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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2015年初三⼆模试卷

语 ⽂ 2015.6

 ⼀、基础·运⽤（共22分）

（⼀）选择。下⾯各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个符合题意，选出答案后在答题卡上⽤铅笔
• •

把对应题⽬的选项字母涂⿊涂满。（共10分）

成语是经过长期锤炼⽽形成的汉语⾔⽂化精髓，它浓缩了中国古代传统⽂化的精华，承载着历
•

代华夏⼉⼥千百年来形成的处世哲学。成语多来源于寓⾔故事，神话传说，古典诗⽂，也有些源⾃

民间惯⽤语，谚语，歇后语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化遗产，堪称中华⽂化的“活化⽯”。它⾔简意

赅，以简驭繁，以极少的⽂字传达丰富的内涵,成为汉语⾔⽂化中的⼀道亮丽风景。

⼈们讲话、写⽂章都喜欢运⽤成语，是由于成语除了（甲），还（⼄）。⽽最能体现后者的，

莫过于⽐喻的运⽤。成语的⽐喻⽤法⼤致有两种情况。

⼀种是明显的⽐喻。例如 “如虎添翼 ” “门庭若市 ” “归⼼似箭 ” “味同嚼蜡 ”等，特点是带有

“如”“若”“似”“同”这类⽐喻词。因此不管放在什么语⾔环境⾥，⼀眼就能看出是⽐喻。这类成语⽣

动形象，表达效果值得__①__。

更多的⼀种情况是运⽤成语的⽐喻意义。什么叫“成语的⽐喻意义”呢？那就是⼀个成语由于它

的⽐喻⽤法⽽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意义。如“完（bì）归赵  ”出⾃蔺相如设法把国宝从秦国送回赵

国的历史故事，后⽤来⽐喻原物完整⽆损地归还本⼈，这⼀⽐喻义⽤得多了，得到社会认可，就作

为这个成语的固定意义确定下来了。运⽤这类成语不仅能收到⽐喻的表达效果，还能提升语⾔的⽂

化__②__。

1.⽂中加点字“髓”的注⾳和“完（bì）归赵”注⾳处应填⼊的汉字正确的⼀项是

A．髓（sǔi） 壁（声旁为“辟”，形旁为“⼟”）

B．髓（suǐ） 璧（声旁为“辟”，形旁为“⽟”）

C．髓（suǐ） 壁（声旁为“辟”，形旁为“⼟”）

D．髓（sǔi） 璧（声旁为“辟”，形旁为“⽟”）

2.根据句意，依次填⼊①②两处的词语，最恰当的⼀项是

A．①品位 ②品味 B．①品味 ②品味

C．①品位 ②品位 D．①品味 ②品位

3.对⽂中画线句标点修改正确的⼀项是

A.成语多来源于寓⾔故事，神话传说，古典诗⽂；也有些源⾃民间惯⽤语、谚语、歇后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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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成语多来源于寓⾔故事，神话传说，古典诗⽂。也有些源⾃民间惯⽤语，谚语，歇后语等

C.成语多来源于寓⾔故事、神话传说、古典诗⽂，也有些源⾃民间惯⽤语、谚语、歇后语等

D.成语多来源于寓⾔故事、神话传说、古典诗⽂；也有些源⾃民间惯⽤语、谚语、歇后语等

4. ⽂中（甲）（⼄）两处应填⼊的句⼦是

A.（甲）具有简洁、精练的特点 （⼄）具有⽣动形象、富于表现⼒的特点 

B.（甲）具有⽣动形象、富于表现⼒的特点 （⼄）具有简洁、精练的特点

C.（甲）具有简洁、⽣动形象的特点 （⼄）具有精练、富于表现⼒的特点

D.（甲）具有精练、富于表现⼒的特点 （⼄）具有简洁、⽣动形象的特点

5. 在下⾯连环画所表现的历史故事中，“唇亡齿寒”的“齿”具体⽐喻的⼀项是

A. 东周 B.虞国 C.虢国 D.晋国

�

注：虞（yú）国和虢（guó）国是春秋时的诸侯国，有结盟关系。

（⼆）填空（共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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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下⾯空格内填⼊汉字，组成三个成语，将三个成语⽤规范美观的汉字书写在答题卡的⽥字

格内。（3分）

�

7．默写（共5分）

（1）　　　　 ，并怡然⾃乐。（陶渊明《桃花源记》）

（ 2 ）某校⼏个即将毕业的初中⽣建⽴了⼀个微信群，他们以李⽩《⾏路难》中的诗句

“　　　　 ，　　　　”作为微信群的名称，表达终能实现理想抱负的雄⼼壮志。巧合的是，该校⼏

位即将退休的⽼教师也建⽴了⼀个微信群，他们以苏轼《江城⼦  密州出猎》下阕中的六个字

“　　　　，　　　　 ”作为微信群的名称，表达了不在意年华⽼去，依然要为理想⽽努⼒的愿望。

这件事在学校⼀时传为美谈。

8．名著阅读（4分）

古典名著会给⼈带来⼗分丰富的阅读感受。如《诗经·秦风·蒹葭》中诗⼈追求的那个“ ①　 ”会

使⼈感受到神秘朦胧的⽂学美，《孟⼦》中《鱼我所欲也》⼀篇提出的“  ②  　”的主张会使⼈体会

到充满正⽓的思想美，⽽《  ③  　》中《曹刿论战》⼀篇刻画的挺⾝⽽出、深谋远虑的曹刿会使⼈

肃然起敬，《战国策》中  ④  　（⼈名）借⾝边⼩事讽谏齐王⼴开⾔路的故事则让⼈对古代谋⾂的

进谏策略拍案叫绝。

⼆、⽂⾔⽂阅读（共12分）

阅读下⾯两则⽂⾔⽂选段，完成第9～12题。

项籍者，下相⼈也，字⽻。初起时，年⼆⼗四。其季⽗①项梁，梁⽗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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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戮②者也。项⽒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 “书⾜以记名姓⽽已。剑⼀⼈

敌，不⾜学，学万⼈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彼可取⽽代也。”梁掩其⼜，⽈：“⽏妄⾔，

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尺余，⼒能扛⿍，才⽓过⼈，虽吴中⼦弟皆已�惮籍矣。
•

居鄛⼈范增，年七⼗，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 “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
•

罪。⾃怀王⼊秦不反③，楚⼈怜之⾄今，故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事，不⽴
•

楚后⽽⾃⽴，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④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楚之后

也。”于是项梁然其⾔，乃求楚怀王孙⼼⑤民间，为⼈牧⽺，⽴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节选⾃《史记·项⽻本纪》）

注：①季⽗：⽗之幼弟，即⼩叔⽗。②戮：杀。  ③怀王⼊秦不反：楚怀王熊槐被秦昭王骗⾄

武关会盟，结果被扣留，死在那⾥。④蜂午：意为蜂起，指数量很多。⑤⼼：指楚怀王的孙⼦熊⼼。

9. 下列各项中的“以”字，与“梁以此奇籍”中的“以”意思相同的⼀项是___（2分,只填序号）
•

A. 或以为亡（《陈涉世家》） B. 以光先帝遗德（《出师表》）
• •

C. 不以物喜（《岳阳楼记》） D. 卷⽯底以出（《⼩⽯潭记》）
• •

10. 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意思。（2分）

（1）素居家 素：_________ （2）楚虽三户 虽：_________
• •

11. ⽤现代汉语翻译下⾯的语句。（4分）

其季⽗项梁，梁⽗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

12.项⽻能成为“西楚霸王”跟他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请结合选⽂，就其中的某⼀⽅

⾯谈谈你得到的启⽰。（4分）

三、现代⽂阅读（共36分）

（⼀）阅读《⽩⽼师的⼤海》，完成第13～16题。（共15分）

⽩⽼师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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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①⽩雪梅⽼师来到⼤青⼭深处这所乡村中学教初⼆语⽂。班上原来有32个学⽣，⽩⽼师⾛进教

室的时候只剩下了8个。⽩⽼师决定动员那些辍学的孩⼦重新⾛进学堂。孩⼦们的⽗母都摇头说，

⼭⾥⼈家穷困，孩⼦们不愿意上学，情愿早点出去挣钱。

②⽩⽼师劝服不了这些淳朴的乡民。有些村民给⽩⽼师出了个点⼦：村主任⽜伍的⼉⼦⽜⼤夯

也逃学在家，⽼师不⽤东奔西跑，能把⽜⼤夯动员回到学校，估计那些逃学的孩⼦也差不多能返校。

③⽩⽼师在村民的指点下找到了⽜⼤夯。⽜⼤夯的脸上布满了青春痘，嘴唇周围有⼀圈⿊⿊的

胡⼦。⽩⽼师说：“⽜⼤夯，跟我回学校去上学吧！”⽜⼤夯朝⽩⽼师翻了翻⽩眼，继续跟⼀帮

⽐他⼩许多的孩⼦玩⽯⼦游戏。⽩⽼师说：“你都这么⼤的⼈了，该懂事了，整天玩耍有什么

意思？”

④⽜⼤夯赢了所有孩⼦的⽯⼦，这才站起来说：“要我去上学可以，我有个条件。”⽩⽼师问什

么条件，⽜⼤夯说：“我俩掰腕⼦，你要是赢了，我就去上学；你要是输了，就别来烦我。”在场的

⼈都笑了起来。不久前，学校的李⽼师曾经来过⼀次，动员⽜⼤夯去上学，⽜⼤夯也是这么说的。

李⽼师真的和他掰腕⼦，结 �果输给了⽜⼤夯，红着脸离开了村⼦。现在，⽜⼤夯又故技重演，他⼼

想：“⽩⽼师肯定不会和我掰腕⼦的，⾝材魁梧的李⽼师都不是我的对⼿，她⼀个⾖腐模样的⼥⼦

怎么敢？”没有想到⽩⽼师竟然接受了⽜⼤夯的挑战，还叮嘱⽜⼤夯要说话算话，不准反悔。

⑤两个⼈就在旁边的⼀个⼤⽯头墩⼦上掰腕⼦，引来了许多⼈看热闹。⽜⼤夯宽⼤的⼿掌抓住

⽩⽼师的⼿，两只⼿⼀⼤⼀⼩，⼀⿊⼀⽩，⼀个脏兮兮，⼀个⽩嫩嫩，形成了鲜明的对⽐。⽩⽼师

的⼿那么软，好像没有⾻头；⽜⼤夯的⼿又脏又⼤又⿊。

⑥⽩⽼师故意不使劲，双眼紧紧盯着⽜⼤夯那双众⽬睽睽之下的⼿，⽜⼤夯有些不好意思了，

舔了舔嘴唇，就在这时，⽩⽼师猛然⼀⽤⼒，毫⽆准备的⽜⼤夯这只⼿被⽩⽼师扳倒在⽯墩⼦上。

看热闹的⼈都⿎起掌来。⽜⼤夯输了，他输得很不服⽓，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呢！⽩⽼师说：

“⼤夯，你是男⼦汉，可不准说话不算话呀！”

⑦第⼆天，⽜⼤夯只得背着书包重新回到了学校。⽩⽼师送给他⼀块⾹皂，说是进⼜的，包装

纸上写满了英⽂，⽜⼤夯不认识。他吸着⿐⼦闻了闻，那种⾹味简直奇妙⽆⽐，⽩⽼师⾝上散发出

来的就是那种⾹味。

⑧后来，那些逃学的孩⼦也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学校。⽩⽼师送的那块⾹皂⽜⼤夯舍不得⽤，放

在书包⾥，让那种奇妙的清⾹时时伴随⾃⼰。有⼀回，他问⽩⽼ �师：“那⾹皂包装纸上的英⽂是什

么意思？”⽩⽼师笑着对他说：“⽼师也不知道，希望你通过⾃⼰的努⼒，把那些英⽂弄懂，然后再

告诉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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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夯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的英语学得特别认真。后来，⽜⼤夯很快弄懂了那些英语的意

思：⽜⼤夯同学，你性格直率，爱打抱不平，有冒险精神，如果学习上多多⽤功，我相信你很快能

成为⼀个优秀的学⽣。⽜⼤夯懂了，原来这⾹皂根本不是进⼜的，写着英⽂的包装纸是⽩⽼师亲⼿

制作的，为的是让⽜⼤夯在爱⼲净的同时激发他学习英语的兴趣。⽜⼤夯还知道班上32个同学每个

⼈都收到了⽩⽼师送的“进⼜⾹皂”。连⽜⼤夯⾃⼰都感到奇怪，⾃从有了⽩⽼师，他仿佛换了⼀个

⼈，上课听得特别⽤⼼，那些以前让他头疼的公式定理现在学起来⼀点也不难，反⽽觉得⼗分有趣。

⑩⼀年后，⽜⼤夯被评为三好学⽣。成了三好学⽣的⽜⼤夯不免有些得意和骄傲，听课没有以

前专⼼了，和同学相处也傲⽓起来。

⑪有⼀天，⽩⽼师说要带同学们去看⼤海，⼤家⼀下⼦兴奋起来。关于⼤海的课⽂他们学了

好⼏篇，可⼭⾥的孩⼦谁也没有见过⼤海。迎着朝霞，⽩⽼师带着她的32个学⽣出发了。翻过

了⼀座⼤⼭，他们终于看到了⼀⽚汪洋。⼀望⽆际的绿⽔翻着阵阵波澜，⽩鸥在宽阔的⽔⾯上展翅

飞翔。孩⼦们激动得张开双臂喊了起来：“我爱你，⼤海！”

⑫⽩⽼师问：“同学们，说说你们看了⼤海之后的感想。”有的说，⼤海很辽阔；有的说，⼤海

很壮观。⽩⽼师笑了：“同学们，请原谅⽼师骗了你们。其实你们今天看到的并不是⼤海，⽽是⼀

个湖。你们之所以把湖当做⼤海，是因为没有见过真正的⼤海，只有没见过⼤海的⼈才会把湖泊当

做⼤海，这不怪你们。”忽然，⽜⼤夯红着脸对⽩⽼师说：“⽼师，我懂了。骄傲的⼈以为⾃⼰就是

⼤海，其实只是湖。”

⑬⽩⽼师⼀把将⽜⼤夯揽在怀⾥说：“你能这么理解，我真的很⾼兴。”⽩⽼师向她的学⽣们承

诺，等到中考结束，⼀定带他们去看真正的⼤海。

⑭然⽽，中考前⼣，⼀场车祸夺去了⽩⽼师的⽣命。那个星期天，⽩⽼师从县城回学校的途中，

乘坐的中巴车翻下了悬崖，孩⼦们⼼中那个可亲的⽼师，还没来得及给她的学⽣留下最后⼀句话， �

就这么⾛了，32个学⽣号啕⼤哭。

⑮那年中考，3 2个学⽣全部考上了县城的⾼中，⼤家本来相约要⼀起去看⼤海，⽜⼤夯说：

“再等⼗年吧，⼗年之后等我们都成材了，⼀起去看⼤海，这样才能告慰⽩⽼师的在天之灵。”

（选⾃《⼩⼩说选刊》，有改动）

13.⽩⽼师教育学⽣循循善诱，充满智慧。例如：通过巧掰腕⼦的⽅式将⽜⼤夯带回课堂，解

决了学⽣的辍学问题。请概述⽂中另两个反映⽩⽼师这⼀特点的情节。（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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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依据⽂意，谈谈你对本⽂题⽬中“⼤海”⼀词的理解。（4分）

15.感受⽂中⽩⽼师和她学⽣相处的经历，针对现实⽣活中的师⽣关系，请你提出⼀个问题，

引发同学们的思考。（2分）

16．结合第⑤段或第⑫段，具体说说作者是如何将⽩⽼师的形象表现得⽣动感⼈的？（5分）

（⼆）阅读《清明时节话秋千》，完成第17～19题。（共11分）

清明时节话秋千

①秋千起源于北⽅少数民族地区，是在狩猎、采集等⽣产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种嬉戏活动，

后传⼊中原，先是流⾏于皇宫内院，在南北朝时期流传到民间，唐代以后⼤为盛⾏。“秋千”的得名

说法不⼀，有⼀种说法是，中原⼥⼦学得这⼀游戏后，采⽤树⽴特制⽊架、悬挂彩绳的⽅式，⾝着

绚丽的服装，或坐或⽴，“揪”绳推引“迁”移，故名“秋千”；另外还有⼀种说法出现在唐⼈⾼⽆际的

《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序》⾥，其中提到：“秋千者，千秋也。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

乐。”

②南北朝时，戏秋千主要集中在⽴春之⽇。此后，戏秋千的时间向后推延，唐时集中于寒⾷、

清明节期间。寒⾷节在清明的前⼀⼆天，其源头应为远古时期⼈类对⽕的崇拜，后来又⽤以纪念春

秋时期晋国的名⾂义⼠介⼦推。传说介⼦推在晋⽂公流亡期间曾割⾃⼰的⾁为晋⽂公充饥，晋⽂公

归国做了国君以后，介⼦推不愿夸功争宠，携⽼母隐居于绵⼭。后来晋⽂公亲⾃到绵⼭恭请介⼦推，

介⼦推躲藏不见，晋⽂公⼿下⼈放⽕焚⼭，原想逼介⼦推出⼭，结果介⼦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棵

⼤树下。为了纪念这位义⼠，在介⼦推死难之⽇，百姓们不⽣⽕做饭，要吃冷⾷，称为寒⾷节。寒

⾷、清明在古代都是国家性的法定节⽇，唐宋时期两节相加最长有7天的假期。官⽅的倡导与民众

的参与使得这两节期间有了众多特征鲜明、格调突出的民俗活动，如扫墓、禁烟、祭祖、吃冷⾷、

插柳、踏青、蹴鞠（中国古代⼴泛流⾏的⼀种技能和体育运动，类似今天的⾜球运动）、赏花、咏

诗等，戏秋千也是其中之⼀。

③戏秋千的时间在唐时集中于寒⾷、清明节期间，可以在唐诗中找到依据，如王维的《寒⾷城

东即事》，其中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的诗句，可见唐代寒⾷节京城长安蹴鞠、戏

秋千的热闹情景；⽽由杜甫《清明⼆⾸》中“万⾥秋千习俗同”⼀句，我们同样也可读出清明节期间

戏秋千在当时的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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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节⽇风俗往往会成为关涉节⽇的古诗的重要题材，作为寒⾷、清明节期间颇具代表性的风俗，

秋千在唐宋诗词中频繁出现，说明它的确是此类诗词的标志性意象之⼀。⽽这⼀意象给⼈带来的联

想感受又是⼗分丰富的。

⑤在古典诗词中，秋千意象是与春天、欢乐、青春相关联的。⾸先，秋千与红杏绿柳、春烟画

船⼀样，是明媚春⽇⾥⼀道美丽的风景，如“红杏⾹中歌舞，绿杨影⾥秋千”。其次，戏秋千的主要

功能就是供⼈娱乐：宫城内外，草野乡村，男男⼥⼥，⽼⽼少少，谁都不⽢落后，在锣⿎喧天、欢

声笑语中，⼈们竞戏秋千，这是何等的热闹快活！其三，秋千虽然⽼少皆宜，但参与者主要是年轻

⼈，所以秋千意象往往与青春年少有关，如“少年⼉⼥重秋千” “彩绳芳树长如旧，唯是年年换少

年”。然⽽，秋千又与悲伤、惜春、叹⽼等情感不可分割。由于寒⾷、清明已⾄暮春，秋千的出现

也意味着春天⾏将结束，它便牵动了⼈们的惜春、伤春情怀。那些节后未拆的秋千冷落在残花巷陌，

撩⼈愁思，如：“清明过了，残花巷陌，犹见秋千。对景感时情绪乱……”过了寒⾷，秋千不再戏，

惨景不堪看。

⑥秋千是中国古代寒⾷、清明节的代表性游戏之⼀，由此也成为寒⾷、清明诗歌的典型意象，

它⼀⽅⾯联结着【甲】春景的美好和青春的欢乐，另⼀⽅⾯又引发出【⼄】⼈⽣的感伤和悲愁情怀。

了解秋千和与之相关的诗词，既可以帮我们增加古代寒⾷、清明节的民俗知识，又有助于我们感受

古⼈丰富的情感世界。

（选⾃《百科知识》2014年第7期，有删改）

17．⽂章①～⑤段从　　　　、　　　　  、秋千作为诗词的意象带给⼈的感受三个⽅⾯对秋

千的相关知识进⾏了说明。（3分）

18．联系第⑤段，具体说说第⑥段中画线的【甲】【⼄】两句不能调换的理由。（4分）

19．下⾯这⾸诗印证了第④段中有关秋千的说明，请引⽤相关诗句对此作具体分析。（4分）

                                    和春深

【唐】⽩居易

何处春深好，春深寒⾷家。玲珑镂鸡⼦，宛转彩球花。

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摇曳逐风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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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明的更进⼀步需要“省视的⽬光”》，完成第20～22题。（共10分）

⽂明的更进⼀步需要“省视的⽬光”

张铁

①近⽇，⼏条社会新闻划出“U型”转弯。事件的反转，舆论的演进，让我们看到讨论社会⽂明

建设 “更进⼀步”的必要性。

②事情都不复杂，每个⼈都可能遇到：⼥司机被逼停遭暴打，⾏车记录仪却显⽰，两车早有并

线、别车的⼏度⽃⽓交锋；导游对没有消费的游客破⼜⼤骂，却有⼈指出这本来就是只要1元钱的

“旅游消费团”；武侯祠⽯碑遭⼈刻字，⽹友⼈⾁出的电话，却让同名者⽆辜“躺枪”，不堪其扰。

③⾯对这样的场景，⼤家都有基本的⽂明观，对错的边界不会模糊，⼀些根本性的判断不会出

错：不管有理没理，打⼈不仅是⽂明问题，更是法律问题；不管多么难，做好服务都是导游的本分，

骂⼈有悖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从埃及的卢克索神庙到故宫的⼤⽔缸，“到此⼀游”的⽅块

字确实是⽂明的污点。有了这样的共识、守住这样的底线，⽂明才算是迈出了⼩⼩的第⼀步。

④不过，现实也绝不是⾮⿊即⽩的⽂明判断题。暴打司机的视频⾜以激发很多⼈的义愤，但看

了双⽅此前你争我抢的⽃⽓，不少⼈也转变看法表⽰“⽆法同情⼥司机”；骂⼈的导游确实让⼈全⽆

好感，但“⼀元团”的背景，也让⼈感叹游客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刻字激发“⽂明耻感”，但⼈⾁搜

索、电话骚扰却也⾛到了另⼀个不⽂明的极端。新闻本⾝可能只是冰⼭⼀⾓，如果只是看到结尾就

匆忙下结论、做断语，难免会失之偏颇，进⽽产⽣道德迷失。讨论社会⽂明“更进⼀步”的意义正在

于此。

⑤　　　　　　　　

⑥寻求社会⽂明的“更进⼀步”，需要的是更多些“省视的⽬光”。如果不幸成为当事⼈，我们先

要反躬⾃省，掐断不断恶化的因果链条。⽐如“⼥司机被打事件”中，如果双⽅都能冷

静下来，换位思考，或许就能打破“坏情绪传导”的恶性循环，让事情向着不同⽅向演变。

⑦⽽对于更多围观议论的⼈，或许也可以多看⼀⾯、看深⼀点。不管你是开车还是⾛路，是游

客还是导游，不⽤急着站队，更不⽤忙着挥舞“道德棒”、当起“键盘侠”。“⽼吾⽼，以及⼈之⽼；

幼吾幼，以及⼈之幼”，中华⽂化中推⼰及⼈的道德观念，也正是从⾃我审视开始的。有了“同理

⼼”，才能更深刻地体会他⼈的处境、分析事件的背景、思考道德的要求，也才能在现实语境中理

解⼀种⽣活化的德⾏、⼀种可感可触的⽂明。

⑧“惟有头顶的星空与⼼中的道德律令，才让⼈越深思⽽越敬畏。”这是康德被⼴为引⽤的名

⾔，其中所谓“深思”，绝不仅仅是重视， 。惟有如此，才能让社会⽂明“更进⼀步”，才能让我们处

⾝其中的社会真正⾛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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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2015年5⽉6⽇《⼈民⽇报》，有删改）

20.根据对上下⽂的理解，写⼀个过渡句，填⼊⽂中第⑤段横线处。（4分）

21.依照⽂意，在第⑧段横线处填⼊⼀个语句，应填⼊_____ 。（2分，只填序号）

【甲】⽽是⼀种深刻的省视

【⼄】⽽更是⼀种深刻的敬畏

【丙】⽽更是⼀种深刻的省视

22.结合对选⽂的理解和⾃⼰的⽣活体验，谈谈要使⽂明更进⼀步，我们应该怎样做。（4分）

四、作⽂（共50分）

（⼀）根据情境，按要求写作。（10分）

23. 从下⾯两个题⽬中任选⼀题，按要求写作。

题⽬⼀：阅读《⽩⽼师的⼤海》⼀⽂，展开想象，以下⾯的句⼦为开头，续写⼀个⽚段。

⼗年后，⽩⽼师的32个学⽣相聚在⼤海边……

题⽬⼆：你的同学⼩张认为语⽂学习就是为了分，既没⽤，也⽆趣。作为他的好朋友，请结合

你学习语⽂的经历或感受，说⼀段话，帮助他转变认识。

要求：（1）符合题意，中⼼明确，条理清楚，语⾔通顺得体。 

（2）字数在150～200之间。

（3）⽂中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姓名。

（⼆）根据题⽬，按要求写作。（40分）

24．从下⾯两个题⽬中任选⼀题，写⼀篇⽂章。

题⽬⼀：《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记号”⼀词的解释是“为引起注意，帮助识别、记忆⽽做成的

标记”，请以“ 的记号”为题，补全标题，写⼀篇⽂章。

题⽬⼆：阅读，常常也是“悦读”。读书，读⾃然，读社会，读⼈⽣……这些都可以是⼀种愉悦

的经历，让我们获得某种美好的感受。请以“悦读”为题，写⼀篇⽂章。

要求：（1）选择题⽬⼀，将标题补全后抄写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直接将题⽬抄写在答

题卡上。

（2）不限⽂体（诗歌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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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字数在600～800之间。 

（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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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2015年初三⼆模

语⽂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15.6

⼀、基础·运⽤（共22分）

（⼀）选择（共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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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空（共12分）

6.触景⽣情 情投意合 不谋⽽合

评分标准：共3分，每个成语1分，三个成语顺序可颠倒，书写有误或有涂改，扣书写分1分。

7．答案：（1）黄发垂髫

（2）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鬓微霜 又何妨

评分标准：共5分，每空1分，有错字不得分。

8．答案：①伊⼈ ②舍⽣⽽取义（舍⽣取义） ③左传 �④邹忌

评分标准：共4分，每空1分，有错字不得分。

⼆、⽂⾔⽂阅读（共12分）

9．答案：C （2分）

10.答案：（1）素来，向来。 （2）即使。

评分标准：共2分，每⼩题1分。

11.  答案：项⽻的⼩叔⽗是项梁，项梁的⽗亲就是楚国的将领项燕，项燕是被秦国将领王翦杀

死的。

评分标准：共4分，每句1分，整体语⾔通顺1分。

12. ⽰例⼀：

我得到的启⽰是：⼈要成功，应从⼩就有远⼤志向。如项⽻少年时就要学“万⼈敌”，这种远⼤

的志向，为他后来成为“西楚霸王”打下了基础。

⽰例⼆：

我得到的启⽰是：⼈要成功，就要从⼩接受良好的教育。如项⽻少年时得到叔⽗的悉⼼教导，

这种教育为他后来成为“西楚霸王”打下了基础。

评分标准：共4分，得到的启⽰2分，结合⽂意2分。

三、现代⽂阅读（共36分）

（⼀）（共15分）

13．⽰例：（1）送学⽣“进⼜”⾹皂，亲⼿制作英⽂包装纸，解决学⽣的学习兴趣问题。

（2）带学⽣去看“⼤海”并承诺将来去看真正的⼤海，解决学⽣的学习态度问题。

评分标准：共4分。每点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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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答案要点：

①指⽩⽼师的教学⽅法或艺术（带学⽣看的湖）

②指⽩⽼师的教育态度或胸怀（给学⽣的深厚的爱）

③指⽩⽼师的教育影响（希望学⽣像⼤海⼀样）

评分标准：共4分。每点2分，答出其中两点即可。

15．略

评分标准：共2分。问题针对师⽣关系，给2分，只针对⽼师或学⽣⼀⽅，给1分。

16．⽰例⼀：第⑤段通过“对⽐”（或“特写镜头”等），将⽩⽼师虽然柔弱瘦⼩，但柔能克刚的

形象写得⽣动传神。⽐如写“两只⼿⼀⼤⼀⼩，⼀⿊⼀⽩，⼀个脏兮兮，⼀个⽩嫩嫩”，特别描写两

只⼿，对照鲜明，⽩⽼师的柔弱跃然纸上，⽽她的胜利则更显智慧，这使她的形象更⽣动可感。

⽰例⼆：第○12段通过“正⾯与侧⾯描写结合”的⼿法，突显出⽩⽼师教学有⽅。如正⾯写⽩⽼

师笑着说“只有没见过⼤海的⼈才会把湖泊当做⼤海”，写出她的循循善诱；侧⾯写学⽣红着脸说

“⽼师，我懂了”，表现⽩⽼师的教学效果，⽩⽼师的形象由此⽣动地展现出来。

评分标准：共5分。结合原⽂分析写法2分，塑造出的⽩⽼师形象2分，语⾔1分。 

（⼆）（共11分）

17.答案要点：秋千的起源及得名 戏秋千的时间

评分标准：本题3分，第⼀空2分，第⼆空1分。

18.答案⽰例：

【甲】照应第⑤段“秋千意象是与春天、欢乐、青春相关联的”，【⼄】照应第⑤段“秋千又与

悲伤、惜春、叹⽼等情感不可分割”，【甲】【⼄】两句的顺序与第⑤段的说明顺序⼀致，因此不

能调换。

评分标准：本题4分，结合具体原⽂2分，说明理由2分。

19.答案⽰例：

⽩居易《和春深》中“春深寒⾷家”和 “秋千细腰⼥”两句，可以印证第④段中所说的秋千是关涉

寒⾷节诗词的标志性意象之⼀。

评分标准：本题4分，引诗句2分，印证原⽂2分。

（三）（共10分）

20.答案⽰例：

既然让社会⽂明“更进⼀步”如此必要，那我们又该如何做到这⼀点呢？

评分标准：共4分，承上总结为什么提出这⼀论点2分，引出下⽂怎样做的内容2分。

21. 答案：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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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本题2分，选丙给2分，选甲给1分，选⼄不给分

22.答案⽰例：

选⽂启⽰我们，要使⽂明更进⼀步，应该要学会“省视”。在校园中有时会看到同学乱丢垃圾、

吵架打架，我们总是急于指责，却很少去想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很少想过⾃⼰是否也曾这样做。

同学们要多做“省视”，才能使我们的校园⽂明更进⼀步。

评分标准：共4分。结合⾃⼰体验2分，谈对⽂明“更进⼀步”的看法1分，语⾔1分。

四、作⽂（共50分）

（⼀）（10分）

23.评分标准：10分。内容7分（符合题意2分，中⼼明确2分，条理清晰2分，结构完整1分），

语⾔3分。字数不合要求，扣1分。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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