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学年10月四川成都青羊区成都市树德中学高

一上学期月考语文试卷(详解)

一、现代文阅读（26分）

1.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后面的小题。

川江号子

蔡其矫

你碎裂人心的呼号，

来自万丈断崖下，

来自飞箭般的船上。

你悲歌的回声在震荡，

从悬岩到悬岩，

从漩涡到漩涡。

你一阵吆喝，一声长啸，

有如生命最凶猛的浪潮

向我流来，流来。

 

我看见巨大的木船上有四支桨，

一支桨四个人；

我看见眼中的闪电，额上的雨点，

我看见川江舟子千年的血泪，

我看见终身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

宁做沥血歌唱的鸟，

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但是几千年来

有谁来倾听你的呼声

除了那悬挂在绝壁上的

一片云，一棵树，一座野庙？

……

 



A.

B.

C.

D.

E.

（ 1 ）

（ 2 ）

（ 1 ）

（ 2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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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歌声远去了，

我从沉痛中苏醒，

那新时代诞生的巨鸟

我心爱的钻探机，正在山上和江上

用深沉的歌声

回答你的呼吁。

1958年

下列对本诗的理解赏析， 的两项是

作者游历长江，借助于对江上号子的动人的刻写，将“号子”和“船夫”两种形象融

为一体，表达了对船夫悲壮地搏击激流的英雄气概的敬仰与赞美。

此诗的首行，就以“碎裂人心”将川江号子的撼人魂魄的音色展现了出来；随后两行

中的“万丈断崖”和“飞箭般的船”，凸显了船夫们身处环境的艰险。

第一诗节画线句采用了比喻、反复、化虚为实等手法，形象写出号子的穿透力，突出

了川江号子带给我心灵震撼的持续不断。

那些“终身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传

达了船夫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抗争精神。

“但是几千年来”一句，其中“但是”既表示转折，又承续前面三行的意绪；随后的

一个设问句“有谁……”，进一步渲染了川江号子的孤寂与悲慨。

诗歌的最后一小节，作者后来把它删去了，你是否同意这种改动？请结合诗句说明你的理

由。

CD

观点一：同意。①用省略号留给读者不尽的想象和余味。②用问句突出了对船

夫在艰难境遇中奋争的孤独的悲叹。③紧扣标题“川江号子”，结构严谨。

观点二：不同意。①给结尾的设问以回答，保证结构的完整。②从千百年人力

与自然的悲壮抗争，到新时代钻探机的出现，机器的轰鸣。③这代表这种抗争

的升级，深化了主题意蕴。

C项无“化虚为实”手法，属于通感，移觉。将听觉移为视觉。D项突出了船

夫们喊着号子与自然风浪抗争的精神，但并没有不喊号子就会灭亡之意。

这道题考察的是诗歌的结尾的作用。首先判断同意还是不同意，再说明理由。

可以从内容、结构、情感的角度来思考。这道题中可以选择同意，可以选择不

同。比如选择不同意。这段话中讲的内容是歌声远去后新时代的钻探机的出

现，升华到了大的时代的主题。主题加深，同时结构上也比较完整，呼应了上

文的内容。

不. 正. 确.



2.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的小题。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

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家人喊他，告诉他我

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

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

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

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

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

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

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我家穷，孩子多，父母

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地是后者。

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

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

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

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

了，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

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

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

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

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

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

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

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

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

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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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

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

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

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

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

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

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当时父亲已

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

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

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

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

人 。 那 时 他 生 活 已 经 无 法 自 理 ， 我 帮 他 擦 洗 身 子 ， 他 像 个 孩 子 似 的 不 好 意 思 ， 轻 轻 地

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

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

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

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

去。

父啊！我的父啊！

（有删改）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 的一项是

文章开头用倒叙的手法，先写父亲临终时的情景，渲染气氛，继而由眼前转入对往事

的追忆，突出了“我”对父亲的怀念。

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照顾不过来，“我”很少得到娇惯、宠爱，因而

和父亲并不很亲，只觉得他高大威严。

父亲为人懦弱，在外胆小怕事，以致丢职、抄家、遭窃，这些变故严重刺痛

了“我”幼小的心灵，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

文章十分注重于细微之处写人，在画线语句中，一个“脏”字写出了父亲尴尬不忍、

不想拖累儿子的复杂心理。

从全文看，作者眼中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请简要分析。

“父啊，我的父啊”这个标题好在哪里？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不. 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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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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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C

①为人善良、厚道，相信他人。②教子严厉，甚至粗暴，但也有温情的一面。

③深爱自己的儿子，但却爱得很卑微。

①“父啊”这个称呼有丰富的含义，既是家境贫寒的我对父亲的称呼，也蕴含

着年长后的我体会到深沉父爱之后对父亲的愧疚和怀念之情。②在结构上与结

尾相互照应，使文章结构完整，引发读者深刻的思考。③运用反复的手法，强

调文章所写主要人物，抒发浓烈的情感。

“父亲为人懦弱，在外胆小怕事，以致丢职、抄家、遭窃”错，父亲丢职、

被抄家是因为他善良，当会计时，村民借东西他不记账，后来亏空了别人不认

账，他只好自己赔偿。“遭窃”也不是由于父亲“为人懦弱，在外胆小怕

事”。

①为人善良、厚道，相信他人。（或轻信他人）从当会计时村民借钱、粮不记

账之事可以看出。②教子严厉，甚至粗暴，但也有温情的一面。从责打孩子、

送子读书等事可体会到。③深爱自己的儿子，但却爱得很卑微。从对“我”事

业有成之后对我的态度和生病时怕弄脏我可以看出。④有一定的虚荣心。在赴

宴一事上的表现可感受到。

①“父啊”这个称呼有丰富的含义，既是家境贫寒的我对父亲的称呼，也蕴含

着年长后的我体会到深沉父爱之后对父亲的愧疚和怀念之情。②在结构上与结

尾相互照应，使文章结构完整，引发读者深刻的思考。③运用反复的手法，强

调文章所写主要人物，抒发浓烈的情感。

二、古诗文阅读（32分）

3. 阅读文言文，回答下列问题。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

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 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

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縲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

。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

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 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

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縲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危.

绝.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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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

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

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

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

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 事。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

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选自《史记·管晏列传》，有删节）

对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 的一项是

君语及之，即 言　　　　　　　　　 危：正直

久之，越石父请 　　　　　　　　　绝：断绝（关系）

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 于知己者　　信：诚信

论其 事　　　　　　　　　　　　　轶：散失

下列对文中画线句子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

下列对原文的概括和分析， 的一项是

晏子是春秋时齐国名相，奉事齐灵公等三位国君，他节俭力行，生活朴素；对国家忠

心，绝无二心；对君主忠贞，绝不抗命，在诸侯中很有名气。

晏子解救石父、晏子的问话以及晏子对石父态度的转变，共同将晏子由求贤到礼贤的

整个过程和心灵深处的变化形神毕肖地表现了出来。

晏子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视，见车夫驾车时扬扬自得，与晏子的谦恭神态形成鲜明

对比。回家遭到妻子指责的车夫，发生了变化，知道这件事后晏子推荐他做了大夫。

司马迁推崇晏子，表示自己若能为晏子执鞭驾车，也是羡慕向往的，这既表现了他对

晏子的敬仰，也包含着自己不遇知己的感慨。

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C

D

轶.

不. 正. 确.
危.

绝.
信.

轶.

不. 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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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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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A

这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

问他，车

夫便把实情告诉了他。

已经读了他们写的书，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依次编写了他

们的合传（传记）。

本题是文言实词的考查，最常见的命题形式是，指定文中若干个词让学生作

解释。要求解释的词，一般为常见实词，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

活用等，往往是命题的重点，当然也应该成为同学们备考的重点。C选项词语

解释有误，信：同“伸”，伸展。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断句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目，应先把句子代入原文，结合语

境理解句子的大概意思，然后要注意-一些常见的句尾、句首标志性的词语，

句子结构的对称，文中词语充当的成分，句子成分的省略，叙事内容的变化

等。本句意思是：“他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

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根据句意，可

以断句为：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

请去。

本题考查的是对文本内容理解与分析能力．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课文内容

的基础上，根据题目的要求和提示的信息梳理内容，找出相关的语句，概括即

可．

本题考查对文言文内容的理解归纳能力。解答时，在理解文章意思的基础上总

结归纳即可。A选项，“绝不抗命”错，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

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

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能力。解答本题考生应对文言词语的意义用法烂

熟于心、对重点词语解释要准确到位。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

有无特殊句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直译为

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达到词达句顺。解答时要联系上下文，重视句式的选择、特殊用法和句中

关键词的意思。重点词：怪：感到奇怪；御，作名词，车夫。

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能力。解答本题考生应对文言词语的意

义用法烂熟于心、对重点词语解释要准确到位。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

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



方法二：

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

调整，达到词达句顺。解答时要联系上下文，重视句式的选择、特殊用法

和句中关键词的意思。重点词：事，事迹；次：依次；传：传记。

【参考译文】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

代国君，由于节约俭仆又努力工作，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做了齐国

宰相，食不兼味，妻妾不穿丝绸衣服。在朝廷上，国君说话涉及到他，就

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国君的话不涉及他，就正直地去办事。国君能行

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因

此，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声显扬于各国诸候。

越石父是个贤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开

乘车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用车拉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

进内室，过了好久没出来，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大吃一惊，匆

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

解脱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

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意志就

会得到伸张。当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经受到感动而

醒悟，把我赎买出来，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在

囚禁之中”于是晏子就请他进屋待为贵宾。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

的丈夫。他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马，神

气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

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车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

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现在你身

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

求和你离婚。”这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

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便把实情告诉了他。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

重》、《九府》和《晏子春秋》 ，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已经读了他们

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依次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

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



当初晏子枕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完成了礼节然后离去，难道是人们

所说的“遇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至于晏子直言

进谏，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就想到竭尽忠心，退

就想到弥补过失”的人啊！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

车，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啊！

4.

A.

B.

C.

D.

（ 1 ）

A.

B.

C.

D.

E.

（ 2 ）

（ 3 ）

（ 1 ）

（ 2 ）

【答案】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后面小题。

醉落魄①

范成大

栖鸟飞绝，绛河②绿雾星明灭。烧香曳簟眠清樾③。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

好风碎竹声如雪，昭华④三弄临风咽。鬓丝撩乱纶巾折。凉满北窗，休共软红⑤说。

[注]①此词写于作者归隐石湖后。②绛河：天河。③樾：交相掩映的树木。④昭华：古管乐

器名，此处指笙。⑤软红：即红尘，指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

下列对本词的理解和赏析， 的一项是

词的第一句以飞鸟归林栖息暗示时间已是夜晚，此时天河中的星光在雾霭中时隐时

现，闪烁不定。

“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句中的“花影吹笙”，即在花影下吹笙，笙的音乐声与扶

疏花影互相映衬，显得空灵剔透，朦胧含蓄。

下片“鬓丝撩乱纶巾折”一句，侧面写出了词人的形貌，其中“撩乱”、“折”又

与“好风”、“临风”相呼应。

词中眼前景、耳边笙与词人的心中情相契相合，可谓情景交融，意蕴悠长。

结合全词，下列对“凉满北窗，休共软红说”一句所表达的复杂情感，理解 的两项

是

此句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

此句传达出作者享受夏夜清凉的惬意之感。

此句表现了作者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不屑和对自己人生态度的坚守。

此句流露出作者归隐石湖后内心淡淡的落寞和伤感。

此句表达了作者无法解脱的苦闷心情。

“好风碎竹声如雪”一句历来为人所称道，请赏析此句的妙处。

C

AE

不. 正. 确.

不. 正. 确.



（ 3 ）

（ 1 ）

（ 2 ）

（ 3 ）

【解析】

作者运用比喻，将夏夜凉风吹动竹叶的声响比作雪花飘落时发出的簌簌声响，

真切而生动，表现出声音的轻微、清冷，写出词人听笙时所处环境的优美清

凉，衬托出词人此时内心的清静适意。

本题考查诗歌内容理解及赏析。C项，“侧面写出了词人的形貌”错误。“鬓

丝撩乱纶巾折”，属于肖像、细节描写，是直接描绘词人形象。故选C。

本题考查作者情感分析。A 项，“壮志难酬的悲愤”错误。“凉满北窗”与前

面的“好风碎竹”相应，清爽、惬意，但“凉满”也与“声如雪”“临风

咽”相应，有悲戚之感，只是整首词中惬意之感更鲜明，所以说有淡淡的感

伤、落寞。E 项，“作者无法解脱的苦闷心情”分析不当。“休共软红说”则

表现出作者不与热衷功名利禄之人同流合污的态度，这里要充分利用注释。故

选AE。

本题考查名句赏析。这种题难度极大，解答此类题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

析：结构特点；语言特点（如是否有炼字情况）；表达技巧是什么。“好风碎

竹声如雪”这一句写笙声之妙。写笙声犹如夏夜凉风吹竹，犹如雪花静静飘落

时的簌簌声，描摹出笙声的轻微、清凉；同时以色写笙，以雪的洁白纯一来表

现乐音音色纯净、意韵清冷。同时，表现出作者内心的清静悠闲与些许的落寞

悲凉。写作要点：解说或概括诗句内容；赏析该句的表达效果；分析作者的情

感。

三、默写（5分）

5.

【答案】

【解析】

毛主席回顾峥嵘岁月，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无比低贱、卑微——                                ，体现

了一个革命者的万丈豪情。（《沁园春·长沙》　　

粪土当年万户侯

本题考查学生名句的识记能力，应先分析语境，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语境回顾句子。

平时背诵时要熟读熟记，要理解诗句中每个字的含义，要根据语境仔细判断，注意书

写，不要笔误。附原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

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

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6.

【答案】

【解析】

丁香姑娘飘过“我”的身旁，毫无言语，“我”只看到她默默地走远，走

远，            ，            ，消失在了朦胧烟雨中。（《雨巷》）

到了颓圮的篱墙 ; 走尽这雨巷

此题考核识记名篇名句的能力，此类题目一般有理解性默写和根据上下文填空两种

类型。答题时注意不要出现错别字，理解性默写还要注意给出的提示，填准句子。此

题属于理解性默写，注意选准句子，不要写错别字。重点注意“颓圮”的写法。

7.

【答案】

【解析】

徐志摩重回康桥，美丽的风光令他沉醉！在这涌动无数美好回忆的康河上，志摩撑着一艘小船向

青草深处漫溯，            ，            ，感情达到了高潮。（《再别康桥》）

满载一船星辉 ;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本题考查学生名句的识记能力，应先分析语境，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语境回顾句子。

平时背诵时要熟读熟记，要理解诗句中每个字的含义，要根据语境仔细判断，注意书

写，不要笔误。注意星辉斑斓的写法。

四、语言运用（12分）

8.

A. ①②③ B. ①③⑤ C. ①②④ D. ②④⑤

【答案】

下面加点的成语，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 的年轻人，认真思考民族的命运，勇敢探索救国救民的道

路。

②在树德中学“恰同学少年，诵生命华章”高一诗文朗诵比赛中， 的甄汉鹏同学一鸣惊

人。

④伴随着整个社会传统文化的升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喜欢穿汉服， 日渐成为一种时

髦。

④在公共网络空间形成公序良俗，需要每个人对自己的网上言行负责，涵养

的社会正能量。

⑤作为私人讲学的开创者，孔子一生 ，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培育出了众多贤能有为的弟

子。

C

头. 角. 峥. 嵘.

短. 小. 精. 悍.

披. 发. 左. 衽.

激. 浊. 扬. 清.

好. 为. 人. 师.



【解析】①头角峥嵘：指不凡的气概或突出的才能，多指青年人的。②短小精悍：形容人身

材矮小而精明强干；也形容文章戏剧等篇幅短而有力。③披发左衽：古代指东方、北

方少数民族的装束，用于指落后不文明的状态。④激浊扬清：抨击恶浊的，褒扬清明

的。⑤好为人师：喜欢以教育者自居，不谦虚。

9.

A.

B.

C.

D.

【答案】

【解析】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辽宁舰”的舰员在选拔时，年龄、经历、任职时间、现实表现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入选者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和技术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航空母舰舰员。

人生苦乐并非纯粹由物质条件决定，百万富翁很可能不如身无分文的流浪汉生活得幸福，原

因在于感受生活的乐趣还需要艺术的眼光与悠闲的心境。

市防汛指挥部指出，今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有关部门要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发展高

度负责的态度，扎扎实实地把防汛部署落到实处。

拍照5分钟，修图2小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修图群体，引发了人们的从众心理，通过修图来

展现更美好的自己，获得人际互动的快乐。

B

A.“舰员……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结构混乱C.“要（以/本着）对……高度负责

的态度”，成分残缺D.“引发了人们的从众心理”的主语有误，搭配不当。

10.

A.

B.

C.

D.

【答案】

【解析】

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崖壁下有几处坟地，坟前立着的石碑许多已经破碎，字迹模糊；枯水季节，伏在

江里的石头有的已经露出水面，周围一片寂静。

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一道五彩的屏障。

没有太阳，天气相当冷，藤萝叶子多已萎落，显得这一带崖壁十分瘦削。

在夕阳的照射下，枯草和落叶闪着不定的光，崖壁象一道巨大的屏，矗立在江对岸。

一行白帆闪着透明的羽翼，从下游上来；山门半掩，一道阳光射在对岸的峭壁上。

B

解答此题要考虑前文所描写的意境特点：崖壁下的荒坟残碑，瘦水枯石等景物

形成了极其凄凉、冷寂、萧条的氛围和基调。只有B项的情境与原句一致。

11. 阅读以下《论语》片段，完成文后题目。



A.

B.

C.

D.

【答案】

【解析】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对上面这个选段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子贡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认为为政主要有三项：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

孔子认为食、兵、信三者，信最为重要，若迫不得已舍弃，信也是最不可舍弃的。

在孔子看来，人总有一死，若无信用则无法立身，也无法立国，因此在信与食之间，宁肯舍

弃食。

孔子的话告诉统治者要考虑人民的利益，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体现了民本思想。

C

“若无信用则无法立身，也无法立国”错，应是“没有国民的信任，国家根本站不

住”。

五、写作（25分）

12.

【答案】

按要求写作。

学生总是为成绩在拼搏，当他越看重成绩时，就越觉得只有自己不容易。其实只要我们的心

灵不麻木，多用心发现生活，就会看见他（她）们的不容易。他（她）也许是你的父亲或母亲，

也许是你的老师或长辈，也许是你的同学或朋友，也许他（她）只是校园、路边随处可见的陌生

人。

请以“            ，你真不容易”为题，挑选一个写作对象，写不少于300字的叙事片段。

要求：①先将题目补写完整，再写作文：②叙事、描写相结合，情真意切：③能恰当运用细

节描写；④不采用诗歌体裁。

满秋阿姨，你真不容易

一一观电视剧《满秋》后的感想

看了电视剧《满秋》，我为满秋阿姨含辛茹苦，把叛逆的儿子转变成一个名牌大

学的大学生而感动。

满秋阿姨为了让儿子满满过上好的生活，带着儿子来到陌生的城市，从做保姆开

始，经历了磨豆腐，卖快餐，开小食店，一步步走过来，成为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在

常人眼里，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你做到了，一个弱女子，能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



【解析】

满秋阿姨给儿子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儿子要钱，你给钱；儿子要车，你给

车。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儿子逃课，厌学，变成了一个坏孩子，竟然和那些混混

演了一出向自己索要八十万赎金的绑架案。为此，你痛心疾首，百感纠结，终于认识

到，金钱可以让人过上好生活，金钱也可以让人走上犯罪的深渊。

满秋阿姨为了让儿子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你毅然抛开了眼前的一

切，金钱、豪车、别墅、公司，重新回到乡下，开始了磨豆腐的营生。这是痛苦的选

择，这是明智的选择。面对你义无反顾的勇气和魄力，我们只能对你说，满秋阿姨，

你真不容易。

题主要考查写作能力。为半命题作文。考生在审题时要注意全面把握所给材料，概

括出材料的主旨，根据所给材料主旨确定自己作文的立意。本作文题目由两个部分组

成，提示语和要求。以“            ，你真不容易”为题，结合材料内容“他（她）也

许是你的父亲 或母亲，也许是你的老师或长辈，也许是你的同学或朋友，也许他

（她）只是校园、路边随 处可见的陌生人”分析可知，此处可以填入父母、老师、

同学、朋友、陌生人……。抓住关键词“不容易”立意。写不少于300字的叙事片

段，对一个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内许多人物活动的总体情况的描写。它往往是叙述、描

写、抒情等表述方法的综合运用，是自然景色、社会环境、人物活动等描写对象的集

中表现。叙事片段描写要表现出一种特定的气氛，单一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手法是不够

的，要综合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表达手段，以及映衬、象征等多种手法，

这样才能使场面变成一幅生动而充满感染力的图画。写场面时要安排 好先后的顺

序。一般来说，场面描写可以按照由面到点来安排顺序。比如，描写庆祝教师节的场

面，可以先写欢庆活动的总体气氛，勾勒“面”的情况，然后分别写校长、老师、同

学的表现。这样就能点面结合、条理清楚。只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能够自圆其说

即可。立意角度要跳出材料，给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之感。注意题干的要求，具体

写作时，还应避免抽象的描写，大而无边的空泛议论。


