）议论⽂阅读

 “知⼊”与“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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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怎样读书才能取得效果？经验表明，处理好阅读中的“⼊”与“出”是关键所在。南宋

学者陈善云：“读书须知出⼊法。见得亲切，此是⼊书法；⽤得透脱，此是出书法。”此论
道出了读书的精髓。
　　②阅读中的“⼊”，是指对所读之书全⾝⼼融⼊，潜⼼对其进⾏研读与探索。就是读者
通过⽂字去触摸作者的内⼼，与其进⾏⼼灵的对话。如此“⼊书”，⽅可“见得亲切”，实现
双⽅⼼情的“契合”。
　　③在阅读中怎样“⼊”呢？⼀个⽅法是坚持“精思”。朱熹认为：“⼤抵观书先须熟读，使
其⾔皆若出于吾之⼜。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然后可以有得尔。”就是说阅读
要慢嚼细咽，通过揣摩语⾔，达到把握⽂章内容、体悟作品意蕴与情趣之⽬的。
　　④在熟读基础上精思，确为“⼊书”之妙诀。苏轼读陶渊明《饮酒》诗后写道：“‘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因采菊⽽见⼭，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
⼭’，则此⼀篇神⽓都索然矣。”苏轼发现“望”与“见”虽⼀字之差，但意境全异。何故？盖
因陶诗所表达的是辞官归⽥后的喜悦之情，故⽤“见”字来表达悠然⾃得之感。若改为
“望”，变为主动寻求，就不但破坏了全诗的意境，⽽且也与陶渊明的节操相悖。苏轼的体
会，表明他对全诗意蕴和诗⼈的⼼境都有了深刻认识；这种认识若离开了对全诗全⾝⼼的
“⼊”，离开反复思索，是⽆法达到的。
　　⑤阅读中的“出”，是指读者能站在更⾼层次，对所读之书做出分析判断，能从新的⾓
度进⾏阐发、评价和质疑。哲学家叔本华就主张读书要与书本拉开距离，不要“⼊”书过
度，要敢于并善于从书本中⾛出来。这样读书，⽅可避免“是别⼈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
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已 ”；⽅可在读后能解其意、识其旨、得其要，真正做到
“⽤得透脱”。
　　⑥鲁迅早年读过不少进化论书籍，曾⼀度相信社会进化论：“总以为将来必 胜于过
去，青年必胜于⽼年。”后来，他在⽣活中发现了青年们在阶级⽃争中分化的事实，“⽬睹
了同是青年，则分成两⼤阵营，或则投⾝告密，或则助官捕⼈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
毁。”就这样，他对这种理论产⽣了怀疑，并由此发现其诸多偏颇和谬误。于是，他摒弃了
从书本中得到的旧认识、旧观点，在⽃争中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法论。他的
这段经历和思想转化过程，对于阅读时怎样“出”于书，怎样“⽤得透脱”，很有启⽰意义。
⑦阅读，要“⼊”，也要“出”。“⼊”是“出”的基础，不“⼊”则⽆所谓“出”；“出”是“⼊”的

⽬的，不能“出”就失去阅读的价值与意义。既能 “⼊”又能“出”，才是阅读者必须掌握的秘
诀。
13.找出⽂章的中⼼论点。
【答案】处理好阅读中的“⼊”与“出”，是读书取得效果的关键。（或：读书的精髓关键是
处理好阅读中的“⼊”与“出”。或：既能“⼊”又能“出”，是阅读者必须掌握的秘诀。）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章的中⼼论点。论中⼼论点是作者发表主要的集中的观点。中⼼
论点通常在标题或⽂⾸或⽂尾的位置，联系全⽂找到作者概括性（提领或总结）的表达主
要观点的“议论句”，即是论点，⾸先看标题，再看⽂⾸⽂尾。本⽂开篇即提出了中⼼论
点。
14.本⽂的论证思路是什么？
【答案】⾸先提出⽂章中⼼论点。（1分）然后从“⼊”与“出”两个⽅⾯分别分析论证了其在
阅读中的意义和运⽤。（2分）最后再⼀次明确中⼼论点。（1分）
【解析】“论证思路”即指作者如何提出问题，⽤什么⽅法（论证⽅法）分析道理证明，最
后如何总结问题，把作者提出中⼼论点的⽅法和论证过程的顺序以及使⽤的⽅法说概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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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即可。 
15.请把下⾯这段⽂字放在本⽂的合适的位置，并请说明理由。
叶圣陶认为：“⽂字是⼀道桥梁，桥这边站着读者，桥那边站着作者。通过这⼀道桥梁，读
者才和作者会⾯，不但会⾯，⽽且了解了作者的⼼情，和作者的⼼情相契合。”
【答案】 第②段，（1分）这段⽂字引⽤叶圣陶的话阐述了“通过⽂字和作者会⾯，了解作
者⼼情，和作者⼼情相契合”的内容。（2分）与第②段所阐述的 “阅读中的‘⼊’是触摸作者
的内⼼，与其进⾏⼼灵的对话”的观点⼀致。
【解析】⾸先要了解引⽤是道理论据，它说明的问题是“读者如何‘⼊’到作者思想中”，概
括这⼀内容在⽂章中找到与之观点⼀致的⽂字段。
16.请说说第⑤段加点的 “这样”在⽂中指代的内容。
【答案】指读者能站在更⾼层次，对所读之书做出分析判断，能从新的⾓度进⾏阐发、评
价和质疑。（或：读书要与书本拉开距离，不要“⼊”书过度，要敢于并善于从书本中⾛出
来。）
【解析】阅读“这样”前后内容，即可了解指的是前句“哲学家叔本华就主张读书要与书本拉
开距离，不要“⼊”书过度，要敢于并善于从书本中⾛出来”。
17.联系实际，谈谈对第④段画线句⼦的看法。
【答案】围绕“熟读精思的读书⽅法”来谈感悟联想。
【解析】此句强调的是“思考”，可联想到孔⼦说的“学⽽不思则罔”来理解“思考”对于读书
领会作者思想（即“⼊”）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